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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河南保税物流园
区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241亿
余元，同比增长26.03%；跨境电
商进出口单量共完成约7800万
单，同比增长31.09%，交易额和
单量实现“双丰收”。

“郑州作为我国跨境电商
发展的发源地和先行者，是网
购保税进口模式的发明者和创
造者，从郑州模式升级为中国
模式，并成为世界海关组织跨
境电商监管的通行做法，这是
郑州市为中国、为全球电商产

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
2024 郑州跨境电商大会上，全
国 政 协 经 济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毕井泉受访时说。目前，郑州
已经成为中国跨境电商产业的
重要生产基地，成为跨境电商
产品进出口的重要物流枢纽，
成为链接全球“网上丝路”的开
放高地。

2024 年 9 月，商务部公布
的 2023 年跨境电商综试区考
核评估结果中，郑州再次回到

了第一档（成效明显），在 165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中位列前
十，这是郑州在商务部 3 次开
展该项评估以来第二次进入
前十名。

公开数据显示，2024 年 9
月，郑州市现有跨境电商产业
园区 32个。其中，省级跨境电
商产业园区 16个，全市开展跨
境电商业务企业 11000 家，进
出口额 2000万元以上企业 503
家。本土企业致欧科技被确
定为郑州市首批独角兽企业

之一，并成功在深交所上市，
成为河南首家跨境电商上市
企业。在系列服务精准支持
下，黎明重工、明泰铝业、启亿
粮油、荣盛耐材等传统品牌企
业 快 速 出 海 ，形 成 了 矿 山 器
械、耐火材料等一批具有郑州
特色的跨境电商特色出口产
业集群。

亮眼的发展实力，再次为
河南“网上丝路”发展提供了强
劲动力。
记者 张倩 王译博 董茜

“钢铁驼队”为世界经济增动力

1月1日12时32分，一趟满
载着工业机械及配件、布料等
货物的中欧班列（郑州）隆隆开
动，朝着目的地俄罗斯埃列克
特罗乌格利驶去。

新年伊始，位于郑州经开区
的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内塔吊
耸立、车辆穿梭，数千个集装箱
整齐码放，一派繁忙景象。据了
解，2024年中欧班列（郑州）全年

累计开行超3500标准列。
从郑州的采煤机到信阳的

绿茶，从新鲜的热带水果到跨
境电商包裹……12 年“长跑”，
中欧班列(郑州)连通境内外、辐
射东中西，已成为河南深化改
革开放的生动缩影。

畅 通 大 通 道 、促 进 大 开
放。从2013年开行首列国际货
运班列至今，中欧班列（郑州）

已构建起“27个境外直达站点、
8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多式联
运集疏运网络，畅通了欧洲、中
亚、东盟及日韩4个方向的国际
物流通道，业务网络遍布 40多
个国家140多个城市，承运货物
上万种，综合运营能力处于全
国第一方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实
施收官之年，是“十五五”发展谋

篇布局之年。郑州提出要加快
建设“一带一路”重要枢纽，一体
推进中欧班列“稳西、强北、拓
南”，加快国际陆港建设扩容提
质，早日形成中欧班列“年万列
千万吨”的开行能力，推动中欧
班列郑州集结中心二级节点网
络铺设及与其他集结中心城市
的合作，构建高能级对外开放平
台，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空中丝路”打开蓝天“大通道”

一条条“空中丝路”从内
陆腹地出发，跨越山海，拥抱
世 界 ，打 开 了 郑 州 蓝 天 开 放

“大通道”。
2024年 11月 19日，伴随着

当天79架次货运航班保障任务
的完成，郑州机场迎来了历史性
时刻——截至当天，郑州机场当
年累计完成货运量70.7万吨，同
比增长35.3%，突破了2021年创
下的年货运量峰值70.5万吨。

2024年 12月 22日，随着中

原龙浩航空一架 747全货机从
印度金奈飞抵郑州，郑州机场
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年货运
量首次突破 80 万吨，创下自
1997 年通航以来的最高纪录。
70 万吨！80 万吨！一次次腾
飞、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辉煌成
绩标志着郑州机场航空货运枢
纽能级不断提升，在全球航空
货运市场中展现出更为强劲的
竞争力。

近年来，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路“双枢纽”模式为郑州机场
跨境电商和航空物流业务注入
了强劲动能。该模式架起贯通
中欧的“空中丝路”，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进一
步提升了郑州机场的枢纽功能。

