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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煤南运”跑出加速度 浩吉铁路累计完成运量3.5亿吨

大力实施“由线变网”工程

浩吉铁路 2015 年开工建设，

2019 年 10 月开通运营。其全长

1837公里，跨越蒙、陕、晋、豫、鄂、

湘、赣 7 省区，起点为中国煤炭最

重要的生产基地——“三西”地区

（内蒙古西部、陕西和山西），跨越

黄河，贯穿长江中游城市群，衔接

多条煤炭集疏运线路，是点网结

合、铁水联运的大能力、高效煤炭

运输系统，是继大秦铁路之后中

国又一条超长距离运煤大通道。

今年是“北煤南运”战略大通

道浩吉铁路开通运营满 5 年。5

年来，浩吉铁路运量呈现阶梯式

增长，运量节节攀升。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人士对记

者表示：“2020 年时，我们预计浩

吉铁路在2025年前后可以实现收

支平衡，但在2022年的时候，浩吉

铁路营业收入就超过了百亿元，

开通 3 年即实现扭亏为盈，跑出

了‘北煤南运’大通道增运增收增

效的‘加速度’。”

浩吉铁路提前两年实现扭亏

为盈背后，与其大力实施由线变

网工程，逐步完善集疏运系统密

不可分。

所谓集疏运系统就是货物上

下铁路干线的平台和枢纽。集

疏运系统能力不足将限制铁路

干线能力的发挥。浩吉铁路在

立项之初就确立了“统筹规划、

配套建设集疏运系统”的理念。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批复浩吉铁

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也一并

批准浩吉铁路通道配套规划集

疏运系统。

202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浩吉铁

路通道能力，力争 2020 年煤炭运

输增加 3000 万吨以上”，即浩吉

铁路 2020 年煤炭总运量要达到

3400万吨。

2020 年 11 月 ，浩 吉 铁 路 运

输形势严峻。时任国铁集团货

运部主任庄河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举行的 2021 年度全国煤炭交

易会上对记者透露，预计浩吉

铁 路 2020 年 完 成 运 量 2500 万

吨。截至当年 11 月 30 日，浩吉

铁路发送货物 1805.7 万吨。也

就是说，在只剩一个月的情况

下，浩吉铁路距离目标运量差

了近 1600 万吨。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浩吉铁路在 2020 年前后完不

成运量目标，集疏运系统建设滞

后是主要原因。

上述人士进一步解释称，当

时浩吉铁路沿线周边煤矿、电厂

专用线和煤炭储备基地建设进度

缓慢，不能形成对浩吉铁路干线

的集疏运能力。“当年为浩吉铁路

配套的铁路专用线、储配基地和

物流园等基础设施完工率不足五

成，这严重制约了浩吉铁路运能

释放。”

从 2021 年开始，浩吉铁路开

始大力推进与国铁干线互联互通

的联络线建设，在服务路网互联互

通上，坚持联网补网强链，尤其在

物流通道“最先一公里”上推进煤

矿铁路专用线建设，在“最后一公

里”上，推进电厂专运铁路建设。

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浩吉公司”）人士表示，

自2019 年9 月浩吉铁路开通运营

以来，浩吉铁路即开始实施“由

线变网”工程，5 年来步步升级，

坚持“应建尽建、愿接尽接”，提

供全过程服务。截至目前，浩吉

铁路全线配套集疏运项目已建

成投产 50 个，形成集运能力 1.07

亿吨、疏运能力 5400 万吨。为浩

吉铁路运量实现阶梯式增长提

供了根本保障。

浩吉铁路提前两年实现扭亏为盈背后，与其大力实施由线变网工

程，逐步完善集疏运系统密不可分。

尽管浩吉铁路的重要性在不

断提升，但在其运营之初，制约其

运量的瓶颈主要是铁路专用线建

设缓慢。

2012 年，由原铁道部和地方

政府牵头主导，16家企业作为项

目出资人，成立了全国最大的混

合所有制合资铁路公司——蒙西

华中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蒙华公司”），蒙华公司即浩吉

公司的前身。

蒙华公司是浩吉铁路的建

设、运营主体，公司成立后，构建

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公司

治理，开展了项目规划、资金筹

措、建设组织、生产经营及资产

保值增值等各项工作。浩吉铁

路从酝酿、建设到开通，其就是

铁路投融资改革的成果，它开创

了铁路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的新模式。

对于铁路专用线为何建设

缓慢，一位地方政府人士给出

答案。

他向记者介绍称，2018 年国

务院发布了《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相关各部委也配套出台了

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

见，随后铁路专用线建设速度确

实大幅提高。项目完成后，接轨

站所属铁路企业受理效率也有

所提升。

但由于专用线项目投资较

大，建设资金以企业投资为主，线

路投入运营后，如货运量较小，企

业存在无法收回建设成本的风

险，所以部分企业缺乏积极性。

“即使是有意愿建设的企业，面对

专用线规划、设计、征地拆迁、施

工等都需要时间的困难无所适

从。所以导致专用线建设进展滞

后。”他说。

为解决煤炭铁路运输“最后

一公里”问题，2019 年9 月18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发出后，铁路投融资改革试

