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
www.hz66.com

A052023年2月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马丽 版式设计：张佳悦

湖州地处长三角区域中心，是沪杭
宁三大都市圈共同腹地，贯穿南北，承
东启西战略区位优势突出。

湖州是长三角新兴的“十字型”区
域交通中心，构建起河海联运、水陆并
举、铁公水衔接配套的立体化交通体
系，形成G25长深、G50沪渝、S12申
嘉湖、S13 练杭、S14 杭长“五路成

网”，宁杭高铁、商合杭高铁、沪苏湖高
铁、湖杭高铁“四铁交汇”。

同时，长湖申航道、申嘉湖航道、
杭湖锡航道“三流贯穿”，周边拥有上海
虹桥、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和南京禄口
四大空港，上海港、洋山深水港、宁波
舟山港、嘉兴乍浦港四大海港，推动着
湖州逐步从长三角地理中心向交通枢纽

中心转变。这些年，湖州在长
三角地区大宗物资和集装箱运
输体系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江
海物资转运体系中也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湖州作为全国首个内河水
运转型发展示范区，全市四级及以
上高等级航道345公里，航道密度和高
等级航道里程均位列全省第二，湖州港
在全省内河的水运优势明显。

在我市，坐拥铁路货场、港口码头
的湖州多式联运枢纽多临港而建。近
年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赋
予湖州重要的多式联运枢纽使命，内
河底蕴为湖州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市积极建设规模化临港
物流园区，重点发展平台物流、多式
联运、供应链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一核多园”的新格局。以湖州铁
公水综合物流园区建设为核心，创新发
展“保税物流+多式联运”一体化运营
管理，统筹协调长兴综合物流园、安
吉上港国际物流园、德清临杭物流
园、德清港国际物流园，共同实现了
高质量发展。

内河底蕴有优势

2022 年，公路物流运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中国内河水运转型“模范生”的湖州，却凭借着多式联运内河枢纽港集聚优势，画出上扬曲

线：铁路、水路集装箱吞吐量达 107 万标箱，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 3.45%，海河联运量同比增长

16.3%。其中，湖州港内河水运集装箱吞吐量 71.26 万标箱，位居全省内河第一。

湖州多式联运内河枢纽港实现突围，凭借的是什么？

多措并举攥指成拳。围绕《推进多
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
（2021－2025年）》《深化“四港联动”
发展推进运输结构优化实施方案》等政
策，去年以来，我市及下属各区县纷纷
出台了一系列以大宗货物运输“公转
水”“散改集”为主攻方向的运输结构调
整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在积极引导企业“公转水”的同
时，去年，我市港航部门与上海港、宁
波舟山港等大港加强联动，通过加大

“车、箱、仓、船”调配力度，对接企业
陆改水用箱、用船，助企水路集装箱运
输绿色畅通。眼下，湖州“水运物流”
网已经与全球港口实现互联互通，可抵
达50多个国家。

安吉川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公路运输受限，水路运输受到青睐，许
多货主纷纷选择“公转水”，公司现有的
船舶忙得不可开交，新增运力需求迫
切。好在交通港航管理部门加大服务，
加紧推进新增运力向运输市场投放，极
大缓解了企业运力供给紧张的现状，解
决了企业的运输难题，切实保障了货主
需求。

2022年，湖州继续全力推进浙北高等级航道
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加快构建通江达海
的千吨级航道网络，1至12月共完成投资3.03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101.02%；工程累计投资10.1
亿元，占项目概算总投资的69.9%。同时不断拓展
集装箱运输网络，持续优化集装箱航线布局，形
成11条主要内河集装箱航线。

交通兴则百业兴，近年来，我市聚焦货畅其
流，瞄准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重点发
展多式联运，推动港口码头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补齐铁路货运服务短板，优化完善扶持政策
等，助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而作为交通强国建设浙江省区域性综合枢纽
的试点城市之一，今年我市将维续大力发展集约
高效的多式联运，并按照《关于促进物流业降本
增效的若干意见》，对集装箱吞吐量大、开辟新
航线或铁路专线、购买集装箱船舶以及成功申
请多式联运试点示范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政策
补助，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更加精准高效地引
导、激励物流企业做优做强，全力冲刺2023年一
季度“开门红”。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货运物流科副科长陈
琦介绍，我市将持续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力度，大
力推动“公水”“公铁”等多式联运发展，高质量
创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加快推动铁公水
综合物流园对接冷链和电商供应链、联通中欧班
列多式联运项目建设，实现运输更高效、服务更
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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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浙江湖州华凯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收到了很多光伏组件需要发往
中东、欧盟的订单。湖州上港为他们量
身定制了集装箱包船服务，顺利出海。

