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ʌьной Азии / 中亚五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
中国面向中亚物流发展浅析

———以新疆为例

任　 华

　 　 【内容提要】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ꎬ中国面向中亚物流的建设

与发展至关重要ꎮ 中国面向中亚物流业的发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实施的基础和保障ꎮ 新疆地处中国最西部ꎬ与中亚陆路接壤ꎬ是中国通往中

亚的门户和“丝绸之路”连接中亚的必经之路ꎬ因此分析中国面向中亚物流

必须要以新疆为代表ꎮ 本文主要通过新疆面向中亚物流业的研究来衬托中

国面向中亚物流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ꎮ 当前ꎬ新疆面向中亚的物流业

在点、线、面层次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本文选取新疆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货
运量、客运量、运输需求增长率和物流需求弹性等角度对新疆面向中亚的物

流需求作出具体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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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地项目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通关便利化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０５０１１２Ｃ０３)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的新疆与中亚物流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４４２１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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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疆面向中亚物流发展的现状

新疆面向中亚物流便利性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体现:能为商品集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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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提供可靠物流平台和信息平台的物流园区ꎻ能衔接好亚欧大陆东西的航

空、铁路、公路、管道的物流干线ꎻ能辐射周边国家的物流网络ꎮ 其现状表

现为:
(一)物流集散地的建构逐步完善

当前ꎬ新疆正加大完善物流园区、物流园基地和物流中心等集散地的建

构来满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需要ꎮ
从物流园区来看ꎬ新疆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有新疆西域轻工基地和广汇

美居两个物流园ꎻ在建的有新疆王家沟钢材(国际)物流中心、乌鲁木齐铁路

国际物流园、华凌物流园区、中亚国际金属材料交易中心、伊犁察布查尔物流

园、疏勒县山东物流园、奎屯火车西站物流园和阿拉山口综合保税物流园区 ８
个物流园区ꎻ规划中的有新疆邮政速递物流中心、在昌吉市火车站和伊宁市

火车站建设物流园区、新疆双赢农副产品国际贸易物流中心、乌拉泊国际物

流基地以及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和巴州的库尔勒市、焉耆、和静、轮台、若羌

建设物流园区共 １１ 个ꎮ
从物流园基地来看ꎬ新疆已构建五大物流园基地ꎬ分别是由米东区物流

基地、乌拉泊国际物流基地、甘泉堡天山物流园组成的乌鲁木齐国际物流园

基地、霍尔果斯国际口岸物流园基地以及由喀什国际物流园区和喀什综合物

流园区组成的喀什物流园基地ꎮ
从物流中心来看ꎬ新疆也形成了五大物流中心ꎬ作为连接国内物流和国

际物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ꎬ分别为鄯善、奎屯、库尔勒、阿克苏以及和田物流

中心ꎮ
这些物流园区、物流园基地和物流中心在建成后将会充分发挥作为面向

中亚国际物流节点的作用ꎮ
(二)物流干线建构发展迅速

当前ꎬ以油气管道为主的地下通道ꎬ以公路、铁路为重点的陆上通道和以

航空为代表的空中通路已共同构建了新疆面向中亚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

“立体丝绸之路”ꎮ
１ 航空方面

依靠处于主中心地位的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和“区内成网ꎬ东西成扇”全方

位航空网络ꎬ新疆航空现正以年均 １０７ ３％ 的速度增长ꎮ ２００４ 年ꎬ新疆航空

货邮吞吐量为 ５ １ 万吨ꎬ旅客吞吐量也只有 ５１６ ４ 万人次ꎻ而到了 ２０１３ 年ꎬ航
空货邮吞吐量和旅客吞吐量均已达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３ 倍多ꎬ分别为 １６ ８８２ ９ 万

吨和 １ ９８７ ９ 万人次(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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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新疆航空货邮和旅客吞吐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新疆统计年鉴»绘制而成ꎮ

此外ꎬ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分别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ꎬ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

吉斯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

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民

用航空运输协定»②ꎮ 在运输协定的框架内ꎬ早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新疆就

与中亚五国全面通航ꎮ 目前ꎬ新疆正依靠已开辟的 ３６ 条国际航线积极地促

进与周边国家的人、物、资金和信息的流通ꎮ
２ 公路方面

就国际线路来说ꎬ不断增加的国际公路运输线路以及不断上升的国际公

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使得新疆面向中亚的公路运输正呈迅速增长趋势ꎮ
从 １９８３ 年新疆第 １ 条国际运输线路开通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已开通 １０７ 条国际运