点和示范作用显现。

国铁集团人士对记者透露，

《蒙华铁路（浩吉铁路原用名）可

行性研究报告集疏运系统规划方

案》显示，浩吉铁路集运和疏运项

目要求同步建成的各有 6 个，另

外集疏运系统还有 33 个项目标

注为“适时建设”项目。在 2020

年时，上述项目完成率还不足

50%，到2023年年底，这12个要求

同步建成的项目中，完成率已经

达到 80%，如再算上 33 个适时建

设项目，完成率更高。

华中煤炭铁水联运项目的开

通投产，是浩吉铁路投融资改革

试点成功案例之一。

浩吉公司运输管理部人士

对记者表示，该项目由陕西榆林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69%，岳

阳惠华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30%，内蒙古大江润业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项

目公司成立于2018年，彼时浩吉

铁路还未开通，项目推进缓慢，

2019年《意见》发布后，浩吉铁路

投融资改革取得政策支持，项目

进展加快，尤其是 2021 年 4 月项

目公司建设单位重组后，建设资

金不断到位，为项目按期投产提

供了保障。

浩吉铁路大力支持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或投资合作接轨集疏运

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与陇海、京广

等 12 条既有干线联通。4 年来，

实现配套集疏运项目投产51个，

形成集运能力 1.07 亿吨、疏运能

力6900万吨。

在运营方面，浩吉铁路同样

是国家铁路投融资改革试点示

范项目。国铁集团人士对记者

透露，目前，浩吉铁路成立由独

立法人运作的物流中心，构建业

务部—区域机构—项目公司的

三级管理运作体系，在区域机构

层面设5个现场事业部，辐射陕、

豫、鄂、湘、赣五省。

在债券市场，浩吉铁路也正

在进行探索性研究，国铁集团人

士对记者透露，目前浩吉铁路正

以完善集疏运体系、延伸运输业

供应链服务链为重点投资方向，

开辟产业新赛道，实践创新融资

方式，目前已成功发行 5 期债

券，其中 4 期债券为全国首单创

新产品。

铁路投融资改革试点

本报记者 路炳阳 三门峡 岳阳报道

在“双碳”目标部署安排下，我

国开始向绿色、低碳转型。但短期

看，煤炭作为重要能源战略的地位

仍不可替代。

目前，中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

在西部地区，但煤炭消费却集中在

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基地和消费中

心的逆向分布，以及大宗商品市场

的运输屏障塑造了中国煤炭市场

的基本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煤南

运”战略应运而生，作为世界上

一次性建成投用里程最长的重

载铁路，浩吉铁路正是在煤炭

市场格局变迁的时代大势之下

诞生的。

10 月下旬，浩吉铁路在湖南

省的重要配套集疏运项目——华

中煤炭铁水联运项目建成并投入

正式运营。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

司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以往中国南方用煤，主要采用

“海进江”的运输方式，而采用华

中煤炭铁水联运项目，可在 24 小

时内将“三西”煤炭直接输送至长

江中下游的煤炭消耗企业，比采

用“海进江”的运输方式节省 15

天左右时间。“华中煤炭铁水联运

项目的投产降低了社会物流成

本，同时也减少了能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该人士说。

记者观察

浩吉铁路经济带形成

中国煤炭市场以晋陕蒙西

地区—环渤海港口—东部沿海

地区组成的海运煤炭市场为核

心，东北、新疆、西南、华中等周

边市场区域相对独立，在区域内

自给自足。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浩吉铁路运量继续攀

升，前三季度浩吉铁路已完成运

量 7250.16 万吨、同比增加 102.9

万吨。5 年来，浩吉铁路累计完

成运量 3.5 亿吨；开行货物列车

15.89 万 列 、万 吨 重 载 列 车 超

2000列。

浩吉铁路一次跨越长江、两

次跨越黄河，从而形成铁水联运

的交通格局，带动了铁路沿线煤

电化工产业园和长江沿岸产业园

的聚集。

国家能源集团人士对《中国

经营报》记者表示，目前浩吉铁路

已经发展成为继大秦铁路、朔黄

铁路之后的第三大煤炭战略运输

通道，服务于中国长江经济带、对

于中西部崛起，落实国家能源安

全新战略、促进交通运输结构调

整具有重要意义。

以华中煤炭铁水联运项目为

例，作为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建

设项目，该项目由铁路专用线、煤

炭物流园、长江码头三部分组成，

总规划用地2423亩，总投资36.35

亿元。

浩吉公司人士介绍，煤炭由

“三西”乘浩吉铁路到达长江沿岸

港口后直接下水，利用长江水道

和洞庭湖水运优势形成铁水联运

体系，为湖南省供给煤炭的同时

还可辐射“长江经济带”及“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铁路承接了湖南

省产业转移的任务、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也显

示，5 年来，浩吉铁路沿线地方

围绕浩吉铁路规划货场及建成

物流园（港）10 个、产业园（区）

11 处。其中，陕西靖边、河南邓

州、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

