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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机械配件、重晶石粉和工业盐等货物的长安号从西安

国际港务区新筑站驶出，6天后到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

图。

长安号正式开行后，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并逐步实

现常态化运营。2015年，国家发布跨境电商扶持政策，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优化通关政策”和“货物退免

税政策”。简化归类出口商品，对进出口商品采取集中

申报、查验、放行和24小时收单等便利措施；鼓励开展

跨境电子支付，推进跨境外汇支付试点，支持境内银行卡

清算机构拓展境外业务。这些政策解决了长安号面对的物

流难题，为后来的线路拓展和开运行增速奠定了基础。

经过三年运行，到2016年年底，西安全年进出口总

值1828.46亿元，比同期增长3.8%。其中，出口946.75亿

元，增长15.5%；进口881.70亿元，同比甚至下降6.4%。

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西安的进出口增速明显。

数据的背后，是长安号实现了从西安发出的货物，

中途不停、不等、不拆货，将运输成本降低20%。与此同

时，据密切关注长安号的管理机构及相关学者发现，长

安号不仅给很多企业与商户的经营与生产方式带来了新

的思路和想法，还衍生出了与沿海产业和贸易模式相似

的迹象，促使西安产业转型和升级加速度开始。而因长

安号形成的物流大通道，已经成为西安乃至陕西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抓手。 

对陕西这个内陆省份来说，长安号进出口不断增加

的新货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外贸易，也在很大

程度上倒逼了整个区域贸易规则的建立，乃至中国陆港

规则的形成。

长安号开通一年之后，西安国际港务区倡议成立的

中国港口协会陆港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内陆港行业

的唯一全国性行业组织，涉及内陆港、无水港规划、水

运港口与内陆港联动等贸易规则的建立。

载货回程实现有来有往

上午9点，与西安港一栏之隔的爱菊集团各个生产、

销售环节的员工以及顾客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办公区

三楼的集团公司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一带一路”全

景地图。办公室主任唐家龙指着地图上阿拉山口告诉记

者：“我们集团2016年就开始在这里筹建阿拉山口爱菊农

产品物流加工园区，这是一个集物流、面粉加工、饲料加

工等为一体的工业园，2017年12月31日正式投产运行。”

据 唐 家 龙 介 绍 ， 当 初 之 所 以 要 在 阿 拉 山 口 建 成 这

个工业园的原因之一，主要是要解决长安号因中哈铁轨

宽度不一致，需在阿拉山口处进行换装的问题。“2016

年我们就发现了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因为换轨经常造成

大面积堵车的问题。粮食是大宗贸易品，占用资金特别

大 ， 加 上 粮 油 品 保 存 都 有 时 效 ， 我 们 急 需 解 决 这 个 问

题，就想到了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投资1.5亿元建成农

产品物流加工园区。”唐家龙说，爱菊集团在阿拉山口

建成的这个园区，主要功能是“境内中转集散枢纽”，

侧 重 功 能 为 “ 精 深 加 工 和 分 拨 中 转 ” ， 具 有 “ 境 内 关

外”这一特殊性，是连接中外的关键节点。“外”可直

接连接爱菊集团北哈州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内”可

直接连接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也可连接爱菊集团西安国

际港务区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

2023年7月3日，第十八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

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举办，爱菊集团照例参展。

这个展览会对爱菊集团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

“爱菊”这个中国粮油品牌走出国门的起点。

八年前，即2015年5月21日，第十三届哈萨克斯坦中

国商品展览会在阿拉木图开幕，西安爱菊集团的董事长

贾合义是陕西省唯一参展的粮油企业代表。“我们贾董

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寻找到了打破爱菊集团发展瓶颈的

机会。”唐家龙笑着说：“他发现哈萨克斯坦的面粉非

常符合我们老陕对于吃面的要求，就是面粉要Q弹。”另

外，哈萨克斯坦农业种植生产加工水平虽相对落后，但

这恰恰保障了其油脂油料绿色、无污染、非转基因的好

品质，“贾董觉得，这么好的粮油应该让咱国内人民也

品尝到。”

贾合义敢有这样的想法，并很快能得以实现，完全

得益于长安号的通车。“如果没有中欧班列的开通，这

个想法要实现起来是很困难的。”据唐家龙介绍，爱菊

集团首趟进口的2000吨油脂搭乘长安号的回程专列，对

于长安号、哈萨克斯坦、中国、陕西省、西安国际港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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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长安号形成的物流大通道，已经成为西安乃至陕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