输线路ꎬ短短 ３０ 年增加 １００ 多条ꎬ以平均每年 ３ 条的速度在增加ꎮ 不仅如

此ꎬ在新疆已开通的 １０７ 条国际运输线路中ꎬ面向中亚国家的有 ９３ 条ꎬ占新

疆已开通国际运输线路的 ８６ ９１％ ꎬ其中面向哈萨克斯坦的有 ７０ 条ꎬ吉尔吉

斯斯坦的有 ２１ 条ꎬ塔吉克斯坦的有两条ꎮ
就国内线路来说ꎬ目前ꎬ新疆境内已有 １６ 条国道和 ８７ 条省道ꎬ公路总里

程达 １６ ５９ 万公里ꎮ 此外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指引下ꎬ为与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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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探来:«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通合作和发展»ꎬ«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ꎬ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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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强联系ꎬ新疆公路主线区内已建成及正在开发建设的高速公路有北

屯—布尔津—吉木乃—吉木乃口岸段(已分别建成二级、三级公路)ꎻ明水—
伊吾段(已得到国家发改委审批)ꎻ伊吾—木垒段(已被规划为北京—乌鲁木

齐高速公路西段展望线并已建成二级公路)ꎻ木垒—奇台—大黄山—五彩湾

段(已建成高速公路)、五彩湾—富蕴—北屯段(研究工作正在展开)组成的

北带ꎻ星星峡—吐鲁番—乌鲁木齐—奎屯—精河—果子沟口—霍尔果斯口岸

段(已建成高速公路)、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段(已建成高速公路)、阿克

苏—喀什段(将要建成高速公路)组成的中带ꎻ依吞布拉克—若羌—和田—喀

什—红其拉甫段(已分别建成一、二、三级公路)、若羌—库尔勒—巴仑台—乌

鲁木齐段①(已分别建成一、二、三、四级及等外公路)组成的南带ꎮ
３ 铁路方面

新疆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达 ４ ９１４ 公里ꎬ并按照“四纵四横”的主骨架ꎬ正
在形成对外运输的 ４ 大通道、６ 个口岸、完善配套 ４ 个铁路枢纽的大格局②ꎮ
截至目前ꎬ经新疆至中亚的国际班列已经运行的有长安号(分为从中国西安

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热姆、至俄罗斯莫斯科、至荷兰鹿特丹 ４ 条线路)以
及正处于测试阶段的新疆—中亚(乌西—阿拉山口—多斯特克—阿拉木图)
国际货运班列和新疆—西亚(土耳其 )国际货运班列北线ꎮ 预计将新疆全面

打造成为“四纵四横”面向中亚、西亚的铁路骨架于 ２０２０ 年有望实现ꎮ
４ 管道方面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历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投产供气的 Ａ 线、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投产供气的 Ｂ 线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投产供气的 Ｃ 线以及当前正在开发的

Ｄ 线ꎬ使得中国与中亚地区天然气管道建设不断趋于完善ꎬ输送效率不断

提升ꎮ
此外ꎬ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天然气管道、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

输送管道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输送管道组成的中国—中亚能源资

源跨国输送通道正在完善和扩建ꎮ 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

斯坦这三条运输管道ꎬ又增加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新的管道ꎬ此举

使得中国的天然气供气路线实现了多元化ꎬ提高了稳定供气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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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疆交通再出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４ / ０８２８ / １０ / Ａ４ＮＲＮＴ６Ｒ０００１４Ａ ＥＤ
ｈｔｍ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ｊｔ ｇｏｖ ｃｎ / ｓｕｂ Ｃｌａｓｓ Ｎｅｗｓ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ｉｄ ＝ ３１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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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岸布局初具规模

面向中亚物流网络的构建需要以边境口岸为前沿ꎮ 当前ꎬ在新疆对外开

放的 １７ 个一类口岸中ꎬ就有 １２ 个对中亚五国开放的口岸ꎬ其中喀什航空口

岸和乌鲁木齐航空口岸是两个通往中亚的航空口岸ꎬ其余 １０ 个则是通往中

亚的陆路口岸ꎬ而其中 ７ 个是通往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陆路口岸ꎬ即霍尔果斯、
都拉塔、巴克图、吉木乃、木扎尔特、阿拉山口和阿黑土别克口岸ꎻ两个通往吉

