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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外贸物流通道的分布及发展分析 

杨 金 

重庆进出口运输方式分布 

1各种进出口运输方式的相对重要性 

通过对重庆海关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可得重庆近 3年来的讲出口借物运输方式比较表如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外贸运输方式的现有分布如下： 

重庆企业的进出口中.通过江海运输的比例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其中出口比例 3 年均达到 86%以上，进口比例均达到 82%

以上，进出口合计比例均达到 85%以上。进出口综合来看，重庆外贸运输方式的重要性依次为江海运输、航空运输、汽车运输及

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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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种进出口运输方式的变动趋势 

进出口综合来看，江海及航空运输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铁路及汽车运输所占比例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表 1-3 的

同比来看，在 06-08 年三年的出口中，尽管陆运及空运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但其所运货值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

这几年中，出口总额一直保持 30%以上的增长。而在这三年的进口中，尽管总货值增幅也很大，但增加的运量主要为江海运输和

航空运输所分担，尤其是航空运输，同比增长均在 50%以上，而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却处于负增长状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重庆外贸中的水运和空运通道发展较好，而铁路及公路运输通道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政府及

相关运输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大对陆路出境出海通道的建设.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外贸物流效率。 

重庆进出口运输方式现有分布的原因： 

1.货源 

重庆市的主要出口产品依次为:机电产品，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有色金属，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农产品。重庆市的主

要进口产品依次为:工业制品(其中主要为机械及运输设备)，初级产品(包括金属矿砂、铁矿砂、大豆等)。其中初级产品的进口

呈上升趋势。 

2.主要贸易国分布 

重庆市的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巴西、阿根廷、韩国、台湾省、印度、加拿大。其中欧盟是重

庆市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24%。美国、日本、东盟分别为重庆市的第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双边

贸易额均约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11%左右。 

3.运费和运能 

一般而言，与铁路和公路相比较，水路的运输成本仅为前两者的 1/2和 1/3。而西南出海大通道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的

价格分别是长江货运价格的 3倍多和 10倍以上。在运能方面，铁路和公路运输也远低于水路运输。一艘长江内支线的集装箱班

轮可以装载 300-400 个标箱，而一列火车的运量一般很难超过 100 个标箱，汽车的运能就更小。因此与水路比起来，铁路和公

路运输目前在运费和运能方面都非常没有竞争力。 

4.服务 

由于水路和公路运输的竞争都比较激烈，因而这两种运输方式的服务都比较好。而铁路由于机制的原因，多年来一直服务

较差，不仅存在计划兑现率极低，长时间停、限装车等问题，而且其它运输部门和货主与铁路的协调都非常困难。 

5.运输时间 

随着重庆直达上海的“五定”快班轮的开通，每周共开行 10 班，全程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7 到 10 天缩短为 5 天左右由此，

货物从报关到出海可在一周之内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水路运输时间长的弱点，增加了水运的竞争力。 

6.通关效率及航班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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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云南口岸相较上海而言，发展较晚，报关效率较低。并且，目前北海、湛江等港口的国际近远洋航线以及航班密度

还较少，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对交货的快捷要求。因此重庆外贸的主要进出境通道仍选择上海口岸。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重庆外贸运输方式以长江水运通道为主，其他通道为辅，而在进口中空运所占比例较大，且增

速较快的特点重庆各进出口运输方式对应的外贸物流通道。 

江海运输对应的外贸物流通道是长江黄金水道，即通过长江航道，从重庆到上海口岸出海。今年三峡水库蓄水到了 175 米

水位，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主城，水运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时，2008年 11月，重庆市获批国内首个内陆保税港区—两路寸滩