上高等物流园、产业园项目是

集运输、仓储、生产、加工、物

流、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化物流商贸中心。“浩吉铁

路经济带”的逐渐形成，助推沿

线 煤 炭 化 工 、物 流 运 输 、钢 制

造、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集群链

式发展。

此外，在“最先一公里”建设

方面，5 年来，浩吉铁路起点，产

煤地——内蒙古铁路网日趋完

善，蒙达铁路专用线、纳林河二

号铁路专用线、陶利庙南铁路专

用线相继建成运营，大大改善了

该区域内煤炭运输结构，加快了

煤炭及工业产品输出；同时，浩

吉铁路沿线另一重要煤炭产地，

陕西通过铁路外运出省，2020 年

至2023年逐年递增。

对于“最后一公里”，浩吉铁

路用煤地——两湖地区的产业园

区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煤炭化

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集聚。

浩吉铁路5年来累计为湖北地区

输送电煤8345.6万吨。

浩吉铁路一次跨越长江、两次跨越黄河，从而形成铁水联运的交通格局，带动了铁路沿线煤电化工产业园和长江沿岸产业园的聚集。

“钢铁煤龙”如何挖潜提效

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在

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中国煤炭资源呈北多南少、西多

东少的格局，而煤炭消费大都集

中在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长期

以来，煤炭开采出来后依靠公路、

铁路、沿海和内河水运等方式输

送至目的地，这形成了“西煤东运”

“北煤南运”大通道。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

据显示，2023年全国铁路累计发运

煤炭27.5亿吨，占全国原煤产量的

58.39%，煤炭运输占全国铁路货运

总量的54.61%，煤炭运输高度依赖

铁路。

煤炭从北到南运输可通过

陆路（公路或铁路）和水路两种

方式完成。从煤炭产地先由铁

路或公路运输到东部沿海港口，

再从港口走水路运输到南方各

码头的煤炭，被称为“下水煤”，

这一运输路径通常被称作“西煤

东运、铁水（或公水）联运”。煤

炭通过铁路运输从北方产地直

达南方被称为“直达煤”，运输路

径属于“北煤南运”。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大秦铁

路、朔黄铁路、瓦日铁路和蒙冀

铁路 4 条“西煤东运”万吨重载

煤运通道，以及浩吉铁路 1 条

“北煤南运”长距离重载煤运通

道。上述 5 条煤运线路合计煤

炭运能达 14 亿吨/年，源源不断

地将煤炭从主产区输送到中国

南方。

在浩吉铁路开通之前，中国

南北方向没有长距离重载运煤专

线，京沪线、焦柳线、京九线等南北

走向的铁路通道承担了部分煤运

功能。2019年9月，浩吉铁路开通

运营，规划年运输能力超2亿吨，

“北煤南运”通道运输能力得到大

幅提升。2023年浩吉铁路货运量

达到9555万吨，占全国铁路煤运

量的 3.47%，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2.03%，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保

障，也为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支撑。

未来，对于浩吉铁路和其

他以煤运为主的铁路大通道来

说，在煤炭需求相对低迷的情

况下，如何进一步拓展增量颇

为重要。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货运部门人士对《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经过近几年的挖

潜提效，铁路货运增速逐渐降

低。“这几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寻找可以从其他运输方式转移到

铁路的潜在大宗商品，尤其是煤

炭客户。”

然而，在市场低迷时期，铁路

煤炭运输增量的拓展也比较困

难。尤其是今年以来，受强监管、

弱煤价影响，国内原煤产量增速

明显下滑。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今年1—9月中国原煤累计产

量为34.76亿吨，同比增长0.6%，

低于去年同期3.0%的增速。

在铁路界人士看来，新冠疫

情后，公路企业内卷严重，运费较

之前明显降低，铁路运费又无法

跟进降价，在定价话语权上，铁路

部门相对被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浩吉铁路

的货运量也较 2 亿吨/年设计输

送能力存有一定差距。国铁集

团表示，为进一步增加货运量，

国铁集团将大力推动大宗长距

离货运“公转铁”，加强铁路局集

团公司之间的协作，强化发送端

和到达端、集港和疏港运输联动

营销，加大“重来重去”运输组

织；努力搭建“北煤南运”绿色运

输新通道，并运用市场机制，积极

发挥专用线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

本中的作用。

华中煤炭铁水联运项目的开通投产，是浩吉铁路投融资改革试点成功案例之一。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大秦、朔黄、瓦日、蒙冀、浩吉5条长距离重载煤运通道。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