尔吉斯斯坦边境的陆路口岸ꎬ即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口岸ꎻ还有 １ 个通往塔

吉克斯坦边境的陆路口岸ꎬ即卡拉苏口岸ꎮ
口岸布局为新疆面向中亚物流通畅打通了道路ꎬ也为新疆进出口贸易提

供了便利ꎬ使新疆面向中亚的口岸过货量不断增加ꎮ 新疆面向中亚的口岸过

货量在 ２０１１ 年为 ３ ２７０ ５４ 万吨ꎬ是 ２００３ 年 ８４７ ４２ 万吨的近 ４ 倍ꎮ ２０１３ 年

过货量为 ４ ５００ ７２ 万吨ꎬ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ꎬ增长 ２７ ３３％ ꎮ
总的来说ꎬ根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数据ꎬ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进出口贸易呈现增速平缓态势ꎬ其中口岸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公路运输ꎬ铁路

次之ꎬ然后是航空ꎬ最后是管道ꎻ在新疆与中亚进口方面ꎬ管道运输进口占据

口岸货运量主导地位ꎬ占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的 ６１％ ꎮ 这四种口岸运输方式正

在不断地发展进步ꎬ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ꎬ新疆面向中亚口岸

的过货量将会不断增长ꎮ

二　 新疆面向中亚物流需求评价

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ꎬ其发展必将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ꎮ “十二

五”期间ꎬ尽管新疆的国际物流取得了一定的发展ꎬ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
略的提出ꎬ使新疆面向中亚物流的发展更加备受瞩目ꎮ

国际物流需求的准确量化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ꎬ但是由于

国际物流需求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样ꎬ所以科学、合理的指标选取就显得至

关重要ꎮ 在此条件下ꎬ选取以下主要指标分析新疆面向中亚物流的总体

情况ꎮ
(一)新疆与中亚国家贸易额

作为一种引致需求ꎬ物流需求来自生产和消费的跨区域性ꎬ而国际物流

需求作为物流需求的一种ꎬ其主要指商品买卖及彼此之间的贸易来自于不同

的国家ꎮ 所以ꎬ新疆面向中亚的物流需求可以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进出口贸

易额来衡量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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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ꎬ进出口贸易额呈现不断增

加态势ꎬ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５ ５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７１ ３６４ 亿美元(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额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５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相关数据整理

而成ꎮ

(二)新疆与中亚国家货运量

衡量国际物流需求不可或缺的另一指标是进出口货运量ꎮ 这是因为进

出口货运量可以用于测度贸易规模ꎬ能从侧面反映物流需求ꎬ即通过面向中

亚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越大ꎬ说明对物流的需求越大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虽然新疆通过面向中亚口岸的进出口货运量变化幅度大

小不一ꎬ但是货运量总体却一直在增加ꎬ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８４７ ４２ 万吨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 ５１８ 万吨(见表 １ 和图 ３)ꎮ

表 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新疆—中亚开放口岸过货量 (单位:万吨)

　 　 年份
口岸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吉木
乃

２ １４ １０ ３６ １８ ８３ １２ ７３ １８ ６８ １２ ９７ ９ ４３ ８ ８３ １４ ０４ １２ ７０ １７ ７４

巴克
图

１０ ００ ８ ９６ １２ ７９ １６ ３９ ２７ ９７ １４ ０６ １１ １４ １４ ８４ ９ ５１ ７ ２８ １２ ８７

阿拉
山口

７５５９０ ９４０７２ １ １１９８７ １ ４６２７３ １ ７０３５９ １ ８９８３２ ２ ３２３９４ ２ ０７３６７ ２ ０３３７６ ２ １２７５０ ２ ４００００

霍尔
果斯

４１ ９０ ４１ ９７ ４４ ９１ ４３ ２０ ６４ ８８ ６４ ７０ ６７ ３７ ３０８ ６４ １ ０９１ ２３ １ ６６１ ８０ １ ９５３ ９８

都拉
塔

０ ８７ ４ ００ ９ ２０ ６ ０９ ２４ ５５ １５ ６５ ２２ ００ ２１ ０７ １５ ２７ — ２ ４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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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尔
尕特

