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歐班列主要路線均不經烏克蘭
1. 西部通道

中國中西部地區出發—新疆阿拉山口—哈薩克斯坦—
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包括從重慶出發的
「渝新歐」、成都出發的「蓉歐」、武漢出發的「漢
新歐」等）

2. 中部通道
中國中部地區出發—內蒙古自治區二連口岸—蒙古—
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包括鄭州出發的
「鄭連歐」、湖南出發的「湘連歐」等

3. 東部通道
中國東部地區出發—內蒙古自治區滿洲里口岸—俄羅
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包括廣東出發的「粵滿
歐」、哈爾濱出發的「哈滿歐」、江西出發的「贛滿
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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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卓賢

俄烏衝突波及跨境鐵路運輸。香港文匯

報記者近日從中歐班列承運方和客戶等多

渠道獲悉，目前除了過境烏克蘭的中歐班列停運

外，其他通道仍竭力維持正常運行。不過尚不明朗

的局勢仍然讓部分客戶擔憂，加之政治因素的影

響，市場對該線路的預期恐有變動。有業內人士指

最近歐洲客上貨量大減三分之一至一半，感嘆俄烏

衝突是中歐專列誕生逾十年來面臨的最大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張蕊 重慶報道

華聯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主營中歐班列運輸與集裝箱租
賃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滌塵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稱：「要過一段時間苦日子了，最近凡是訂艙決定權在歐
洲的客戶，基本都取消了訂單。初步測算，最近半個月的上
貨量比平日減少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
中歐班列是服務於中歐貿易的貨運列車，固定車次、固定
線路開行，往來於中國內地城市與歐洲及「一帶一路」沿線
各國。從2011年3月19日重慶發出首趟「渝新歐」班列計
起，已經運營十餘年，其線路是由中國內陸城市經阿拉山
口、二連浩特、滿洲里（綏芬河）等出境，途經哈薩克、俄
羅斯、白俄羅斯等地，抵達歐洲各國。

中歐運輸大動脈班列性價比高
「我們的歐洲客戶，現在寧願花3倍時間走海運，也不選

擇經過俄羅斯的鐵路運輸。」吳滌塵告訴記者，每年2月、
3月都是貨運淡季，中歐班列此時運輸的時效性非常高，從
義烏發車經過俄羅斯抵達波蘭，最快13天就能到達，而俄
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讓歐洲客戶寧願選擇花費相近、時間
卻多20餘天的海運，也不願「幫俄羅斯賺錢」。「俄烏衝
突對我們公司衝擊不小，但我個人對於未來仍持謹慎樂觀態
度，我期待商業上的『排俄情緒』和『反戰情緒』會隨戰
事的結束而慢慢消逝，畢竟這條線路仍是最穩定、性價比最
高的中歐運輸大動脈。」他說。

經烏克蘭班列已改道或擱置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

市場研究所副主任許英明此前稱，只有
不足2%的中歐班列須經烏克蘭，故俄烏
衝突不影響中歐班列安全。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實地採訪獲悉，中歐
班列中，開通至烏克蘭班列的中國城市並
不多，皆已選擇改道、擱置。如江西贛州
國際陸港上個月已將待發運經由烏克蘭抵
達布達佩斯的班列，改道經由扎霍尼（烏
克蘭南線）至馬拉舍維奇（白俄羅斯—波蘭
北線）。
渝新歐公司負責人陳智科亦介紹，去年8

月，中歐班列（渝新歐）首次開行直達烏克
蘭的班列，當時班列裝載50櫃機器設備，直
接開往烏克蘭首都基輔。後來，需要預定這
條線路的客戶不多，僅運行了兩次。今年年
初公司本打算重新策劃運營烏克蘭線路，但
俄烏局勢令此計劃擱置，目前該公司所有線路
均不經過烏克蘭。

攬貨難度增公司承諾會負責
面對客戶的動搖和取消訂艙，陳智科在朋友圈承
諾：「我們仍在堅持，俄烏的戰火蔓延不到我們要
走的路線，哪怕是一顆子彈也不會。我們明確表態，如果出
現極端事件，退運的事情由我們全權負責。我們的判斷和態
度明確、不含糊。」這樣的內容已經連發三天，擬為公司的
客戶注入定心劑。
不過攬貨難度依然持續增加，一位不願具名的貨代透露，
渝新歐的大客戶惠普電腦擬取消經過俄羅斯的鐵路運輸訂
艙，這對渝新歐班列無疑將造成嚴重衝擊。

全球疫情發生
後，中歐班列迎
來大爆發，去年

甚至「一艙難求」。據國家發展改革
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中
歐班列共開行15,183列、運送146.4萬
標箱，比 2020 年分別增長 22%和
29%。

疫情中一度成贏家
知情人士稱，造成「需求爆發」的
原因，是疫情之下海運涉及船員、貨
物檢疫等多個環節，中歐班列的「一
次申報、一次檢驗、一次放行」凸顯
優勢——在沿途各國邊境線更換司機
和車頭，司機不過境，不涉及人員檢
疫。

