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到俄罗斯全境清关-可代办EAC、FSB所需清关证书

产品名称 湖北到俄罗斯全境清关-
可代办EAC、FSB所需清关证书

公司名称 河南铁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国际联运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服务类型:国际物流
运输形式:铁路集装箱,汽运整车
装运日:按需求定制

公司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寿丰街50号24
层2413号

联系电话 037188886948 13938213388

产品详情

  

后续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营，货运主要为义乌、广州等地的服装、小商品、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等，目前
每周开行2列首次！满洲里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跃居 2023-11-22 13:03:40 据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消息，今年前10个月，满洲里铁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4157列，运送货物4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
、17.3% 满洲里铁路口岸班列通行和货物运送量首次跃居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
通行的出境去程班列达1771列，同比增长2.4%，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入境回程班列达2386列，同比增长5.3%，稳居全国首位 目前，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入境的中欧班列运行
线路达21条，通达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等13个国家，覆盖国内哈尔滨、沈阳、西安、南京、郑
州、长沙、成都等60个城市 口岸班列通行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三成，货物涵盖日用百货、工业机械、金属
、农副产品、木材等12大品类 为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年初成立了工作协调专班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铁路部门定期组织会谈，及时沟通双方车站存车、编组、卸车等情况，对接
运输计划，24小时协助外贸客户办理中欧班列通关业务 化压缩线路空闲时间，组织满洲里站探索“宽轨
出重”模式，提高口岸站货车换装效率，限度保障班列运输秩序 （来源：科技日报）
“朋友圈”不断扩大 物流业同步驶入发展快车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助力“甘味产品”组团“出海”
2023-11-22 07:45:01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辐射西部12个省份 甘肃省作为亚欧大陆桥的核心通道，依托综合优势，将
东盟的中转业务通过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兰州陆港完成中转，随后搭乘中欧、中亚班列运往中亚、欧洲等
地 由此，打开了我省向南拥抱大海的一条全新、的物流大通道 2017年9月，随着兰渝铁路的开通，我省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班列从兰州铁路口岸东川物流中心发车，由钦州港转海运分别至越南、印度尼西
亚等地，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开通，实现了西南与西北、中西亚与东南亚、“一带”与“一路”的
三个连通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条“新丝路”，我省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物流业同步驶入发展快车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班列 已实现常态化运营 如今，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我省货运班列已
从最初的单条铁路线到如今的密集通道网，实现对西部12个省份全覆盖 这条通道的稳定运营，使兰州成



