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连接欧亚
大陆桥的战略通道以及沟通西南、西北的
交通枢纽，近年来，我省紧抓国家实施“一
带路”战略机遇，落实甘肃省“十三五”规划
纲要和物流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独特区
位交通优势，通过建设国际空港、国际陆
港、保税物流区，运营中欧、中亚、南亚国际
货运班列等措施，带动了现代物流业发
展 。 2017 年 ，全 省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完 成
13623.27 亿元，物流相关行业实现増加值
680.4亿元，可比增长9.2％，占全省GDP的
8.9％，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6.8％；2018年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实现止跌回升，进出
口总值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83.4亿元，增长41％。现代
物流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服务
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现代物流业迈出发展大步伐

近年来，我省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
肃段建设总体方案，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在减轻物流企业税
收负担、促进物流运输车辆便利通行、物流
业发展用地、支持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物流业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物流企业网络化
经营等多方面出台相关意见。特别是今年
以来，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和现代物流业发
展实际，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
务物流业的意见》《通道物流产业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市县乡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等文件，有效改善了物流业发展的
政策环境。

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全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要求，立足实际，编制
完成了甘肃省“十三五”物流业发展规划，依
托我省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确立了“一
中心四枢纽五节点”（一中心：兰（含兰州新
区）白（银）都市圈构成的物流发展中心。四
枢纽：天水物流枢纽、平（凉）庆（阳）物流枢
纽、金（昌）武（威）物流枢纽、酒（泉）嘉（峪
关）物流枢纽。五节点：主要在张掖、陇南、
定西、临夏、甘南等区域中心城市，打造一批
服务于区城经济满足居民生活的物流节点）
的物流产业发展布局，兰（含兰州新区）白
（银）都市圈作为我省物流发展中心的带动

效应逐步显现。2017年，兰州市进出口备案
企业 1604 家，实现进出口总值 125.11 亿元
人民币，同口径增长21.75％，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比重为 36.61％；实现社会物流总额
7950亿元，物流业增加值183.4亿元，物流业
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11.6％。

兰州、天水、武威三大国际陆港，兰州、
嘉峪关、敦煌三大国际空港建设步伐加快，
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口
岸、指定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对外开放
平台渐成体系，口岸功能逐步完善，国际物
流通道逐步形成。兰州国际陆港开放步伐
不断加快，铁路口岸自2016年12月获批对
外开放以来，完成了口岸两个作业区查验
和监管设施建设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实
现了“兰州号”中欧、中亚、南亚国际班列常
态化运营。截至 2017 年年末，已累计发运

“兰州号”中亚国际货运班列 241 列 10777
车，价值 8.9 亿美元；“兰州号”中欧国际货
运班列 1 列 40 车，价值 189.4 万美元；发运
南亚班列 46 列 1964 车，价值 1.86 亿美元。
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在 2015 年 12 月运营
以来，区内企业已达276家，2018年上半年，
实 现 进 出 口 额 21.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8.42％，占兰州市进出口总额
的 33.12％。兰州国际空港对
外开放持续扩大，兰州航空口
岸 2013 年底正式对外开放，
2017 年执飞了“兰州—达卡”
国际货运出口包机两次和“澳
大利亚—兰州”国际货运进口
包机，共计货值 1800 万人民
币。2017年12月、2018年4月
兰州中川机场进口冰鲜水产品
指定口岸和进境水果指定口岸
获批对外开放，为中川机场空
运口岸货运包机常态化运营打
下了良好基础。今年上半年，
共进出境航班1515架次，进出
境人员101856人次，开通国际
航线25条，航班抵达15个国家
和地区。

2017年，由重庆、广西、贵
州、甘肃合作共建的中（中国）新（新加坡）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南向通道，为甘肃扩大开放
提供了新通道。我省制定了《甘肃省合作共
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方案
（2018－2020年）》《甘肃省南向通道货运班
列物流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运营机

制设计、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平台组
建、服务能力提升
等 方 面 的 目 标 措
施，打牢通道运营
基础。组建了甘肃
省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具体承担我省
南向通道建设的信
息沟通、政策协调、
货源组织、班列发
运及补贴政策落实
等。通道自2017年
9月开通以来，我省
共发运南向通道货
运班列 19 列，货值
2.08亿人民币。

