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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北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与长江经济带形成协

调发展格局，在区域发展中拥有关键的战略地位。本文通过对陆海新通道的概括、国家相关政策文件、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陆海新通道的优势互补依次展开分析，国家政策文件明确了发展方向、政策

措施为加快通道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方面与陆海

新通道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可以实现资源、产业、人才等要素的有效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

展。通过借鉴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经验，可以为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在项目规划、

资金筹措、政策制定等方面，可以借鉴陆海新通道的成功做法，提高建设效率和质量。这些结论为强化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新通道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助推实现经济走廊和通道建设的互利共

赢，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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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in the west, connect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the north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south, and forming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olds a key strategic position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the relevant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the advantages complementarity of the Chengdu-Chongqing-Kunm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
ridor construction and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In addition, the Chengdu-Chongqing-Kunming in-
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 has formed a goo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land-
sea corridor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resource endowment, which can realize the ef-
fective flow of resources, industries, talents and other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y learn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the new land-sea cor-
ridor, it can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Kunm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 In terms of project planning, financ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we 
can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
ficiency and quality. These conclusions have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Kunm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 and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promoting th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Kunm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rridor and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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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经济走廊与多式联运通道的建设

已成为推动国家及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作为连接中国西南腹地成都、

重庆两大国家中心城市与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纽带，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而陆海新通

道，作为一条贯穿中国西部、联通东南亚、辐射亚欧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对外

开放合作开辟了新路径。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复杂变化，加强成渝昆

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的协同合作，不仅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也是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这一合作旨在打破地域界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促进了贸易往来与

投资合作，加深了经济融合与人文交流。本文旨在探讨强化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陆海新通道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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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策略，期望能够为推动两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与借鉴。 

2.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 

在明确了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展这一重要研究主题后，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政策

文件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为区域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政策包含宏观层面的规划和地区针对性的行

动方案，它们相互交织，为区域发展筑牢根基、拓展空间。 
(一)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2019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涵盖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

长远设想，规划期为 2019~2025 年，展望 2035 年。该规划指出陆海新通道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 
(二) 《“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 
该方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8 月发布并实施的。该方案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旨在通过

优化运输网络、加强区域合作、推动绿色发展等方式，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高标准建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 
(三) 《重庆市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方案》 
该方案是重庆政府在 2023 年 5 月 18 日印发，目的在于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升对西部地

区和全国的辐射能力，为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方案中明确指出，要以创新驱动、数字引

领、开放融合为核心，着力构建经济高效、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陆海新通道。 
(四)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于 2021 年 2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该规划的主旨在于

构建一种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支持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划期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展望本世纪中叶。该纲要为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有助于推动我国

交通运输事业迈向更高水平。 
(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是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一项重要文件，发表者为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规划期一直到 2025 年，展望 2035 年。规划纲要强调加强重庆和成都的带动力量，推动成渝地

区协同发展。同时，该纲要还指出成渝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是陆海新通道

的起点，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陆海新通道的概况 

(一) 陆海新通道介绍 
陆海新通道是指一种新型的陆路和海运通道，它将陆地交通和海洋运输结合起来，通过建设新的交

通基础设施，实现高效便捷的货物运输和物流供应链的效率。 
陆海新通道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地理位置优势：陆海新通道通常选择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地区建设，比如沿海港口城市或者陆地

上的交通枢纽城市。通过运用这些地理位置优势，可以更好地连接内陆和海洋，打通海上和陆上运输的

通道。 
2) 交通联通：陆海新通道的建设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交通联通工程，包括修建公路、铁路、隧道、

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以便于将货物从陆地运输至海洋，或者从海洋运输至陆地。这种方式可以提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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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运输效率，缩短货物的运输时间。 
3) 多式联运：通道采取多式联运，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等不同的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实现货物

的快速转运和转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货物的运输效率和运输能力。 
4) 效率提升：陆海新通道通过优化运输流程、提高物流效率等方式，能够降低货物的运输成本，提

高货物的流通速度。同时，还可以促进地区间的经贸往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总之，陆海新通道通过建设陆地和海洋之间的高效运输通道，实现货物的快速运输和物流供应链的

畅通，从而能够促进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对于加强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二)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概况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西部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

江经济带，形成了独特的战略枢纽地位。它连接着内陆与海洋，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一

通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物流畅通无阻[1]。在这里，山川壮丽，气候宜人，为通道的建设与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西部陆海新通道拥有一系列重要的枢纽城市。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是通