這樣的火爆狀態也引起了去年一整
年的口岸擁堵。長安汽車宣傳負責人
張珂2月底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稱：據他在海外了解的消息，中國與
哈薩克斯坦邊境的主要過境點和轉運
樞紐已經長時間擁堵；歐洲段波蘭—
白俄羅斯過境點和附近馬拉舍維奇場
站擁堵，從中國國內出發到馬拉舍維
奇的班列時效不斷被延長，從起初的
15天到20天，今年春節前竟延誤長達
30天之久。
不過記者3月9日再次致電時獲悉，
本月以來境內外口岸的擁堵狀況已有
極大改善，基本達到近半年來最佳運
輸效率，其原因一是貨運到了傳統淡
季，二是俄烏衝突影響了訂艙數量。
「俄烏衝突才是中歐班列誕生十年

來，面臨的最大危機。」中歐班列諮
詢平台商務總監劉鑫表示，「比以往
的擁堵、延誤、運力不足都要嚴重的
多。中歐班列攬貨難度增大了、回程
貨源減少了、運營成本勢必持續增
加，我猜測中歐班列會面臨持續性行
業低谷。」

相信各國不會輕易放棄
不過，過去兩年的火爆經營也讓跨

境物流從業者有經濟底氣面對寒冬，
吳滌塵對記者坦言：「這兩年賺了不
少錢，俄烏衝突的打擊，暫時對我們
公司並沒有致命影響。」陳智科則對
記者表示，中歐班列是一條互惠共贏
的通道，其創造的價值，亞歐各國都
不會輕易放棄。

目前，美國、加
拿大、歐盟都已將
俄羅斯鐵路公司

（RZD）列入制裁名單，但制裁目前仍
限於金融領域，而非禁止貨物通過俄羅
斯鐵路進行運輸。

未有針對貨運業務
劉鑫指出，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鐵

路，將受到股權交易、融資等方面限
制，但並未出現針對貨運業務的制裁措
施，在歐盟官方發布制裁公告後，芬蘭
與俄羅斯的貨運乃至客運鐵路仍正常運
行（來自芬蘭Nurminen公司消息）。
因此，中歐鐵路服務並不受運輸上的影
響。
重慶兩江新區果園港承載該市中歐

班列進出中轉站的功能，俄烏衝突以
來，每日發班和訂艙數較之前相等。其
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綜合各
方反饋，中歐班列仍然是供應鏈上最穩
定的運輸方式之一。

結算貨幣有待更換
面對西方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不少

物流公司開始手更換貿易結算方式進
行應對準備。
從事國際物流的大洋物流總裁朱陸枝

介紹，大洋物流要向包括俄羅斯鐵路
RZD及其他國外鐵路公司購買境外段
服務，過往，雙方是每周以美元進行結
算。「最近，接俄羅斯方面通知，先暫
停付款，待切換賬戶後再付款但業務不
受影響。」

儘管物流公司稱俄烏局勢不影響班列安全，但部分
中國客戶對物流安全仍有擔憂，並向承運方詢問解決
方案。「我們使用中歐班列運貨兩年了，2月底我們曾
與物流公司詢問，是否可以購買戰爭險，或者尋求其
他保險方案。」重慶一貨代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他
們收到的回覆是戰爭險並不適宜此類狀況，首先班列
未曾經過交火區域，此外，保險公司有權提前7天通
知取消戰爭罷工險。

費用是貨價10%
今年37歲的朱洪軍是一名亞馬遜賣家，他的店舖面
向歐洲人售賣中國的燈具、玩具，「一個香蕉玩具，

我在國內拿貨批發價8元人民幣，亞馬遜上可以賣到
22歐元；一盞枱燈批發價50元人民幣，能賣到150歐
元，現在的匯率下，做跨境電商是能賺到錢的。」近
四年來，他都選擇「中歐班列」的鐵路運輸將貨物發
至歐洲，「我們跨境電商有一個群，群友們很多購買
戰爭險，費用是貨物價格的百分之十左右，如果俄烏
衝突膠，我下次訂艙時也會選擇購買。」
截至記者發稿時，已有中歐班列（長安號）在內的

數家平台公司免費為客戶投保戰爭險，此外還承諾，
如由戰爭而導致班列停運、退運、改運，一切費用皆
無需客戶承擔。畢竟在歐美客戶大量取消訂單時，更
須盡量滿足本國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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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客寧多花20天轉海運 列車貨運減三成

或持續面臨行業低谷 RZD受制裁 俄鐵路仍可運輸

中國客戶欲購戰爭險

中歐班列近十年開行情況
2011年 17列

2012年 42列

2013年 80列

2014年 308列

2015年 815列

2016年 1,702列

2017年 3,637列

2018年 6,300列

2019年 8,225列

2020年 12,400列

2021年 15,183列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鐵路集團

◆中國地圖出版集團去年8月發布的《中歐班列路線示意圖》。
（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集團）

◆ 中歐班
列已運行十
餘年。
受訪者供圖

◆ 中歐班列
（渝新歐）
正 在 裝 箱
ATA賽車發
往德國。
受訪者供圖

◆渝新歐（重慶）物流發布

中歐班列線路正常運營通

知。 受訪者供圖

◆去年9月，華聯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購買了
不少新集裝箱，應對火爆的中歐班列；但今年
俄烏衝突致訂艙量驟減三成以上，集裝箱空置
嚴重。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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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結算不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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