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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元旦，位于青岛胶州的上合示范区
多式联运中心传来捷报：“2019年全年共完成
货物吞吐67 . 0万标箱，同比增长25 . 0%，再创
历史新高。”

“2014年我们年吞吐仅为3万标箱。”
多式联运中心经营主体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
总经理魏学伦介绍，“而从2 0 1 5年到2 0 1 9
年，这个指标连续突破20万、30万、40万、
5 0万、6 0万标箱整数关口。每年都上新台
阶，令人感慨！”

胶州海关关员王朕惟参与了多式联运中
心的全部建设过程，目睹了中心的飞速发
展。他说：“以崭新的业务数字来庆贺新
年，已经成为多式联运中心的传统，大家都
习惯了。”把“创新发展、图强跨越”当成
了一种习惯，这5年来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
心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未来发展是否一
如既往可期？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找准价值定位

据了解，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的前
身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是全国18个特大型集
装箱中心站之一，始建于2008年10月，总占地
约800亩，总投资逾8亿元，于2010年8月投入运
营。从投入运营到2014年年底，他们只从事内
贸集装箱运输业务，业务十分萧条，经营上
始终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也成了企业员工
心中深深的痛，他们一直都在苦苦思索：
“发展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对于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当时的经营
“惨状”，王朕惟说：“初来乍到时完全
‘懵’了，场站门可罗雀，货物很少，一片
空 旷 。 可 谓 ‘ 鸡 鹅 悠 闲 跑 ， 风 吹 麦 浪
香’”。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中铁联集青岛中心
站前途迷茫之际，为加快推动我国多式联运
发展，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海关总署从2014年12月起开始在
全国关键物流枢纽节点，推动建设不同运输
方式货物可以自由进行换装、仓储、中转、
集拼、配送等作业的综合型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

青岛海关经过深入细致地调研，认为胶
州市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双向延伸交汇点，汇聚前湾港、
董家口港和青岛大港海运优势，以及胶东新
国际机场空运优势，拥有青银、沈海和青兰
高速公路，以及胶济铁路、胶黄铁路、胶新
铁路等铁路资源，海陆空铁立体化交通运输
体系非常发达，发展多式联运的条件极为优

越。
2014年12月，青岛海关“当机立断”，将

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批复为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推动建设“面向亚太、横贯亚欧、辐射
东西、联通南北”的国际物流综合枢纽，推
动青岛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彻底改变
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单一依靠内贸集装箱运
输发展的业务形态，转而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外经贸，提供国际物
流支撑保障，深化“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
通。

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全体员工的心里有
了底，他们找到了如何走出困境加快发展的
答案，“要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刀
阔斧实现自身价值！”这是时代赋予的发展
机遇，也是国家发展与企业发展的“高频强
烈共振”。

迎来扬眉吐气蓬勃发展的五年

王朕惟介绍，2015年新春刚过，青岛海关
就组织业务骨干“马不停蹄”奔赴多式联运
中心开展工作，因地制宜制定加快发展的三
大法宝：“智慧物流、海铁联运、带路通
道”。这5年来海关的全部工作，一言以蔽
之，就是努力让这三大法宝“大放异彩”。

第一个大招：践行“港站一体、便捷通
关”理念，大力夯实海铁联运基础。增设海
铁联运专用闸口，应用海关信息化监管系
统，联通海关、港口和铁路的信息资源，构
建“港站一体化”物流通关作业环境，将前
湾港海运口岸功能延伸至多式联运中心，为
海铁衔接、海铁联运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个大招：嵌入“智慧监管、高标高
效”内核，大力发展现代智慧物流。科学规
划建设堆箱区、查验区、熏蒸库、仓库和海
关智能闸口等功能区，全面应用智能化设
备，实现物流信息、监管信息的自动采集、
传输、对碰、放核和远程监管，提升全场运
作的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水平。

第三个大招：拓展“带路发展、互联互
通”视野，大力建设国际物流通道。支持开
行中亚、中蒙、中欧(青岛—俄罗斯)、“中韩
快线”和“东盟专线”等国际班列。实施转
关无纸化，支持海运箱和铁路箱相互换装，
降低国际班列运营成本。建成“东联日韩亚
太、西接中亚欧洲、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
俄大陆”的国际物流综合枢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王朕惟说，
“如果把2014年年底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被批
复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作为发展历程中的
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2018年年底胶州海关的
成立，则是推动量效并举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个新的里程碑。”

