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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进出口物流通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杨 金
1
 

(重庆教育学院；重庆大学) 

近年来，重庆外贸进出口不断发展，增速一直保持在 30%左右，在重庆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之息息

相关的进出口物流通道的发展仍存在许多的问题。 

重庆进出口物流通道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海关最近三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可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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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口比例三年均达到 86%以上，进口比例略低，但也均达到 82%以上。在进出口中，

汽车运输和铁路运输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其中在出口中所占比例略高，也仅在 5%左右。在进口中，航空运输处于重要地位，

所占比例达 13%-16%，仅次于江海运输。进出口综合来看，江海运输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其他几种运输方式则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尤其是铁路运输，已经从 2000-2002年的 29%左右下降到 2%-3%之间。 

江海运输对应的进出口物流通道是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的建成及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挂牌成立，使得该通道的优

势更加突出。 

航空运输对应的进出口物流通道应属重庆机场。从 2007 年起，重庆机场已经跨入千万级枢纽机场行列，位列国内机场的第

10位，在重庆的进出口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公路运输有多条进出口物流通道可以选择。从中国高速公路网可以获知，重庆市目前最近最快的公路出海大通道为渝湛高

速公路。通过该通道出海，从重庆到湛江港，仅需一天车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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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公路通道是渝湘高速公路，该通道在长沙与

京珠高速公路相接，到广州只有 1459公里。以上是目前最为便捷的进出口公路物流通道，另外还有沪渝高速、沪蓉高速、包茂

高速，均可作为重庆的公路进出口物流通道。 

铁路运输也有多条进出口物流通道可以选择。现在的铁路通道主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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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为改善重庆的进出口物流，还有多条铁路和公路通道正在建设之中。 

存在的问题 

水运通道存在的问题。长江黄金水道一些固有的问题如长江中游水位过低，在枯水期经常导致船舶搁浅;库尾回水问题等，

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另外就是长江水运时间过长，而从上海出海的海运运距也远大于从广西或缅甸仰光等港口出海。 

铁路通道存在的问题。尽管新铁路线不断增加，但铁路部门运力严重不足，计划兑现率低，长时间停、限装车，服务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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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仍然存在，大大降低了铁路部门的时间优势。而铁路部门连年涨价，到广西等港口要经过地方铁路，还存在乱收费等问

题，使得铁路运输显得非常昂贵，往往是长江水运价格的 2-3 倍。前面的数据呈现出铁路运输在进出口中所占比例连年降低，

也正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公路通道存在的问题。公路通道的主要问题是价格太贵、运量太小。虽然新的出海高速公路已经建成，但山于管理没跟上，

乱收费、关卡多等问题仍然未得到很好解决。运量小的特点也使得大宗货物进出口难以通过公路实现。 

航空通道存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重庆机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其它大型枢纽机场相比，国际直达航班仍然过少，货

物处理能力和效率都有待改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年来重庆进出口货物总值的 80%以上都是通过长江水道完成的，若从货运量来看，这个

比例还要高。而从近三年的发展趋势看来，水运的进出口货物比例还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对水运的依赖如此之大，万一长

江航道出现问题，就会对重庆的进出口造成严重打击。而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重庆保税港区的建成，从重庆出发的长江货运

量还会不断增加，从而给长江水运通道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增加了进出口货运的风险。 

前面我们看到，重庆已经有了多条出海(出境)快速陆路通道。而从重庆主要贸易国的分布和发展来看，欧盟和东盟分别是

重庆的第一和第四大贸易伙伴，到这两个区域，都应该是从广西沿海港口或广西和云南的陆路口岸进出口更加经济合理。这些

通道经过当地政府近年来的大力发展，口岸条件差，收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也逐步得到了解决。因此，重庆企业应该充分利用

这些通道，以降低自身货运成本，提高货运效率，但现在从以上通道出境的重庆货物还是相当少的。这其中除了陆路通道的固

有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庆企业在长期的进出口运作中，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行走习惯，为避免风险和麻烦，

这些企业往往不愿轻易做出改变。 

重庆企业在选择进出口物流通道时，一般只会单纯地比较货运成本，再考虑是否满足时间要求，以及是否符合自己的行走

习惯。而对于运输质量、通道稳定性等目标则考虑不够，对于在途库存、提前期对企业库存费用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更是基

本未加考虑。山于货运成本和运输时间之间存在背反关系，即使只考虑这两个目标，其综合平衡和综合最优问题仍需要运用科

学的方法加以决策。但目前重庆企业的货运相关人员对于科学决策方法和手段等利用太少了。 

政府在提高长江水运通道的运作效率方面做了许多服务工作，建立了保税港区和大通关等措施，但在重庆的公路和铁路出

海(出境)通道方面服务还不够。诸如货运市场无序发展、服务水平低、乱收费等问题均尚待解决。 

发展、开发与利用对策 

作为货运企业，所从事的运输部门各有不同，在通道的开发利用方面也应各有侧重。水运企业应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提供

更多的增值服务，走出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在保持现有重庆业务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周边经济腹地，利用重庆黄金水道的政策

优势和自身服务优势吸引外省市进出口货物。而公路和铁路运输部门则应该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出海(出境)铁路、公路建设的契

机，积极开辟新的进出口通道，并通过广泛宣传和提升服务水平争取更多的客户。 

在水运通道方面，政府应大力维持较好的市场秩序、遏制恶性竞争，同时协助企业走出重庆，与周边省市建立起业务联系;

进一步完善通关、出口退税等进出口服务环节;进一步推进重庆保税港区的发展，争取尽快建成并投入良性运转;做好规划工作，

遏制港口和集装箱码头的大规模无序扩张。 

在铁路运输通道方面，政府应尽快实现将重庆建成西南地区铁路枢纽的目标，加速到各出海出境口岸的高速铁路建设，缓

解铁路运输压力。同时，应大力整顿铁路服务质量，提高铁路服务水平，督促铁路维护进出口企业的合法利益，减少铁路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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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现象，降低货运成本。 

在公路运输通道方面，在加速发展周边出海出境高速公路的同时，要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促使进出口企业及货运企业尽

快建立新的进出口通道，并加大与沿途省份的协作力度，减少公路收费关卡和项目，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在航空通道方面，应根据情况开辟更多的国际航线，提高江北机场的货运服务能力和通过效率。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

该加大与西南出海(出境)通道沿途各地方政府的协作力度，与相关口岸部门建立起常规联系，提高通关效率;同时发展与沿途省

份的经济往来，平衡通道货流量，进一步降低企业货运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