１１ ８０ ２７ ０２ ２４ ２３ ３２ ８８ ４９ １０ ５５ ９８ ４０ ７２ ３８ １８ ４２ ９８

伊尔克
什坦

１８ ２５ ２８ ８０ ３５ ４８ ３２ ２３ ３７ ２８ ５０ ６６ ３３ ５０ ４０ ５４ ４５ １０

红其
拉甫

４ ４６ ６ ２１ ７ ２８ ７ ７０ ５ ８７ ４ ６８ ６ ００ ５ ８０ ５ １２

卡拉
苏

０ ０ ０６ １ ２４ ２ ０１ ５ ６３ ９ ７０ ７ ３９ １２ ０４ １１ ５２

１１０ ９０

４２ ００

５０ ２０

６ ３５

３０ ２７

乌鲁
木齐

２ １０ １ １６ １ ６１ １ ８７ ２ ３４ ２ ６３ １ ４０ ２ ３３ ２ ０１ １ ５３ ２ １５

合计 ８４７ ４２ １ ０６９ ２６１ ２７５ ４４ １ ６１７ ８３ １ ９３９ ８９ ２ １２９ ３５ ２ ５２２ ８９ ２ ５２５ ９４ ３ ２７０ ５４ ３ ９２１ ７１ ４ ５１８ 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海关监管部分的数据整理而成ꎮ

图 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新疆—中亚开放口岸过货量

资料来源:根据表 １ 数据绘制ꎮ

(三)新疆与中亚国家客运量

除货运外ꎬ人员的流动也可以说明对国际物流的需求ꎬ如出国工作或旅

游等ꎮ 近年来ꎬ往返于新疆和中亚国家的人数在不断上升ꎬ带来了国际物流

的需求ꎬ带动了物流业的发展ꎮ
口岸出入境人员在 ２００３ 年仅为 ３７ ０２９ ７ 万人次ꎬ ２００７ 年已达到

１８２ ５５８ 万人次ꎬ到 ２０１３ 年增至 ２５４ ８９８ ３ 万人次ꎬ以平均每年 １０ 万多人次

的速度增长(见图 ４)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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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新疆—中亚开放口岸客运量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海关监管部分选取的新疆与中亚之

间的口岸数据整理而成ꎮ

(四)新疆面向中亚运输需求增长率

反映国际物流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增长程度的国际物流需求增长率ꎬ其计

算公式为:国际物流需求增长率 ＝ ( ｔ２ 期国际物流需求量 － ｔ１ 期国际物流需

求量) / ｔ１ 期国际物流需求量ꎮ 本文国际物流需求是从两方面计算的ꎬ即货

运方面的增长率和客运方面的增长率:货运方面的增长率是用通过口岸的过

货量的增长率来表示ꎻ而客运方面的增长率则是用客流量的增长率来表示ꎮ 所

以ꎬ通过数据可以计算出新疆面向中亚的国际货运需求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分

别增长１９ ２８％和２４ ５６％ꎬ国际客运需求分别增长８ ９１％和２５ ４１％(见图５)ꎮ
图 ５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新疆面向中亚国际物流需求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新疆统计年鉴»中过货量和客流量数据计算而成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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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５ 可以看出ꎬ新疆面向中亚物流货运需求和客运需求总体呈增长态

势ꎬ个别年份如 ２００８ 年ꎬ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而出现相对下降ꎮ
(五)新疆面向中亚物流需求弹性

国际物流需求弹性反映了国际物流需求增长对比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ꎬ
也就是经济的单位变化率对国际物流需求的影响情况ꎮ

其计算公式为:国际物流需求弹性 ＝ 报告期内国际物流需求增长率 /报
告期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①ꎻ若国际物流需求弹性 > １ꎬ就表示国际物流需

求对于国民经济的变化是敏感的ꎻ国际物流需求弹性 < １ꎬ就意味着国际物流

需求对于国民经济的变化是不敏感ꎮ

表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新疆面向中亚物流需求弹性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数据 ２ ０９ ３ １０ １ ３６ ３ ０８ ３ ８１ － ２８ ７９ ０ ８４ １ ０９ ２ ６３ ３ ０５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由表 ２ 可知ꎬ新疆面向中亚物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在大部分的年份都大

于 １ꎬ说明新疆面向中亚的物流需求对新疆国民经济的变动是敏感的ꎮ

三　 新疆面向中亚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新疆与中亚贸易合作现状使物流发展面临挑战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显示ꎬ２０１２ 年中亚国家经济的总体形势不