道物流枢纽；成都地处西部地区，作为重要商贸物流中心，对通道发展起引导带动作用；也进一步提升

了广西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海南洋浦的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功能，使其成为重要的通道出海口[2]。 
 
Table 1. Container Throughput of major coastal ports in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from 2019 to 2023 (unit: 10,000 TEU) 
表 1. 2019~2023 年陆海新通道主要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单位：万标箱)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北部湾港 382 505 601 702 802 

洋浦港 71 102 132 177 18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整理绘制。 

Figure 1. Changes in container throughput of major coastal ports in the new land-sea 
corridor from 2019 to 2023 (unit: 10 million TEU) 
图 1. 2019~2023 年陆海新通道主要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变动图(单位：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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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和图 1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来，北部湾港和洋浦港作为新通道沿线的重

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逐年递增。2023 年，北部湾港和洋浦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85 万标箱，较 2019
年上升 117%。其中，北部湾港全国港口排名从 2019 年的第 12 位升至第 9 位，增速位列全国沿海主要港

口前列。这些沿海港口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为西部地区

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如今，基本建成重庆、成都分别经贵阳、怀化、百色至北部

湾港的三条铁路线，实现集装箱班列每日开行；构成跨境公路班车和国际铁路联运物流组织模式[3]。 
自西部陆海新通道开通以来，我国国内贸易局面展开就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陕西加入“陆海新通道”共建合作机制，推动合作空间扩大[4]。7 月，四川省加入陆海新通道“朋友圈”，

自此，我国国内贸易尤其是西部贸易发展就有了巨大的运输优势，对我国西部各省之间互通有无，贸易

往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2023 年，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的进出口额达 12.6 万亿

元。可见，陆海新通道并非中国西部一条贯穿整个南北的物流走廊，更是服务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一条经济大通道[5]。 
综上，西部陆海新通道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利，是连接内陆与海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通

道。它承载着重要的经济使命，也是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 
但是，相对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现有通道还面临着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缺少有效的产业支撑，通关便利度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整体规划，强化成渝昆国

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优势互补，协调推动国际合作，促进新型开放格局的形成[6]。 

4. 强化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优势互补 

(一)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陆海新通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从整体线路布局来看，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中的部分交通线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相互贯通或紧密相

连。地理上的重合使得两个通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汇和衔接。以下是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陆海

新通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1) 区域协同发展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连接了中国的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和云南等省份，这些地区在资源、产

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互补性[7]。通过加强走廊建设，可以促进区域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提升整体经济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陆海新通道作为连接中国西部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物流通道，为成渝昆国

际经济走廊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促进了区域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8]。 
2)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支撑。这包括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和水

运等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发展。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同样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

通过两者的相互促进和密切配合，可以实现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促进经济走廊的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9]。 
3) 开放合作与创新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和陆海新通道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通过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交

流，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进入该区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同时，两者也可以相

互借鉴和复制成功经验，形成更加完善的开放合作体系。 
4) 生态环境保护 
在推进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和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

包括加强生态保护区建设、推广清洁能源和绿色出行方式等措施。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可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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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和陆海新通道的长期稳定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态环境。 
总之，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与陆海新通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为

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 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协同发展的策略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多元运输方式 
a) 改造现有交通设施，提升运输能力与效率 
通道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力度，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的建设，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确保物流畅通，为通道的畅通运行提

供了坚实基础。在铁路建设方面，要加快成渝昆高铁网络的完善，重点推进关键节点和瓶颈路段的改造

升级，投入新型高速列车和先进的信号系统，提高铁路的通达性和运行效率。与此同时，也要对公路网

络进行优化，加强区域内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建设和维护，提升公路运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确保货

物能够顺畅地从起点到达终点。水运建设同样不容忽视，要充分利用长江、珠江等水运资源，加强内河

港口建设，提升港口吞吐能力和集疏运效率。 
b) 推进多种运输方式无缝对接，实现物流运输高效化 
随着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深入，铁路、公路、水运以及航空运输方式不再是独

立的个体，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要做到通道建设与外界环境的融合[10]。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协同，

不同运输工具之间实现实时信息共享，形成一种覆盖全域的高效、灵活的运输模式，不仅解决了单一运

输方式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也极大地丰富了通道的服务内容，满足了多样化的运输需求。这不仅有助于

吸引更多的商家参与到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中，也有利于构建一个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支持，多式联运体系将在物流运输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

