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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许愿

“四川交通一直秉持‘以大开放促大
发展’的理念，通过市场化方式引进市场
主体参与高速公路建设，分享四川发展成
果，有力推动了四川高速公路建设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招商高速公
路项目 83 个、总里程 8062 公里，引进社会
投资约 11394 亿元，引进国有及民营企业
52 家，开放程度和引资规模均居全国前
列，形成了“多元主体、多种方式、多个积
极性”推动高速公路建设的成功经验。全
省高速公路年均投资近 1000 亿元、占综合
交通投资的 1/3、公路水路投资的“半壁江
山”。

为何能够不断引来投资“金凤凰”，形
成多投资主体共同参与交通建设的良好模
式？关键在于四川省善于提前布局，栽下
一棵棵“梧桐树”，即营造优良的营商环
境。

制度保障有力，政策红利持续向好。《支
持高速公路加快建设若干政策》和《四川省
高速公路项目投资管理办法》出台，按照

“改善收益促投资、保障要素促建设”的总
体思路，优化了项目招商条件。此外，四川

建立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与 5 年期以上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动态挂钩机制，
支持经营性高速公路依法依规使用专项债
券，试点延长特许经营期招商，规范收费定
价和支持先行收费。同时，还在工作流程、
拓展融资渠道、鼓励地方配套等方面推出
多项利好举措，这些政策的制定，充分激发
了地方政府、投资人、项目业主和参建各方
的积极性，形成加快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
工作合力。

投资环境开放，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四
川省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资金，统筹安排
财政预算资金、政府专项债券等财政性资
金，通过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税费减免
等方式，进一步发挥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引
导和撬动作用，改善项目内部财务收益
率。同时，不断鼓励新建高速公路项目多
元化经营，按照“统一规划、配套供应、统筹
建设”的原则，将矿产、光伏、旅游等资源开
发与高速公路建设打捆招商、一体实施，在
高速公路出入口、互通立交、服务区等毗邻
区域实施土地综合开发，开展仓储物流、客
运场站、信息服务等业态的开发经营，打造
高速公路“路衍经济”，提高项目整体效益。

特许经营规范，招商承诺落实落地。四
川省积极加强特许经营管理，强化招商承
诺管理，严格落实地方政府招商优惠政策
承诺制，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承诺兑现情
况纳入公路水路投资计划项目绩效管理；
积极指导落实优惠政策，根据项目经济效
益分析成果，对经济效益较差、但路网功能
和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指导市（州）制定落实征地拆迁包干、地
材保障、资源配置等招商优惠政策，以提升
项目吸引力，全力推动项目落地。

“我们在交通领域建成了内江至遂宁、
巴中至万源等共计 400 余公里的高速公路
项目，深深感受到了四川省优良的营商环
境和对工程建设的大力支持，这也坚定了
我们进一步参与四川省投资建设的信心和
决心！”在会场，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总经
理谭华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四川省综合交通领
域投资建设，与四川省开展体系化、机制
化、表单化、项目化合作。

基础建设齐发力
“交通盛宴”入蜀来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日前，四川省高速公路项目招商
推介会在成都举行，共推介 59 个交
通项目，其中有 36 个高速公路项目
和 6 个 普 通 公 路 项 目 、5 个 水 运 项
目、12 个枢纽场站运营项目，总投资

超 8800 亿元，是该省历年来项目最
多 、投资最大的交通项目招商推介
会。

本次会议掀起四川省交通领域
投资新高潮，促进全省各级加大交

通领域投资的力度，全年成功招商
确保 600 公里、力争 1000 公里以上，
为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支撑交
通 投 资 长 期 高 位 运 行 打 下 坚 实 基
础。

全力以赴抓建设

本次推介会重点介绍 2023—2025 期计
划实施的 36 个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达
4067 公里、总投资达 8430 亿元，遍布四川省
21个市（州）。

其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道项目 5
个，总里程 522 公里、总投资 882 亿元；成都
平原经济区项目 12个，总里程 1210公里、投
资 2525 亿元；川南经济区项目 4 个，总里程
493公里、投资 911亿元；川东北经济区项目
4 个，总里程 345 公里、投资 621 亿元；攀西
经济区 3 个，总里程 436 公里、投资 1041 亿
元；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项目 8 个，总里程
1061公里、投资 2450亿元。