保税港区，这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更加突出。 

航空运输对应的外贸物流通道目前应属重庆机场。重庆江北机场有飞往香港、名古屋、新加坡、首尔、曼谷、吉隆坡、达

卡等地的 7条国际(地区)航线，以及通往纽约、伦敦、巴黎等地的 20多条代码共享国际航班。有货运库房面积 10220平方米，

具有保障 B747以下各类机型的能力，能提供国际、国内货邮物品的始发、到达、中转处理的场地和保障设施。 

公路运输有多条外贸物流通道可以选择。重庆市目前最近最快的公路出海大通道为渝湛高速公路。第二条公路通道是渝昆

高速公路，全长 838 公里，已全部建成通车，通过该通道可从云南的河口、瑞丽等口岸及湄公河口岸直通东盟国家。此外还有

渝湘高速、渝黔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包茂高速等，均可作为重庆的公路进出口物流通道。 

铁路运输也有多条外贸物流通道可以选择:通过渝黔铁路从广西北部湾港口群、凭祥陆路口岸或广东湛江港出境;通过渝怀

铁路从珠三角地区出境:通过规划中的兰渝铁路、西渝铁路接兰新线北上连接欧亚大陆桥出境;通过渝黔或渝怀铁路至上海出境;

通过规划中的高速铁路-渝黔二线及贵(阳)广(州)线从广州及珠三角出境。通过渝昆铁路从云南口岸出境到东南亚各国。 

按照重庆市的交通规划，到 2012 年，重庆市内高速公路 4 小时通达，周边省会城市 8 小时通达。到 20 巧年，重庆周边省

会城市铁路 4小时通达，长三角、珠三角、东南亚 8小时通达，可实现重庆“8小时出海”的目标。届时，重庆企业将有更多的

出海通道可以选择，而各通道之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重庆各外贸物流通道的发展趋势 

重庆进出口运输方式分布短期内不会改变，仍将会是水运为主，航空其次，然后是公路和铁路。与此相对应，其物流通道

仍会以长三角口岸为主，珠三角及北部湾各口岸次之，云南及广西的边境陆路口岸也会占据一定比例。具体来说，可能会呈现

以下趋势: 

通过长江黄金水道从长三角地区进出口仍是主要的外贸物流通道，但该通道主要增加的是对其它地区货源的吸引力，而重

庆地区的货源反而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分流。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费、运输时间都在不断减少，而运量、通关便利性、航班密度

等又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更加明显。由于重庆本地货物己经尽可能地选择走水路，因此这些优势不会

太多地影响重庆本地货源的外贸通道选择，只是会更多地吸引周边省市货源。 

通过北部湾港、珠三角口岸、云南及广西陆路口岸进出口的重庆货物将不断增长。渝湛高速、渝湘高速、渝昆高速、渝怀

铁路己经贯通，而且新的西南出海通道也在积极的建设过程中，使得重庆到这些口岸的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更短;广西加大了对

北部湾港码头设施和口岸环境的完善，航线和航班密度不断增加;欧盟、东盟、印度与重庆的贸易量均排在前十位，且中国一东

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还在不断加快，而重庆与这些地区的贸易通过上述口岸进出口，不仅陆路运输时间远少于长江水运时间，

而且可以减少约 1500海里的运距和 2-3天的海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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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空运通道进口的货物仍会进一步增加。前面提到，重庆对欧盟地区的进口加速，江北机场的货运条件不断改善，这些

因素会使得通过航空口岸进入重庆的货物进一步增加。 

通过欧亚大陆桥的重庆外贸货物短期内增加甚微。尽管即将贯通的兰渝铁路增加了欧亚大陆桥对重庆货物的吸引力，但由

于该通道固有的问题如各国利益分配问题，铁路轨宽问题等短期内都难以解决，所以该通道对重庆外贸的重要性有限，只有对

邻近国家的进出口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可能会走该通道。由于最近与俄罗斯的贸易发展很快，所以该通道的进出口货量有

一定增长，但由于重庆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量整体较小，所以该增长与其他通道的货量比起来相对微弱。 

其它外贸物流通道的进出口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重庆可以通过其它通道如青岛、天津等进出口，由于到这些口岸以铁

路运输为主，运距较长，费用较高，铁路运输能力也有限，所以不是重庆政府重点发展对象，其进出口货运逐渐向上海转移.运

量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