容乐观ꎬ经济增速普遍放缓ꎬ就哈萨克斯坦而言ꎬＧＤＰ 的增长率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７ ５％下滑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５ ０４％ ꎬ下降幅度较大ꎬ而增速放缓的经济将会在一

定程度上对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产生影响ꎬ最终导致新疆面向中亚的

物流发展面临挑战ꎮ
此外ꎬ２０１０ 年由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形成的关税同盟正式启

动ꎬ作为中亚五国成员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关

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ꎮ 由此看来ꎬ未来中国可能陷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成

员国都是关税同盟成员国的尴尬境地ꎮ 而关税同盟为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

合作ꎬ对其之外的商品和服务会筑起一道围墙ꎬ对内进一步完善、规范法律体

—５９—

① 薛冰、段秀芳、张煜:«新疆国际物流需求分析»ꎬ«新疆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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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结果会对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依赖中亚国家的新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ꎬ
没有经济和贸易的繁荣ꎬ物流的发展必然会受影响ꎮ

(二)通关单证繁多ꎬ入境乱收费问题突出

中亚国家所要求的过多的单证检验(哈萨克斯坦需要单证 １４ 份ꎬ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３ 份ꎬ乌兹别克斯坦 １１ 份ꎬ塔吉克斯坦 １１ 份)严重影响了通关的效

率ꎮ 不仅如此ꎬ中亚国家名目繁多的收费问题也牵绊着新疆面向中亚物流的

发展ꎬ如乌兹别克斯坦对不同的国家征收不同的入境费ꎬ对吉尔吉斯斯坦和

哈萨克斯坦车辆征收 ３００ 美元ꎬ对塔吉克斯坦车辆征收 １３０ 美元ꎬ对非独联

体国家车辆征收 ４００ 美元①ꎻ此外ꎬ乌兹别克斯坦还向其他国家的过境车辆征

收海关护送费等ꎬ严重影响了货物通关的效率ꎮ
(三)技术标准不统一ꎬ合作的技术性障碍突出

目前ꎬ中国与中亚国家铁路运输合作的主要技术性障碍为中国使用

１ ４３５毫米的标准铁路轨距ꎬ而中亚和俄罗斯的铁路则均为 １ ５２０ 毫米的宽

轨ꎮ 使得双方铁路运输在口岸必须进行车皮换装或换轮作业ꎬ严重影响了通

关ꎮ 此外ꎬ对厢式货车的长度和车辆最大轴负载的限制标准ꎬ各国也存在分

歧ꎬ如中国规定大型汽车的长度为 １６ ５ 米ꎬ车辆最大轴负载是 １１ ５ 吨ꎬ但
乌、塔、吉、哈四国则规定大型汽车的长度是 ２０ 米ꎬ车辆最大轴负载不超过 １０
吨ꎮ 在当前以车次计取通关费用的情况下ꎬ中国汽车的小车型就会相对提高

运输成本ꎮ 技术标准的不统一ꎬ严重影响到新疆面向中亚国际物流的快速

发展ꎮ
(四)尚未形成完善的物流管理体系

新疆范围内缺乏宏观层面的物流体系建设规划ꎬ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性

管理政策ꎬ使得物流设施资源的统一配置和协调管理无法实现ꎬ从而导致物

流设施的重复建设ꎮ 此外ꎬ与物流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也存在着多头管

理、权责交叉的现象ꎬ造成物流资源的极度分散和浪费ꎮ 当前ꎬ新疆交通运输

业中不同的运输方式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ꎬ其中公路运输由交通运输厅管

理ꎬ铁路运输则由新疆铁路局掌控ꎬ航空运输是由民航新疆管理局负责ꎮ 导

致物流企业的上级管理机关众多ꎬ信息的畅通受到了严重阻碍ꎬ大大牵制了

新疆物流业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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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毕燕茹、秦放鸣:«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探析»ꎬ«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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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流企业数量多ꎬ但竞争力不强