从具体类别来看，有重庆经叙永至筠
连、达州至万州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
道集群项目，有成都至汶川、汶川至川主
寺、川主寺至郎木寺、马尔康至康定、攀枝
花至盐源等民族地区大通道项目，有邛崃
经芦山至荥经、成雅扩容青龙场至对岩、乐
山机场高速等大峨眉交旅融合示范区项
目，有成都经自贡至泸州扩容、德阳绕城南
段、三台经大英至乐至等“五区共兴”路网
优化提升项目。

“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极大畅通区域间
互联互通水平，提升省内各经济区和城市
群之间的联动效应，提高通道综合效益，带

来交通量的快速增长。”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目前，四川省内的国家高速公
路总规模已达到 1 万公里，居全国前三。

“十四五”期间，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大通道、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贫困地区
通道、重要通道繁忙路段扩容等为重点，按
照“加快建设一批、新开工一批、储备一
批”的思路，计划新开工高速公路 2500 公
里以上，五年建设投资 5000 亿元以上，力
争到 2025 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2 万公里，建成和在建里程突破 1.5 万公
里。

共织立体交通网

本次推介会上还推介了 6 个普通公路
项目、5 个水运项目、12 个枢纽场站运营项
目，以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推进
交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普通公路建设方面，为加强县级节点
与国省干线互联互通，促进地方旅游等特色
资源开发利用，积极服务沿线乡村振兴，推
介会遴选了 S306游仙城区过境段新建工程、
G108 线梓潼县文昌镇（民 胜 村）至长卿镇
（龙风垭）段改建工程、G210 毛坝至宣汉城
区段改建工程、G542线平昌驷马至涵水段改
建工程、G318 乐至县天池至高寺（简阳界）
段改建工程、宜新高速（富荣出口）至蕨溪镇

天宫山连接线工程项目 6 个普通公路项目、
总里程 192.9公里、总投资 168.2亿元。

为加快构建四川水运基础设施“一横五
纵多线、两核四翼多点”发展格局，突出高
等级航道和主要港口建设，推动形成“平
安、绿色、畅通、智慧、高效”的现代化水运
体系，推介会上遴选出遂宁涪江复航（一
期）、嘉陵江水东坝航电综合枢纽、泸州江
北港大脚石作业区（一期）、岷江干流张坎
航电枢纽、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四川岸翻
坝运输系统一期工程等 5 个项目，总投资
91.06 亿元。这些项目大多属于交通运输部
内河水运“十四五”规划项目，可获得建安
费 45%中央补助资金，地方政府积极性较

高，全力保障征地拆迁、砂石地材供应等服
务，项目预期收益较好。

在枢纽场站运营项目方面，为推动交通
运输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服务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遴选出乐山肖坝旅游
车站、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成都
传化智慧物流港、彭州九尺冷链物流园、维
龙粤蓉数智供应链产业园、普洛斯天府空
港国际航空智慧物联港、雅安市凤鸣综合
物流园、成都天府新区新津公路货物集散
中心、天府国际智慧物贸云港、蜀道物流集
团渠县智慧公路物流港致远智慧冷链中
心、四川蜀物攀枝花智慧现代产业园、川南
临港循环物流产业园等 12个项目。

打造开放新高地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
技术、流程自动化 RPA 和区
块链等新技术带动下，全球
物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迅猛。不过，我国物流行业
采用新兴数字化技术目前存
在一些阻碍。赛迪研究院安
全产业研究所认为，构建物
流信息畅通渠道应推动大数
据平台建设和“互联网+”高
效物流、加速多式联运信息
共享；保障物流数据安全应
使我国航运数字化标准及模
式推广落地、构建企业数据
安全管理体系。

开弓之箭

各地已陆续出台一系列
的鼓励措施，引导和扶持物
流数字化转型。其中，京津
冀地区以北京市为先导，利
用航空科技优势，着力发展
航空物流产业，打造国家智
慧物流示范区；江浙沪地区
在供应链物流支撑体系方面
发力，着重优化智慧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仓储
规划布局；大湾区享有资金
优势，政府鼓励企业发展集
约高效的物流智能设备，加
速货、车、场等物流要素实现
数字化，推动物流园的智慧
化转型升级。产业集聚助
力，智慧物流园区涌现助力
产业升级提速。

事实上，我国物流园区增
速正在逐渐放缓。据交通运输
部数据，2020年我国物流园区
达 1802个，在 2015—2020年间
年均增长 8.3%，数字技术倒逼
传统物流园区向智慧物流园区
升级转型。

一是物流园区的数字化
应用体现在多个应用场景，
会覆盖园区的运营管理、物
流产业及综合服务，通过构
建园区“智慧大脑”，即智慧服务管理中
心，以数据中台为支持，应用云计算、
GIS2、视频智能分析、无线通信、人工智
能等技术，实现应用子系统的互联互通；
通过应用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包括智能
监控系统、智能分拣和搬运等系统集成
物流设施，以实现业务增值、协同生态和
连锁效益；通过构建智慧链接系统，实现
人、物、车、园、城的联接互通。