物流运输高效化、绿色化、智能化提供有力支撑。 
2) 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a) 明确产业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 
基于成渝昆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市场潜力，明确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劣势，通过合理规划

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布局，促进错位发展和产业间的优势互补。通过政府指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鼓

励区域内企业加强合作与创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避免产业同

质化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市场混乱[11]。同时，建立健全区域协调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确

保各地在产业发展上既保持特色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成渝昆国际经济走廊与陆海新通道的高质量发展。 
b) 做大双向贸易，提升金融服务支撑作用 
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发展。扩大一般贸易，扩大机电产品和五

金工具等的出口。扩大对东盟地区的能源及特色农产品、生物制品的进口。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

积极促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国际维修等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新型数字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加

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构建，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联盟，开展代理结算、跨境贷款、

货币互换等业务。支持各种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通道金融产物的研发和应用之中。通过充分发挥 RCEP
的金融开放政策，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债券、基金等资本市场业务合作，推动资金双向流通，以及促进

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更广泛使用。 
3) 促进贸易便利，加快投资流通 
a) 简化通关流程，降低贸易壁垒 
简化清关程序，提高清关效率。实施单一窗口制度，使进出口货物能够顺利完成申报、查验、放行

等环节的全程电子化，减少企业重复申报和纸质单证流转。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便利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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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允许企业在货物运抵前提前办理申报手续，缩短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建立和完善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平台，实现海关、税务、外汇管理、检验检疫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提高信息透明

度，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逐步降低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促进全球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b) 加强投资促进，吸引外资进入 
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对外投资，包括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股权投资等。鼓励外资企业在高

新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支持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全球产业链重构。支持

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推动成渝昆国际经济

走廊沿线地区与东盟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促进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成立由相

关部门组成的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负责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加强项目跟踪

服务，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4)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拓展合作伙伴 
a) 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发展合力 
陆海新通道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战略工程，也是全球贸易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构建和完善

需要跨越众多省份和地区，这就要求各相关方必须深化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通道建[12]。我们应以

这条新通道作为桥梁和纽带，利用其便利的运输网络、高效的物流服务、产业集群、繁荣的贸易平台等

优势，推动 RCEP 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深化与 RCEP 走廊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扩大国际合作的深度与

广度。此外，还需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到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中去，这样不仅可以拓宽企业的视野，也有

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3]。通过加强政策协调、优化基础设施、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强资金支

持、增进民众友谊，有效促进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共同分享了陆海新通道带来的发展机遇[14]。 
b) 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发展次级中心城市 
第一，成都、重庆和西安作为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

优势，要发挥这些城市的潜能，利用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同时带动周边地

区协同发展。此外，还要推动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综合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为西南地区带来更加开

放、高效和多元化的发展前景。西南地区，作为我国西部的经济重要支撑和核心覆盖区，依托其独特的

产业结构与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不断地推动区域内产业的优化升级。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地区正以

其强大的产业支撑力和市场辐射力，带动着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升级，确保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要形成以“多中心协作”为核心的新通道建设格局。兰州、南宁、贵阳、银川、乌鲁木齐等众

多次中心城市，正致力于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这些城市正在逐步成长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次中心城市在与中心城市的紧密合作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中心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点，还承担了产品和技术创新的辐

射效应。这些城市通过积极的产业对接和资源共享，构建多层次的城市网络，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互动与交流，有效地推动了新通道经济的蓬勃发展。 
5) 提升数字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建设 
a)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 
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数字化技术的力量被赋予了新的维度。通过建立一个跨区域的运营平台，

不仅促进了数据的自由流动，也使得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首先，通过构建先进的数

字化平台，优化物流通道的运营模式。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管理效率，增强数据处理的能力，从而使整

个物流链更加流畅。这种方法简化了操作流程，降低了物流成本。其次，为了进一步提升通道的运营管

理水平，应大力推广智能化管理系统，从而实时收集、分析并共享物流信息，实现对运输全过程的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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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这样，各参与方都能及时了解到货物的流动状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协调和管理。

同时，也要加强数据共享。通过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 
b) 推动物流、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提高数字化物流、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水平，实现全方位、多元化、多维度的实时监控、可视化管

理和可追溯性。推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跨境班车、航空物流、海外仓等国际物流通道数字化

平台连接，以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运作。建设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促进数字商务及其他创新应用的

发展。促进不同市场参与者与数字服务平台的对接，逐步形成高效运转的数字连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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