“去年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内的湖
州铁路西货场和湖州上港码头，为我们
开辟了铁路、水路集装箱运输的绿色通
道。”浙江湖州华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

同样是去年，外贸企业桐昆集团的
货物需发往日本，运输时间非常紧张。
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码头为该公司提
供陆改水运输方案，在24小时内将货物

运至上海港，依托母港联动优势，仅用
75分钟就完成了抵运发送、海关放行、
码头放行、配载、装干线等流程，顺利
发往日本市场。

桐昆集团代理上海经贸货运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为应对疫情，该公司
货物逐步从陆运改为水运，集装箱由
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码头运出，月
均出口量在 500 高柜左右，相当于
1000标箱。

经常奔波在企业和湖州铁公水综合
物流园的货代专员孟女士告诉记者，由
于很多外贸企业出口货物都要运抵上海

的大港码头。去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公
路运输改走水路和铁路运输的企业，不
在少数。

“公路运输和铁路、水路运输，各有
其优点。”孟女士介绍，在众多运输形式
中，公路运输速度最快，当天下单，第
二天货就能抵达上海的码头，但是运输
费用也是最高的。铁路和水路的运输速
度差不多，一般都需四五天时间，不过
运输成本可以省下10%至15%。按照标
箱来算，汽运改走水运和铁路运输，一
个标准集装箱能省下两三百元。一年下
来，对于企业而言就能省下不少。

陆改水后降成本

2022年，湖州铁路、水路集装箱吞吐量达107万标箱，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3.45%，
海河联运量同比增长16.3%——

多式联运内河枢纽港突围的背后

文/记者 董梁 实习生 宋曹禹 本版配图由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市交通集团提供

上门推介增客源
铁路货运专线、集装箱陆改水，越

来越多湖州企业看到了铁路运输和水路
的便利与实惠，也让湖州铁公水综合物
流园在去年实现“全年红”。

去年以来，该园区湖州上港国际港
务有限公司积极推广陆改水物流模式。
通过走访客户及业务推介会等形式，拜
访各区县的本地企业，通过市场拓展使
众多企业对湖州上港和陆改水物流模式
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仅去年，共引进16
家外贸船公司，服务尤夫高新、金三

发、诺力机械等本地企
业近400家。

湖州铁公水综合物
流园1443米的码头，忙
碌作业的吊机、来往的
船舶尽收眼底，只见机
械吊臂一把抓住集装

箱，沿着轨道慢慢移到货船上……码头
位于太湖南岸，由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湖州环太湖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建设，于2021年10月28日
正式启动运营。 去年12月12日上午10
时46分，在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码
头，随着最后一箱集装箱起吊入船，完
成10万标箱吞吐量目标。

“别的码头需要三四年才能实现的目
标，我们运营仅一年时间，就突破10万
标箱，实属不易。未来，我们将打造内
陆地区集装箱集散中心、长三角一体化
的铁公水多式联运平台及内河集装箱示
范性港口。”市交通集团湖州上港国际港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红卫说。

赵红卫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能够
感觉到“试水”水路运输的客户明显增

加，码头进出港的货种从单一室内家
具，逐步扩展为无纺布、地板、五金、
光伏板、日用品等诸多货种。

去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内河航道
网优势，聚焦水路运输业，吸引大宗货
物运输“公转水、散改集”。同时，周边
皖南、苏南等邻省腹地箱源水路运输需
求增长，也是去年实现内河集装箱吞吐
量逆势增长的原因之一。

码头不远处，是湖州铁路西货场集
装箱装卸区，一辆满载货物的火车从远
处平稳开来……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
铁公水多式联运铁路货场，去年以来，
这里的海铁班列每日开行到上海芦潮港
1列以上，到宁波穿山港2列以上，日发
送量300标箱左右。

“我们整个西货场6条作业线已经趋
于饱和。”南太湖新区园区办主任徐一丹
介绍，2022年，铁路西货场累计运输收
入达到近9100万元，发送货物124.6万
吨，呈逐年递增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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