二是物流园作为大物流体系的重要
节点，充分发挥“万物互联”作用，青岛胶
州湾国际物流园、张家港玖隆钢铁物流
园、林安物流园等企业已形成了成熟的
智慧园区打造路径。其中，运营模式数
字化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综合应用各
类数字化科技手段，整合园区运营流程
系统，盘活各方资源，增强对资源要素的
整合应用，从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智
慧物流产业园区。比如，通过物联网手
段摸清园区能源使用情况，并基于数据
分析和挖掘结果，对空间进行精准节能
改造，应用智能算法实现主动控制，最终
实现园区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目的。先
导企业引路，物流产业链头部企业引领
行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技术及硬件设
备方面，我国物流自动化进程不断提速，
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平台工具“补短”，数字化业务协同平
台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为打通物
流供应链痛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
数字化业务协同平台和数字化基础设施
服务协同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AI、
技术开发等平台功能，在助力物流行业
降本增效提质的同时，可通过数字决策、
敏捷创新为物流及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赋
能。此外，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协同可
覆盖智能设备平台、资产资源运营服务
平台、网络货运与运力生态。

存在阻力

目前，我国在完整的物流链路上，由
于涉及主体众多，周期长，且缺乏必要数
据的支持，在无法打通三个层面信息透
明情况下，加剧了物流各环节“各自为

政”的困局。
公路、铁路、水运、航运

等系统数据难以实现互通共
享，阻碍了公共物流信息平
台发展。虽然我国部分公铁
联运企业实现了内部联运业
务信息化，但由于不同区域
发展不均衡、信息共享程度
低、系统结构僵硬，以及相关
参与主体获取信息成本较高
等问题，制约了物流信息平
台的规划建设。

2019 年，全球十大班轮
公司除中远海运外，共同成
立 DCSA（数字化集装箱航运
协会），旨在规范集装箱航运
业数字化发展，为实现信息
技术互通和标准化、区块链
等数字化应用铺平道路。但
是部分企业的物流信息安全
和网络安全意识薄弱。数据
安全问题影响着物流数字化
进程。

随着我国快递单量已逾
千亿件，快递相关企业掌握
了大量用户信息，近年来已
发生多起数据泄露事件。由
于系统平台漏洞和数据保护
权责划分不清晰，物流企业
对数据保护技术和人力投入
较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保护
缺失隐患，无法保障智慧物
流的顺畅运行。

互联共享

关 于 如 何 扭 转 困 境 局
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系
统和接入标准，推进系统内
数据接入，实现商务、社务信
息的数据存储和调用分析功
能，推动物流骨干网等供销
设施数据入网，实现物流各
环节信息透明和智能化管
控，构建集信息匹配、物流服
务、交易撮合、社交营销、品

牌推广和供应链金融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平台。

加快多式联运标准化建设，实现信息
互联共享。

一方面，以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多
方参与为原则，建立公路、航空、铁路、水
运、邮政、海关、公安、税务和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协调机制，搭建多式联运数据平
台，保障各种运输方式与口岸监管部门
实现信息互联共享。

另一方面，加大国家层面的政策支
持。出台海铁联运补贴政策和降费举
措；为多式联运各参与方提供认证认可、
资质资格、通关查验、信用评价等一站式
服务；鼓励不同运输方式企业进行资源
共享或资产重组，支持多式联运市场经
营主体以物流链和联运线路为纽带组建
企业联盟。通过内循环和 RCEP 促使我
国航运数字化标准及模式加速落地。

可在国内市场进行与航运相关的数
字技术和标准方案实践，比如，利用国内
立法进行多式联运提单物权凭证试点。
同时，在 RCEP 加持下，可将经过国内市
场检验的数字模式、标准和技术在更广
范围的亚太地区进行推广，获取区域市
场规则和标准的实质性控制权，再逐步
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

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和安全管
理体系构建。大力宣传物流数字化管理
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为从业管理者提供
相关培训，为其在战略、人才、组织和管
理等层面进行数字化创新提供有效工具
和路径。

引导物流企业构建数字化安全护盾，
在技术和运营管理层面，健全监测预警、
信息通报、预案管理等工作机制，强化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重要信息系
统和交通运输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妈湾智慧港。 本报资料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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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船从泸州港启航。 四川省航务海事管理事务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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