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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首趟老挝琅勃拉邦回蓉班
列抵达暨“中老通”数字贸易班列测试发
布会在成都双流举行，两趟列车成为本次
活动的主角：一列从老挝琅勃拉邦站始发
的列车，满载着东南亚的货物抵达双流，
这是首趟老挝琅勃拉邦回蓉班列。而在
老挝万象，还有一列特别的列车正在向成
都驶来。在这列车上，运单与提单有了更
多价值，增加了金融属性。

一列车新增了琅勃拉邦站；另一列车进
行了“中老通”一单制首单测试，赋能中老铁
路上的外贸物流企业，助力双流空铁国际联
运港“数字贸易港”的建设。这也是西部陆
海新通道首次通过数字金融平台打通物流、
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将国际物流通道建设
成为国际贸易的便捷通道，进一步促进西部
内陆与东南亚之间国际贸易交流。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际班列的稳定
开行，双流综保区2021年的“成绩单”数据
亮眼，产值与进出口额均创造历史新高。

一大利好消息
新增琅勃拉邦始发站点

“我们的货物从琅勃拉邦发车更方
便。”此次到达的列车满载着成都某公司
从老挝进口的木薯粉。该公司总经理杨
科告诉记者，供货的老挝厂商距离琅勃拉
邦120公里，距离万象南330公里。

一直以来，经中老铁路来成都的货物
均在万象南站进行集结，此次开通琅勃拉
邦始发站，丰富了中老班列老挝段的到发
站点，扩大了中老铁路运能。

公开资料显示，琅勃拉邦站位于中老
铁路老挝段线路中部，是全线重点客货运
车站。车站占地面积156公顷，设到发线
4条、货物线2条，货场集装箱堆场可堆存
1568箱集装箱。

一路向南，抢抓东盟万亿市场。
2021年9月，一列货运列车从双流综保区
出发，途经昆明王家营西、云南磨憨口岸
至老挝万象。这是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的首列国际班列。当年11月，经广西钦
州港至东南亚的“铁海”联运通道开通。
再到12月，随着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中老国际班列”实现了全程铁路至老挝
万象……

成都空港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郑双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双
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己开行42列国际班
列、1680标箱，货物出口总价值2.7亿元人
民币；开通经公兴到磨憨至万象通达曼
谷、仰光、金边等东南亚腹地，经钦州港海
铁联运辐射东南亚、泛亚地区，经黄许至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出境至欧洲等多条多
式联运通道。

短短半年时间，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开通的产品路线越来越丰富，正逐步成为
重要的全球供应链服务节点，区域有影响
力的国际物流集散枢纽。

郑双莉表示，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将
继续围绕本地生产制造企业的需求，逐步
稳定开行至马拉、华沙，汉堡、杜伊斯堡，
至莫斯科的西向、北向国际通道，为企业
提供稳定的国际供应链保障。结合中老
通道境外段运输条件的完善，除了新增开
行琅勃拉邦至成都的直达班列，下一步还
将增加至纳堆、万荣的站点。

创造历史新高
双流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增长27%

一批批东南亚的货物经过中老铁路，

翻山越岭，来到成都。它们到达成都的
“首站”就是双流综保区。

空铁国际联运港的建设，依托了双流
区国际空港与综保区铁路的资源优势。
去年，成都双流综保区与云南昆明综保
区、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签署
合作协议，将在共享自贸区和综保区优势
政策、多式联运、建设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等方面深化合作，搭建中老贸易产业合作
平台。通过空铁国际联运港架起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成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四川）自贸试
验 区 —“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
（CAFTA）合作桥梁，促进区域协同开
放，打造区域合作新典范。

2021年，双流综保区实现工业产值
922亿元、增长66%；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827亿元、增长27%；产值与进出口额
均创造历史新高。

据悉，双流综保区重点发展保税检测
维修、保税研发制造、跨境贸易、保税租赁
等业态，现有企业33家，其中仁宝、纬创
等规模以上企业17家。广州航润航空发
动机检测维修项目和川航科瑞特航空维
修项目已签约落户，正积极洽谈递四方跨
境电商产业园、棋洋供应链等项目。川航
APU航空辅助动力装置维修项目正式投
运，紫荆谷跨境通西部分拨中心项目完成
场平，东航东盟中心项目已签约东航资管
整体运营。

