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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重庆交通发展带来新格局
*1

陈倩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0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渠道扩张,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

传播也更加畅通｡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服务型行业,是“一带一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

件和主要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位于西南地区战略节点位置上的重庆,“一带一路”的提出必将

为其交通业的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此,通过分析近年来“一带一路”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探究重

庆交通领域新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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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印度尼西亚提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社会反响

强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一带一路”不仅成为助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

的窗口,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交流的通道,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全球行动中,对于战略节点位置上的重庆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本文通

过分析重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搜集近年来“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交通业的发展情况,探究“一带一路”为重庆经

济的发展尤其是交通业的发展带来的变化,从而引领重庆交通发展的新格局｡

2 重庆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

“一带一路”是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地区间合作提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沿

线涵盖约 65 个国家,横跨亚欧大陆,且这些国家中大多都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能解决

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能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家间资源的流动,加强区域间经济政治联系,优势互补,从而到达合

作共赢的局面｡

重庆身处我国西南片区,不仅开放时间晚､水平低,发展相对滞后,各方面也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随着“一带

一路”的提出,重庆的定位才日益凸显,因此重庆市对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响应国家政策上具有先锋模范和领导作用｡作为长江沿

线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重庆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重庆经长江连接中东部沿海地区,东部的货物可通过多种交通方式便捷的运

到重庆;向西借助铁路与公路拉动重庆与西南周边地区及欧洲､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东盟国际物流大通道对重庆乃至中国加强与

东南亚国家合作有着深远意义｡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给予重庆新的机遇和历史使命,重庆应利用其在国家版图中独特的

区位优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渝新欧国际铁路及东盟国际物流大通道,增强在西部地区的聚集辐射能力,为重庆走向世界搭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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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的交通格局现状

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一直是阻碍重庆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目前重庆地区已形成“一干两支”内河

航运网､“一枢纽八干线”铁路网､“三环十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一大两小”机场为格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庆交通业的

发展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不仅能改善道路拥堵状况､提高空气质量､增加出行便捷度,还能为重庆经济的飞速发展

提供支撑,为城市生活注入新的增长活力｡综合重庆现有的交通条件,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重庆交通格局的现状:

3.1 水运

重庆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联结点,是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大航运中心之一｡目前,重庆已基本建

成以长江､嘉陵江､乌江为骨架的“一干两支”叶脉型航道体系,重庆港口货物吞吐能力突破 1.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400 万标

箱,且全市 90%以上的外贸集装箱通过水运完成,这标志着重庆航运能力的影响日益显著｡

3.2 公路运输

2016年4月,重庆开通面向东盟的首条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这条线路不仅能够保证重庆运送到东盟国家的货物及时､安全的

抵达目的地,还大大缩短了传统海洋运输的时间,拓宽了重庆及西南地区对东盟的交流渠道｡重庆的高速公路发展更加迅速,2016

年全市高速公路可通行 2818 公里,对外出省通道增至 16 个,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正逐渐展现在大众面前｡

3.3 铁路运输

重庆主城区目前有三大铁路枢纽客运系统,三站之间可通过轻轨连接,共同为重庆铁路发展发挥作用｡2015 年底,重庆市铁路

营运里程达到 1929 公里,铁路沿线覆盖 27 个区县,形成 10 个对外通道,进一步带动重庆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渝新欧”国际货运

专列的开通为重庆铁路运输注入新的增长活力,“五定”班列拓宽了重庆物流业的发展渠道,加速着重庆与全国各大城市的交流,

为重庆发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作用打下了基础｡

3.4 航空运输

重庆目前有三个民用机场,航空运输呈现“一大两小”的格局,即以江北国际机场为主,其它两个机场为辅,共同为重庆航空

运输发挥作用｡2016 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来新的高峰,江北机场开通国际航线达 59 条,旅客通过能力突破 3500 万人次,随着重

庆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重庆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未来“一带一路”将为重庆的航空运输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4 “一带一路”引领重庆交通发展迈向新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国家间的互通互信降低风险,而交通领域的完善与否对国家间的往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港口

发展绩效明显,货物吞吐量达到 1.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400 万标箱;高速公路可通行总里程突破 2818 公里,形成 16 个出省