2024年 12月 21日晚，一架
从印度起飞的顺丰航空全货机
顺利落地郑州机场，在卸机后
进行跨航司、跨运单中转，通过

“换单国际转运”模式又搭乘国
泰航空全货机经香港，最终飞

往美国，标志着郑州机场顺利
完成货物“换单国际转运”保
障，“空空中转”业务场景进一
步丰富。

除不断巩固郑州机场的行
业领先地位外，郑州机场还积
极推动多式联运的发展，与长
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的
主要物流枢纽建立了密切合
作，进一步延展了郑州机场的
物流网络，为区域经济增长提
供了更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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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上求突破

商都
论坛

□郑 旗

交融，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对
外开放，内陆也是高地。作为“一带一路”
核心节点城市和新欧亚大陆桥的战略支
点城市，郑州区位优势明显、人力资源丰
富、市场空间巨大、经济活力强劲、发展前
景广阔。在奋力开创中心城市建设新局

面上，必须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提升枢纽
能级，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在打造更具竞
争力、影响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上求突破。

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在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

地上求突破，制度型开放是重点。立足
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既要创新对外开
放制度，提升开放能级，主动对接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
场，又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破解制约开放的体制机制，加快释放
制度型开放红利，提升制度性开放效能，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要完善内陆开放格局。
近年来，郑州抢抓“一带一路”历史机

遇和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
“四条丝路”提质扩面，开放郑州越开越
大。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要厚植交通区
位这个“最大优势”，深化拓展“四条丝
路”、强化“四港联动”，着力构建国际航空
客货运“双枢纽”，加快建设“数字班列”，
强化硬支撑、优化软联通，培育壮大枢纽
经济，勇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排头兵，
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新高地。

要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对外开放的大门如何越开越大？打

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关键举措。要持续
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破除开放梗阻，创新数据要素开放，完
善投资便利服务体系，推进贸易便利化、
投资自由化体制机制创新，让郑州更加开
放包容、“走出去”“引进来”更加广泛。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中国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站在新的历史
时期，我们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坚持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为建设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夯
基垒台，合力谱写郑州迈向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开 年 首 月 仅 数
天，郑州对外开放喜
讯 频 传 ：1 月 1 日 ，
2025年郑州首列中欧
班列从建成刚半年的
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
区加速驶出，目的地
是东盟国家老挝首
都万象；1 月 2 日，郑
州—阿布扎比（阿联
酋）国际货运航线开
通，郑州成为阿提哈
德航空在中国大陆地
区除上海、广州、鄂
州之外的第四个货
机通航点；1 月 3 日，
郑州—比隆（丹麦）国
际货运航线开通、“郑
州—塔什干—伊斯坦
布尔”跨境电商全货
机航线正式开通，进
一步畅通了我国中部
地区与北欧、中亚的
空中经济廊道……一
列列国际班列汽笛悠
扬、一架架全货机引
擎轰鸣，嘹亮地吹响
了新年郑州经济“开
门红”的征战号角。

开放推动郑州快
速 融 入 世 界 。 2024
年，郑州机场年货运
量突破 80 万吨，刷新
历史最高纪录；中欧
班列（郑州）境内外合
作伙伴逾 8000 家；跨
境电商网下“买卖全
球”新天地，郑州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进口国
际化妆品、保健品、食
品跨境电商交易基
地；“海铁联运”为郑
州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成为推动区
域降本增效的强大引
擎……郑州在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高水平
开放上奋勇争先，打
开内陆开放新天地。

“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

“要不是下一站是郑州东
站，以为自己出国了！”最近一
条高铁车厢坐满外国旅客的视
频在网络上十分火热。在免签
政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旅
客来到中国，走进郑州欣赏美
景，感受生活。

2024年 12月 17日，国家移
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全面放宽
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
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从

144 小时延长为 240 小时（10
天）。数据显示，在免签政策带
动下，郑州机场国际客运航线
加密、外籍旅客入境量增长明
显，2024年 1月至 11月，郑州航
空口岸入境外籍旅客、港澳台
旅客人数同比增长300%。

除了外籍人员来郑更方
便，进出境邮件也有了通关新
效率。今年 1 月 1 日开始，进
出境邮件“一站式”办理平台

开启试运行，并在全国范围内
选择郑州海关等 6 地作为试
点，实现海关邮件通关业务不
见面、不跑腿，指尖“轻点”难
题速解。

作为河南自贸区的重要组
成和核心承载，挂牌 7年多来，
郑州片区形成以多家龙头企业
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装备
制造、现代物流3个千亿级主导
产业集群，在多式联运、跨境电

商、商品期货等方面探索形成
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首创性、系
统集成性、领先示范性的改革
创新成果。

2024年5月，河南自贸区郑
州联动创新区揭牌。按照发展
目标，到2026年，郑州联动创新
区将全面复制推广全国自贸试
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探索形成
可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20项
以上。

“网上丝路”链接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