重磅产品发布
“中老通”迎来首单客户

这次从万象南发车的列车，装有21
个货柜。其中有1个货柜非常特别。

这个货柜装有25吨木薯粉，价值约
15万元，成都的买方只“首付”了约8万
元。而远在老挝的卖方厂家已经收到了
全款。

谁垫付了这笔费用？背后的“神秘
人”就是“中老通”。

“中老通”实际上是一种“中老铁路+
数字金融”的模式，为企业提供“铁路提单
融资”等系列金融服务，同时上线“一站式
数据共享”等功能，构建金融服务链，有效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效率低、融资周期
长等问题。

“不久前，成都一家小型外贸企业找
我们寻求帮助，他们想采购木薯粉原材
料，却找不到采购渠道。”郑双莉回忆，在
得知企业的需求后，他们快速帮忙联系，
很快就在老挝万象找到了匹配的供应
商。与此同时，该企业一年对木薯粉的需
求量约5万吨，具有强烈的融资需求。

今年2月初，“中老通”系统正式上
线。郑双莉想着，为何不以此为试点，让

“中老通”进行一次实战演练呢？
双方一拍即合，“中老通”迎来首单客

户。

企业融资难“破题”
一张提货单的金融价值

当一张提货单可以作为抵押品，延伸
出金融属性，那么其价值就超出了提货单
本身。

由于外贸企业以轻资产为主，通过传
统方式获得银行融资难度较大。“企业原
来在银行申请信用证融资，需要不动产等
抵质押物以及引入连带责任担保，一方面
申请难度大，另一方面申请周期长。”中国
银行锦江支行副行长邓毅说，特别是中小
型企业申请成功的概率很低。

通过“中老通”，贸易企业以双流空港
国际联运港签发的铁路运输提单作为凭
据和抵押品，向银行获得授信。大量中小
企业可以通过将运输货物进行动态监管
的模式申请信用证融资，减少企业资金压
力，帮助企业做大规模。

邓毅举例说，如企业以前启动一个项
目需要100万元资金，现在由于实现了在
途货物质押，只需要20万元就能启动。

这次首单测试，是全国中老国际班列
首次运用“一单制”模式的供应链金融创
新，由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运营单位签发
多式联运提单，由成都铁路局数字金融服
务平台将中老国际班列全程展现物流信
息，信用证要素融入平台系统控制，提升
银行对货物的监控力度，为银行创新贷中
贷后管理提供了新思路。银行以多式联
运提单和中老国际运单作为信用证议付
的主要依据，为中老国际班列的客户提供
便捷的融资服务。

银行就如吃了定心丸，企业的融资难
问题，也随之得到有效破解。

“数字贸易港”来临
“企政银”三方合作的创新之举

这是一次“企政银”三方合作的创新
之举：针对RCEP带来的外贸新机遇，双
流空铁国际联运港联合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中
国银行（香港）万象分行创新推出“中老
通”数字贸易班列国际供应链服务，实现
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四流合
一”。

“四流合一”也为双流空铁国际联运
港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提升了其数字
化、信息化、科技化、金融化水平，“国际供
应链方案综合解决者”的定位更加清晰明
确，也加速了“数字贸易港”的建设步伐。

以资金流为例，外贸企业可以在线上
进行信用证申请以及融资申请，让数据多
跑路，提升了业务便利性。下一步，联运
港还计划打造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为成都
的外贸企业针对东南亚的原材料采购做
定向服务。

作为国家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四川省5个重要铁路多式联运示范节点
之一，空铁国际联运港将深度开拓成都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新路径，助力成都打造内
陆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及国际物流中转、
国际贸易聚集、国际产能合作的开放型经
济高地。

郑双莉表示，通过对“中老通”一单制
金融服务的试点，后期将其他国际班列线
路都纳入供应链金融服务范畴，完善双流
空铁国际联运港国际供应链服务体系。

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的“数字时代”
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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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趟老挝琅勃拉邦回蓉班列抵达双流
中老国际班列首个“数字贸易班列”成功运行

▲
首趟老挝琅勃拉
邦回蓉班列抵达
双流。

◀
3月23日，首趟老
挝琅勃拉邦回蓉班
列抵达暨“中老通”
数字贸易班列测试
发布会在成都双流
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