为东南亚、中亚、中欧三大贸易通道的十字交会点，枢纽辐射的区位优势逐步显现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
一条纵贯我国西部地区的便捷物流大通道，在有效破解西部地区物流难题基础上，现已成为推动西部地
区连接东盟、融入的新引擎，带动西部地区从闭塞的内陆腹地大步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甘肃物流集团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苏亮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 “聚焦外贸班列业务开拓，我们积极与中铁
集兰州公司等省内重点班列运营企业合作，稳定开展石棉等特色产业发运，确保成熟业务常态化开行 同
时，着眼于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并发挥铁海联运优势将国外特色产品‘引进来’，加强通道的
联动运输 近几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班列已实现运输常态化运营，只要接到客户的运输委托，我们
就会快速回应并及时着手安排 ”陆海新通道运营甘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亚峰告诉记者 双向互联互通
为甘肃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新渠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甘肃南向出海口，较传统线路缩短500余公里、1100余海里
这条新通道，为甘肃企业拓展与东盟市场提供了新的贸易渠道 “华东华南的货物通过陆海新通道到甘肃
集结发往中亚等地区，加之东南亚的货物通过铁海联运到达甘肃，然后再转口到中亚俄罗斯等地方，双
向互联互通的实现能够使甘肃的通道很好地服务国内双循环 ”徐亚峰告诉记者，“以甘肃特色农产品通
过中老铁路班列运输为例，若走中老铁路班列，由兰州东川始发，途经云南磨憨口岸，最终运至老挝万
象，时效性仅为10天左右，比传统运输线路缩短了500余公里 中老班列打通了甘肃南向发展市场，在甘肃
深耕南向，全力南下的大背景下，为省内企业拓展东南亚市场提供了一条新渠道 ”
只有不断地强化与各省合作联动，才能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目前，已有宁夏、广西、贵州、云
南、重庆、甘肃等多个省份参与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各省（区、市）也借此实现协同发展，跨省合作
协同越来越多 发挥通道优势 助力“甘味产品”组团“出海” 今年以来，我省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组织“四向五条”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开拓班列发运新领域、新
线路 截至目前，甘肃物流集团共计发运货运班列361列，进一步助力甘肃省外向型经济上新台阶 一条条
班列的稳定开行，缩短了“甘肃制造”“甘味产品”组团“出海”的里程，有效带动了兰州与中亚、西
亚、南亚、欧洲等市场的深度融合和交流
新站点的增加、新线路的开辟有助于为省内较为分散的货源提供更多运输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继中老铁
路、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石棉常态化运行之后，甘肃物流集团新增宁波中转点，这又是一条新的石棉出
口联运新通道，即敦煌-宁波港-泰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国的石棉发运线路，目前已发运232箱石棉
至东南亚各国；在中吉乌班列常态化运营的基础上开通“陆海新通道中阿快线”，即兰州-喀什-伊尔克
什坦-奥什-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国，实现了中吉乌通道与陆海新通道有效融合、发
运，目前已发运425箱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日用百货至中亚各国；“兰州东川-拉萨西-吉隆口岸-加德满
都”公铁联运西部陆海新通道南亚班列，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南亚公铁联运通道有效融合，实现了常态
化每周2列发运，截至目前已发运46列，将百货和小汽车出口至尼泊尔加德满都
这一支支“钢铁驼队”，见证了兰州从“内陆腹地”向“对外开放高地”的华丽转身
实现班列高质量发运 释放地方经济发展新活力 今年以来，兰州陆港在吉隆口岸通关效率逐步提升，东川
铁路货运中心混装货物权限的开通为南亚班列恢复运营奠定了基础 今年2月22日，陆海新通道运营甘肃
有限公司与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合作开行了西部
陆海新通道南亚班列，班列将各地货物集结至兰州东川，从兰州东川始发，铁路运输至拉萨西/日喀则西
，转公路运输至吉隆/樟木口岸清关后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后续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营，货运主要为义乌、
广州等地的服装、小商品、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等，目前每周开行2列 搭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南亚班列运
输平台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通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 业内普遍认为
，此次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南亚公铁联运通道有效融合，这是一次省域间联动协同的有益尝试，必将成
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构成 甘肃物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围绕畅通供
应链、服务产业链、做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构建陆海联动一张网、做大通道经济、枢纽经济，有效
推动甘肃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点，释放发展新活力是甘肃物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 甘肃物流集团将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跨境班车、物流、海外仓等物流通道联通、联动
运营 通过实现货运班列高质量发运，进一步助力甘肃省外向型经济上新台阶 湖北到俄罗斯全境清关-
可代办EAC、FSB所需清关证书 “义新欧”义乌平台“一带一路”十周年纪念号发车 2023-11-22 07:46:12 1
1月21日下午2点30分，汽笛声声，“义新欧”义乌平台“一带一路”十周年纪念号班列从铁路义乌西站
启程
该趟列车满载110标箱商品百货、圣诞用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将奔赴万里之遥的西班牙马德里
这也是义乌平台2023年开行的第1496列“义新欧”中欧班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义乌平台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义新欧”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从第



1列到第1000列、第3000列、第6000列，从第1条线路到第19条线路，“义新欧”中欧班列辐射欧亚大陆50
多个国家和160多个城市，到达境外站点101个
截至目前，“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平台累计往返运行突破6400列，位列梯队 班列运输的商品也在不断
迭代丰富，从日用百货等义乌小商品为主逐步向汽车及配件、光伏产品、机械设备等高货值、高附加值
、高科技产品等拓展
2023年1-10月义乌海关监管“义新欧”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315.9亿元，同比增长16.4%，实现9年连续增长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桥梁，“义新欧”中欧班列呈现出成长速度快、产业
带动大等特点 根据市场需求开行跨境电商专列、光伏专列、吉利专列、“邮政号”、“春力号”茶叶专
列、“中亚进口棉纱”专列、“CMEC新能源号”等特色班列，提供安全、、稳定的运输服务 以改革为
牵引，启动多式联运“一单制”和铁路运单物权化改革，为广大经营户、外贸公司等外贸市场主体提供
强大的金融支撑，2023年累计为企业融资授信超1亿元 下一步，义乌将继续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在保障“
义新欧”中欧班列稳定畅通、优化班列运输结构上持续发力，构建“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开行格局
，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和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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