突破瓶颈 促进发展

突破一：重点物流平台同质化竞争问题
目前，我省规划建设有兰州新区综合保

税区、“三大空港”“大陆港”等物流枢纽，普
遍存在规划缺乏统筹指导，设施建设重复，
目标方向和区域协同方面存在着交叉、重复
和不明晰等问题，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
之间规划缺乏充分沟通和有效对接，造成资
源聚集辐射能力不强，同质化竞争突出。兰
州国际陆港和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在布局
和功能上有重合。与此同时，物流业区域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兰州地区物流业发展较
快，其他地区相对缓慢；城市物流比较发达，
农村物流相对落后。

突破二：开放平台应用效能不高
一些开放平台在建成后业务量经过短

暂的高峰期很快出现大幅下滑，或者始终处
在较低水平，监管力量分散、场地应用效能
低等问题凸显。2014年武威保税物流中心
正式运营，2015 年、2016 年累计发运“天马
号”国际货运班列35列，但到2017年之后再
未发运；天水开源物流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

自2016年12月运营以来，仅办理进出口相
关业务各1票。今年上半年，兰州海关在兰
州新区中川北站、兰州东川铁路物流中心两
个作业区仅分别实时查验7票、10票，反映
出在物流业发展规划和开放平台建设引导
上存在不足。

突破三：物流大通道建设后劲不足
班列货物附加值偏低，“南向通道”货物

以苹果、洋葱等初级农产品为主，省内农产
品企业产业链延伸不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特色农产品，如高原夏菜、马铃薯、中药材、
现代种业等还没有形成出口优势和品牌效
应。冷链物流体系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
够完备，限制了“北菜南运”“南果北运”双向
发力，没有形成冷链对流。

突破四：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2017 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 1477 亿

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9.2％，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4.6个百分点。在社会物流总费用中，运
输费用 112 亿元，增长 9.2％；保管费用 274
亿元，增长1.8％，管理费用102亿元，与上年
基本持平，显示出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依

然较高。同时，物流企业现代化、专业化、信
息化程度不高，许多企业仍停留在传统运
输、仓储等单一服务上，面向整个供应链的
高水平增值服务较少，物流信息不对称，货
找车、车找货的现象比较普遍，拉高物流成
本。

强化战略思维，跳出发展现状，推动物
流产业迅猛发展

谋划现代物流产业作为“改革开放2.0
版”的“一带一路”建设，是
我国现代化向西部纵深方
向的进一步推进，它形成的
陆海联动、东西双向的新格
局应当也必将为地处陆路
对外开放西北核心区的甘
肃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
强大需求基础。今年 7 月
下旬至 8 月省人大常委会
调研组通过与省发改委、省
商务厅、省财政厅、省交通
厅、省农牧厅、省税务局、兰
州海关、中国铁路兰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等有关部门、单
位了解情况，赴兰州市、兰
州新区，深入兰州新区保税
区、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及
部分物流企业实地调研，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霍尔

果斯口岸进行了考察调研。对我省物流产
业的发展给出建议：

首先不能拘泥于我省、西北物流产业的
现状做“基础＋增长”传统式前景预测，运
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各产
业都要有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坡的顶层设
计。要将甘肃在西北的

“拉链”地位、西部大开
发和宁夏、青海等区域
内的城市化、工业化、信
息化与“一带一路”现代
物流产业高度衔接起
来，同时在治安、人力资
源、工业技术和连接东
部的区位优势上，加强
同新疆的耦合互补，建
设与京津冀鲁、长江三
角洲两个产业集聚区相
呼应的兰（兰州）乌（乌
鲁木齐）产业集聚区。

其次要参与中亚西
亚东欧的现代化进程，
打造以铁路为骨干的低

成本运输物流产业体系。中亚西亚十一个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共有4.9亿人口，
东欧七个沿线国家共有2.6亿人口，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和沿线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其衣食住行和产业发展将会带动我国与
该区城的双边贸易的高速增长，货物的运
输量将会呈现沿海曾有过的几何式增长趋
势。我省应超前谋划亿吨乃至十亿吨级的
物流运输体系，落实国务院支持甘肃经济
社会发展若干意见第四十二条确定的在乌
鞘岭以西的武威建立铁路集疏运中心，将
武威至乌鲁木齐段改造为重装货运线，利
用其远低于公路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勢，为
陆路丝绸之路提供强大的运输保障。同
时，把河西走廊作为甘肃省“一带一路”物流
业建设的重点区域，将物流产业、制造业与
运力深度结合，为兰州在全省城市化、工业
化和实施西向战略中提供足够的空间、物流
支撑。