据胶州海关关长陈长法介绍，发展多式

联运是胶州海关的“亮点工作”之一，这对
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上合示范区建
设，以及推动沿黄流域、青岛市外经贸发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陈长法坚定地说，
“胶州海关一定会把亮点擦亮，好事办
好。”

对于胶州海关的支持帮扶工作，魏学伦
评价说：“很多，很实。”他说，他们场站
原设计作业能力为年吞吐56万标箱货物，随着
近5年多式联运业务的突飞猛进，场站设施面
积和作业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下步发展的
瓶颈。胶州海关大力支持将铁路线由2条拓展
至4条，仓库由8千平方米拓展至2万平方米，
还支持增建了与山东济铁胶州物流园之间的
公路闸口，便捷相互的货物调拨，为下步发
展木材、粮食等市场腾出逾3千亩的大后方。
“广阔天地好作为！”

“增设大型机检查验设备；推进关检业
务深度融合；支持增开第6条中欧(青岛—白俄
罗斯)国际班列；支持提升中亚班列开行密度
和运行质量，由每周发送3—4列拓展至7列；
开展班列回程货物监管业务，支持开拓中亚
国家的矿产和俄罗斯的木材等回程货源，促
成中亚班列每月2班164标箱货物的常态化回程
运输。”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业务主管张元
帅介绍了胶州海关在支持多式联运业务发展
方面的系列举措。他自豪地说：“2019年我们
业务量首次挤进全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前四
名，国际班列实现总到发342列30691标箱，同
比分别增长78 . 1%、80 . 5%，到发列数占青岛市
的90%、山东省的35%。”

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负责物流工作的刘
衍强主任，长期负责协调推进多式联运中心工
作，他对这里的情况“如数家珍”。他用“三
个助力”来总结多式联运中心在促进“一带一
路”国际经贸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助力
沿黄地区货物集结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助力山东省及周边省市货物集结出口中亚
欧洲国家；助力中亚国家对日韩亚太开展进出
口。”

上合示范区建设带来

“泵感十足”的发展后劲

2018年6月10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
传来重磅利好：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2019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
方案》。

为贯彻落实好总体方案，青岛海关迅速
制定《青岛海关关于促进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的意见》，胶州
海关迅速出台《关于促进胶州市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进一步加快多式
联运中心发展步伐，服务好上合示范区整体
建设发展。

面对这自上而下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利
好，刘衍强说，“多式联运中心迎来了千载
难逢的宝贵发展机遇。”他透露，目前山东
陆桥等50多家多式联运经营人和10余家船公司
已经在多式联运中心开办了业务。近期，中
商民生、新港洲等大宗商品贸易平台，以及
“齐鲁号”欧亚班列青岛运营中心也集聚落
地胶州。人畅其行、物畅其流的国际物流中
心正在上合示范区加速成型。

据陈长法关长介绍，胶州海关紧抓建设
上合示范区重大战略机遇，根据“物流先
导、贸易拓展、产能合作、跨境发展、双
园互动”发展模式，把推动多式联运中心
量效并举高质量发展，定为服务上合示范
区建设的先手棋，推动做大做强做优。目
前，正在推出三项举措。

第一个举措，畅通多式联运通道。推动
多式联运中心与海港、空港和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的合作，做好物流对接联动。支持建立
“一单制”为核心的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助
力“齐鲁号”欧亚班列发展，打造山东半岛
海陆空铁衔接一体的国际物流枢纽。

第二个举措，抓好优惠政策落地。支持
多式联运中心申建进口粮食等指定监管场
地、进口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和快件监
管中心，配套申建胶州湾保税物流中心 (B )
型，进一步完善政策功能。

第三个举措，集聚发展优质产业。支持
多式联运中心及周边发展进口拆箱、出口拼
箱、中转集拼、冷链物流、保税仓储、展示
交易、期货交割和跨境电商等延伸增值业
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

如果说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多式联
运中心发展的“生命源”的话，那么服务上
合示范区建设则无疑是多式联运中心加速腾
飞的“核心马达”。“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将在服务保
障“一带一路”和上合示范区建设中砥砺奋
进，再创辉煌！

①多式联运中心整体规划布局
②海关关员现场验核集装箱
③海关支持增设智能闸口
④海关送政上门服务企业
⑤中欧班列(青岛—明斯克)开行
⑥国际班列作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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