通道;“渝新欧”的开通大大拓宽了重庆对外交流的渠道,实现每天都有班列开通的历史性突破,从最初的试验到如今成为贯通中

欧的贸易大通道;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通国际航线达 59 条,旅客通过能力突破 3500 万人次,万州､黔江机场的扩建不断扩大重庆

机场的整体规模,为重庆航空领域带来崭新的面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重庆作为“一带一路”西部对外开放的枢纽,凭借其天然的水陆空交通优势,发展“多式联运”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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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缩短货物运输时间｡水､公､铁､空四力齐发,日益凸显其作为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的独特位置｡通过一

系列的改革和发展,“一带一路”正引领重庆交通发展迈向新格局｡

4.1 “一带一路”推动重庆港口建设

重庆市身处我国内陆地区,长期以来受地理位置的局限,经济发展缓慢｡以往重庆出口货物大多经东部沿海地区发往国外,既

延长了收货时间,也增加了运输成本｡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重庆市凭借其天然的优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内河水运

发展,有力的促进了沿江产业集群发展｡

同时,重庆独有的码头文化一直深深影响着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江海运输对重庆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港口建

设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推动重庆港口建设过程中,重庆市应汲取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建设完善的港口枢纽设施;在产

品输出方面,从发展临港工业出发,将生产企业建至港口附近,缩短货物从出厂到出口的时间;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始终秉持着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大治理力度,保持港口和运输区域的环境整洁｡通过一系列的建设和改革,不断加强重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交

流合作,带来商贸与投资的互动,将重庆从一座码头之城华丽转身成为一座港口之城｡

4.2 “一带一路”推动重庆陆上交通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渝新欧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往来的桥梁,渝新欧国际铁路使得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货运方式大

大改变,不断推动重庆及周边地区产业升级｡

渝新欧的发展,大力推动着重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而重庆市内,一批批高铁项目的建成将加速重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山

城”著称的重庆,传统的公路蜿蜒曲折,多要绕山而行,既增加了出行时间,同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高铁的发展不仅能缩短出行

时间,更能加强重庆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大幅度提升重庆在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将重庆的货物更便捷的发往世界各地｡

重庆在完善陆上交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发挥其内部中心枢纽的作用,进而提升内陆周边地区总

体开放水平｡

4.3 “一带一路”为重庆航空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重庆市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机遇,致力于把重庆打造成西南地区航空运输的枢纽,为重庆及周边地区提供便

捷｡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航空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始终依托铁路和港口的优势,在多式联运中发挥着突出

优势｡此外,重庆市积极引入国家先进企业和优秀人才､构建完善的航运网络,为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为更好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庆市提出了面向世界的转型战略,不断提升重庆的航空枢纽地位:对江北国际机场来说,

作为重庆航空运输的中转站,应逐步完善机场的基础设施,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化水准的机场;对万州､黔江机场,在原有基础上

进行改造和扩建,不断完善重庆航空运输服务体系;同时建成巫山､武隆机场,为重庆旅游业的发展拓宽渠道,为重庆打造成国际

化大都市提供基础设施平台;对于其他用于执行空中飞行等特殊飞行任务的机场,应加快建设步伐,使重庆逐步形成完善便捷的

民用机场网络格局｡

5 总结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揭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中都是收益与风险并存,重庆也不例外｡位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位

置的重庆,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益处多多,不仅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带动着重庆经济的发展,然而交通的发展必然会改变重庆古

老的建筑格局,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重庆市政府在规划中应注意保留其独特的重庆风貌｡比如,朝天门码头一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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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重庆码头文化的标杆,近年来,随着重庆经济的不断发展,港口的货运吞吐量不断加大,朝天门作为重庆历史中的一份瑰宝,

在规划中应汲取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将历史与现代融合在这座西南边区的城市里｡

“一带一路”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传承和发扬古丝绸之路的精神,是为了让丝绸之路不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而在当今

思想文化交融的时代里大放异彩｡“一带一路”中交通的发展拓宽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渠道,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播了

文明｡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窗口,交通领域的建设不仅促进其内部经济的发展,同时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为周边

国家带来互利互惠｡陆上交通通道的大力发展,比如,面向东盟的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不仅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同时使货物运

输安全得到保障,贸易更加便利｡未来航空和航运领域的建成和完善,不仅会缩短重庆与外界之间的往来时间,也会大大促进国家

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交流,便捷人们的生活｡“一带一路”的提出,必将给重庆交通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形成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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