第三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物流发
展规划。没有产业，物流就无从谈起，我省
应充分利用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比
较优势，强化外向型经济的产业布局。进一
步加强对物流业发展的整体引导，明确促进
物流业发展的相关部门职责，建立健全综合
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全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政策措施等重大事项，
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进一步
完善“一中心四枢纽五节点”物流产业发展
布局、服务体系及政策体系，提升兰州等主
要枢纽和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结合

“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对我省“一带一路”
建设中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规划再做相应调
整，把省域物流体系建设和面向“一带一路”
物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构建统一、
高效的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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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引领物引领物引领物流产业阔步前行流产业阔步前行流产业阔步前行
——我省现代物流业发发展状况展状况调查调查

2018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5周年。2013年，习近平主
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
积极响应；截至今年7月，全球已
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
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5年来，“一带一路”遵循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了一条繁
荣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40年里，如果要说
什么是我国开放领域最突出的
成就，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必为
其一。倡议尽管由中国首先提
出，但就在这短短的五年里，“一
带一路”已经逐步成为全世界的

“一带一路”。可见，共建“一带
一路”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案，沿线国家更是在谋求
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推动共
同进步、实现共同发展。

以“共商共建共享”夯实合
作基础。从习近平主席首次提

出“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大原则起，“一带一路”就得
到沿线多国的纷纷响应。原因无他，“对话协商、共
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早已成为世界合作发
展的依仗，也更是成为世界各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共
识。特别是当前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和国际贸易的
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世界对“共商共建共享”的诉
求。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有担当的大国，
主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是国际大环境中的
一盏明灯，让“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深入

世界的每个角落。超 5 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额、超
6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共创20多万个就业岗
位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互信互融互通”催生发展硕果。习近平主
席指出，“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
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5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卓著：政策沟通日渐畅通，中国已与沿线
10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49份政府间合作
文件；基础设施加速联通，截至2017年5月，中国与
沿线国家签署 130 多个公铁水空油领域的运输协
定，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10000列……当然，还有金
融、贸易等方方面面不同领域的合作成果。可以
说，“一带一路”用真金白银、务实举措让世界看到
中国的诚意，也让沿线各国同中国一道享受合作共
赢的实惠、珍惜和平发展的美好。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众力聚民心。“亲亲而
仁民，仁民而爱物。”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更是全世界芸芸众生的最基本诉求。“一带一
路”倡议初心明确，就是加强合作、谋求发展，不仅
要让中国人民享受走向世界的发展红利，更要让全
世界感受到与中国合作的累累硕果，形成共同发
展、共同奋进、共享实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沿
线国家中已有超20个国家对中国实现免签和落地
签，近10个国家出台了有条件免签、电子签证等优
惠政策；中国在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
81个；今年上半年“丝绸之路”奖学金出资超2.7亿
元人民币……可见，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的联系日
趋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行稳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共建“一
带一路”的5年里，中国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以“天
下一家亲”的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理念，不断壮大我
们的“朋友圈”；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加
深同世界各国的密切合作。新的历史起点上，“一
带一路”建设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道路上砥砺前行，创造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世界的更大辉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
中走出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的辉煌依
然离不开改革开放。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作为我们
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正是依靠改革开放，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使
中国发展到了今
天，改革开放也一
定能使中国走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对改
革开放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的再出
发。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
台专访时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
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
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
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
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
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
误。”这一番话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特
点，也鲜明表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
和勇气。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触碰的都是难题，必须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于攻坚克难。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必须坚持正确的目标、
原则、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
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充分考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全局和局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
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
等。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目标、原则、方法，全面深化改
革形成了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格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使主要领
域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
明显增强，再次证明了改革开放对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

重要的意义。
改革与开放是

相互关联、相互促
进的，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是我国
改革发展的一条重

要经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方位
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
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新世纪之前
的开放主要表现为“引进来”、以开放倒逼改革。随着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也积
极“走出去”，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对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开放提供不竭动力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旗只会更鲜亮

□ 本报记者 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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