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昌甘肃到蒙古国乌兰巴托全球货代

产品名称 金昌甘肃到蒙古国乌兰巴托全球货代

公司名称 沈阳国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吨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19-3号楼2单元10楼2
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24-88321884 15102400847

产品详情

金昌甘肃到蒙古国乌兰巴托物流
沈阳国桥物流有限公司为货运代理协会（CIFA）会员,货代联合会（WIFFA）会员。 

中俄联运列车，新车采用了全新的柴油机发电，2012年9月24日8点05分次开始上线空载试运 

行，这次是新车下线后的次上线试运行，技术人员将对1、2号柴油机进行各种供电性能的测试 

，还要进行自动传感和强制两种温度方式的测试，供暖和制冷系统都将在运行中进行调试。
中俄联运列车将跨越、蒙古、俄罗斯三个，列车不仅要在冬季气温零下50摄氏度的超 

低温环境中运行，还要在路上运行132个小时，里程7826公里，往返超过15650公里，这种超低温、 

长距离、强风沙的特殊运行环境给列车的研制带来诸多技术挑战。 

一、 新时代中俄双边贸易与中俄班列双双快速发展 

继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次突破1000亿美元后，2019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继续增长2.2%，达到 

1106.5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出口565.3亿美元，增长0.9%，占其出口总额的13.4%，提高0.9 

个百分点；俄罗斯自进口541.2亿美元，增长3.6%，占其进口总额的22.2%，提高0.3个百分点。 

俄罗斯连续两年对实现贸易顺差，同时成为俄罗斯大出口市场和大进口来源地。 

  

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占俄罗斯自进口总额的47.7%，并占俄罗斯机电产品 



进口总额的35.8%，高于第二位的德国24.8个百分点。在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 

项制品、塑料橡胶、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光学钟表设备这六大类商品中，商品在俄罗斯进口市场上也占
据主要份额。俄罗斯对华出口排名位的商品是矿产品，占俄罗斯对出口总额的75.2%。而其他特定商品如
林产品、农产品等也增长迅速，成为俄对华出口新的亮点。例如，俄罗斯已经成为锯材、原木、冻鱼、
菜籽油、豆油、饲料用鱼粉等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2019年俄罗斯林产品对华出口超过40亿美元，农
副产品贸易额达到54.7亿美元。 金昌甘肃到蒙古国乌兰巴托货代  

   

作为物流服务的提供者，物流中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四、后
时代中欧（俄）班列的发展需要中俄两国共同努力
5、空运是在海运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外贸易中先有海运，后来才发展出空运的)  

中俄两国计划到202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而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与两国的交
通运输系统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中俄双方在运输和物流服务领域的合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专业能力和
成功经验，包括中欧（俄）班列服务线路的不断多元化，都在更好地服务两国经贸合作。2019年全年全
国共开行中欧班列8225列，其中俄罗斯班列达到2106列，占中欧班列开行总数的25.6%。俄罗斯方向去程1
118列，货源和服务线路从主要去往莫斯科的生活日用品、家电等轻工业品，开始向去往莫斯科周边地区
的整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的产品方向发展；俄罗斯方向回程988列，班列的货物则主要为产自俄罗斯西
伯利亚地区的木材加工板。2019年俄罗斯锯材对华出口超过32亿 

美元，而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约4亿美元通过中俄班列运输，回程班列的发展对促进俄罗斯锯材对华出口
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俄罗斯已经成为的锯材进口来源国。回程锯材班列的国内目的地则从前几
年以武汉为中心，发展覆盖到了包括西安、成都、重庆、徐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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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农副产品不仅可以成为中俄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也给中俄回程班列的货源结构多元化带来
机遇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能源市场的变化，俄罗斯正在努力调整其出口商品结构，试
图改变过于倚重资源类商品出口收入的现状。目前俄罗斯矿产品出口占其整个出口的份额超过六成，201
9年全年超过2400亿美元。而农产品被俄罗斯视为实现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一环。2018年5月，俄普京
下达令，规划了至2024年俄罗斯联邦的战略发展任务和目标，明确指出届时俄罗斯非能源产品出口应达
到2500亿美元（2018年这一数字约为148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应达到450亿美元（2018年这一数字
约为250亿美元）。2019年6月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了关于促进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备忘录
，其中农业合作就被定为两国双边贸易的一个增长点。目前，俄罗斯已经是第三大农业出口国，的小麦
出口国（2017-2018小麦出口达到4020万吨）、五大肉类生产国，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具有一定优势。而每
年对于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巨大，尤其在大豆、肉类、奶制品等领域。近年来，中俄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农
业综合领域的合作协议。例如商务部、农业农村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农业部共同签署了关于中俄大
豆合作的发展规划，为拓展和深化两国大豆贸易领域全产业链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俄罗斯副尤里.特鲁
特涅夫2019年4月表示，到2024年，俄罗斯有潜力将对的大豆出口量提高到每年200万吨。禽肉类方面，20
18年11月初，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与海关总署签署了《关于中俄进出口冷冻禽肉和乳制品
卫生要求议定书冷冻禽肉的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共计23家企业获得中俄双方批准供应禽类产
品。今年年初，历经7年谈判后，批准两家俄罗斯牛肉生产商向出口牛肉，俄罗斯牛肉也次“叩开”市场
的大门。 

  1）科技推动力 金昌甘肃到蒙古国乌兰巴托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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