新疆物流行业的准入门槛低ꎬ经营户只要十几万元人民币就可作为启动

资金建立物流公司ꎬ物流企业多ꎬ但不规范ꎮ 据保守估计ꎬ仅在乌鲁木齐华凌

市场周边就有 １００ 多家物流公司ꎬ乌鲁木齐已有 ３００ 多家物流公司和 ４００ 多

家托运部ꎮ 这些物流公司中ꎬ近半数是由仓储公司和传统的运输公司转型而

来ꎬ其服务功能比较单一ꎬ竞争力不强ꎮ 而真正有竞争力的国际物流企业则

寥寥无几ꎬ２０１２ 年新疆的 Ａ 级物流企业只有 ２０ 家ꎬ２０１３ 年也只有 ３１ 家ꎮ

四　 新疆面向中亚物流发展路径

(一)国际合作层面

１ 依靠上海合作组织平台ꎬ加强互联

当前ꎬ应把握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崛起契机ꎬ突出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

家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①ꎮ 应积极展开与中亚各国的道路交通合作ꎬ协
调相互之间在物流运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ꎬ以减少可能引发的障碍ꎮ 如此才

能有利于减少通关时间ꎬ省去不必要的繁杂手续ꎬ直接提高物流运输效率ꎮ
另外ꎬ还应改善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ꎬ以满足双方扩大合

作的需要ꎮ 针对当前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影响ꎬ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上海合作

组织这一平台来部分抵销关税同盟带来的排他性ꎬ如通过促进«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

要»以及«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等已有协议的落实ꎬ加强互联ꎮ
２ 简化通关手续ꎬ提高通关效率

对于烦琐的通关程序和低下的通关效率问题ꎬ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的指引下ꎬ加快新疆海关与中

亚国家海关“统一单证”、“互认查验结果”和“边境联合作业”三个阶段的实

施②ꎬ并大力推广霍尔果斯海关所试点的无纸化通关作业方式以及都拉塔口

岸的联合监管作业方式ꎮ

—７９—

①

②

赵萍:«新疆与中亚贸易合作的新机遇、新问题与对策»ꎬ«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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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努力解决轨距不统一问题

２００４ 年哈萨克斯坦启动了旨在修建连接中国和伊朗准轨铁路的 “泛欧

亚铁路”方案ꎬ它将把中国的准轨铁路系统和伊朗、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准轨铁

路系统连接起来ꎬ实现亚欧第二大陆桥全线无换装和无任何阻碍的运输①ꎻ
积极推行澳大利亚铁路双轨制方案的实施ꎬ即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都铺设双

轨ꎬ即铁轨从右向左依次铺设 １ ４３５ 毫米的标准轨和 １ ５２０ 毫米的宽轨ꎬ以此

来解决轨距不统一问题ꎮ 此外ꎬ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便利

化协定»的实施ꎬ进而带动中国与中亚铁轨统一标准实施的步伐ꎮ
(二)国内新疆区内层面

１ 发挥政府在物流发展中的引导与调控作用

新疆要尽快修改并完善区域物流发展规划ꎬ发挥政府在物流规划、物流

设施建设用地和物流设施功能及布局等方面的主导作用ꎮ 根据新疆的产业

地理特点ꎬ分别设置物流产业功能区ꎬ科学引导和普及基于不同功能的物流

产业发展模式ꎬ完善专业化的物流服务网络ꎮ 而针对当前新疆交通运输业多

头管理、权责交叉的问题ꎬ应该顺应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潮流ꎬ由新疆发改委

牵头ꎬ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ꎬ建立由新疆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新疆大交通

运输部ꎬ指挥全疆统一完整的物流市场ꎬ统筹整合全疆的物流资源ꎬ促进多式

联运的发展ꎮ
２ 齐心合力ꎬ共建有序物流行业

首先ꎬ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完善审批政策ꎬ增大物流企业登记注册时的审

批力度来提高物流行业的准入门槛ꎮ 其次ꎬ发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流行业

协会的作用来加强对物流企业的管理ꎬ使物流业务有序进行ꎮ 在管理过程

中ꎬ针对当前物流业法律法规零散、不系统的现象ꎬ应对物流法律法规进行规

范和整合ꎬ做到有法可依ꎻ面对众多的物流企业ꎬ对新疆物流行业信用排名靠

前的企业ꎬ采取物质奖励与加大宣传力度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推广和鼓励ꎬ但
对服务质量差、投诉较多的物流企业ꎬ则可以通过采用加大惩罚力度和曝光

率的方式加以整顿ꎬ出台一套物流管理细则ꎬ整顿、合并或清理一些小而乱的

物流企业ꎬ使新疆物流业尽快步入规范化、良性化发展ꎬ为新疆与中亚物流业

合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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