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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上 海 海 关

文件

沪发改城〔2022〕65 号

关于印发《关于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

联运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联运发展

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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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联运发展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上 海 海 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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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

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 年）的通知》（国办发〔 〕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

意见》（国发〔 〕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 〕 号）等要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进一步推动海铁联

运发展，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结合我市 生态之城 建设目标，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促进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健康发展。坚持 需求导向、

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软硬结合、市场运作，创新发

展、协同推进 ，将发展海铁联运作为我市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促

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举措持续推进，推动构建结构更加合

理、服务更加高效、运输更加低碳环保的现代化航运集疏运体系。

上海海铁联运发展定位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港口集疏运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长三角、辐射中西部，进一步拓展内陆腹地

的重要途径，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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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海铁联运

箱量达到 万标准箱及以上，年均增长 以上；占集疏运量比

重达到 （通道及场站设施能力达到 万标准箱及以上）；

即海铁联运箱

量达到 万标准箱，占集疏运量比重达到 （通道及场站设施

能力达到 万标准箱及以上）；

，力争完成

万标准箱， （通道及场站设施能力争取

达到 万标准箱及以上）。

远期，随着港站一体化运输及集疏运组织更加优化，上海海

铁联运对公路集疏运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水路、铁路集疏运占

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加强顶层规划。加快上海港总体规划修编，开展海铁

联运集疏运设施专项规划研究，明确港口港区集装箱铁路集疏运

比例等发展目标，完善国铁货运干线、主要港区配建铁路专用线、

集散中心等集疏运方案，做好项目通道和用地控制。面向长三角

区域和内陆地区，研究加强上海与内陆无水港、无轨站、集散中

心的网络联系。

（二）做好规划衔接。加强港口总体规划与上海铁路枢纽总

图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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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南港等港区铁路专用线规划，完善海铁联运铁路网，条件

成熟后将相关项目纳入近期实施。

（三）加快通道建设。提升港口后方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加

快推动沿江、沿海通道建设，增加海铁联运对外运输通道。推进

沪通铁路二期、沪乍杭铁路（含浦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

争取国家支持，发展铁路双层集装箱运输。

（四）提升场站能力。结合在建铁路项目，加快外高桥场站

设施建设，优化港铁一体化发展方案，提高节点作业能力，提升

集装箱装卸、转运效率。推进芦潮港中心站场站设备更新改造。

研究利用既有铁路场站办理海铁联运业务，充分挖掘既有货运铁

路运输潜能。

（五）推进铁路进港。统筹港口铁路配套设施布局，实现港

区与铁路设施的顺畅衔接。加快推进沪通铁路外高桥港区装卸线

工程建设，推进罗泾港区铁路专用线、南港铁路专用线规划建设。

（六）强化业务协同。通过铁路、港口、航运等企业股权划转

和交叉持股方式，推进上海港站一体化建设，探索建立港口方运营、

铁路方监督指导的海铁联运作业模式。争取国家试点探索内陆集装

箱标准与国际海运集装箱标准衔接，推动物流装载单元标准化，减

少集装箱拆装箱、铁路与海运换箱转运、空箱调运等环节，推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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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运箱上铁路、铁路箱下水业务，实现 一箱到底、循环共享 。

（七）优化联运模式。优化海铁联运各环节办理时间，加快推

广海铁联运 一单制 应用，加强跨境贸易铁路运输单证与国际通用

海运单证的衔接。提升单证电子化水平，加快形成铁路、海运、口

岸间统一货物品类、运输标准。持续完善海铁联运信息系统平台，

完善信息交换接口标准体系，推动铁路、港口、航运、口岸之间信

息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围绕联运基础业务持续丰富信息平台功能。

（八）提高通关效率。加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合作共建，依

托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实现海铁联运进出口货物 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 ，提高通关效率。拓展海铁联运 通关 物流 功能，

实现企业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一站式业务状态查询。

（九）加强通关联动。重视内陆集装箱场站建设，提高与内陆

核心场站间班列开行密度和服务能级。加快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

加强港口与场站、本地与内陆港之间通关衔接，支撑海运提单以

互换仓位协议模式向内陆延伸。

（十）完善海铁联运收费。配合国家规范铁路、港口、船公司、

船代、货代等环节收费行为。加强价格公示，形成透明、合理、

可预期的收费清单。实行灵活的运价策略，研究海铁联运各环节

运价联动机制，形成价格合力。

（十一）争取铁路方继续支持。加强路地沟通，争取中国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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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局集团更大运价自主权，调整清算、补贴方式。规范管内铁

路、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收费，完善线路使用、管理维护、运

输服务等收费规则。

（十二）争取港航方继续支持。港口企业在原有优惠基础上进

一步减免装卸、堆存等费用。鼓励海运公司提高对内陆腹地空箱

资源支持，实施用箱费优惠和提高预提模式空箱比例等措施。

（十三）夯实长三角公转铁基础。积极拓展海铁联运线路，对

江苏、浙江、安徽省内有联运需求的上海港腹地城市，积极对接

开展业务。推动开行长三角定点集装箱运输直达班列以及中长距

离联运班列，对于已开展海铁联运业务的城市，通过联运服务水

平和效率的提升不断扩大业务量。

（十四）拓展中长距离海铁通道。调整海铁联运运量结构，逐

步开拓中长距离海铁联运市场，进一步扩大上海港海铁联运业务

覆盖区域。重点开拓长江中上游货源集聚地区，同时开拓郑州、

成都、西安等中西北部城市对接上海港集装箱业务。

（十五）优化海铁联运业务结构。提前布局培育外高桥海铁联

运业务，研究闵行龙吴至外高桥港区海铁联运方案。积极支持开

展 散改集 ，拓展冷冻箱、滚装箱等特殊货种的海铁联运业务。

（十六）优化多式运输网络。加强与长三角以及长江沿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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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联运港口协同发展，继续扩大内陆集装箱码头辐射范围，构

建更加广泛水 铁 水运输网络。

（十七）推动区域信息联通。加强与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区域

间信息互通，通过平台共建、数据共享等方式深化区域内信息合

作。

（十八）提升区域集货能力。统筹考虑货源分布和铁路运输条

件，依托具备条件的物流枢纽布局建设内陆集散中心，升级箱管

功能，共建装卸设施，提升智能化水平，实施一体化口岸监管，

增强区域网络集货能力。

（十九）组建工作专班。进一步强化由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

组成的协调推进机制和工作专班，负责统筹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

作，按照阶段目标与方案，积极做好工作谋划、专项研究和统筹

安排，充分调动船公司、港口、铁路、集卡、货代等市场主体的

积极性。推动路地紧密合作与协同发展，优化港口配建铁路集疏

运设施建设模式，建立长效机制，加快项目建设，共同促进海铁

联运高效有序运作。

（二十）加强平台建设。以上海港海铁联运有限公司为上海海

铁联运业务平台主体，进一步完善芦潮港中心站股权结构与管理

关系，制定芦潮港中心站与洋山深水港区一体化运营管理方案，

实现港口服务与铁路运输优势叠加。以平台公司为主体协同港口、



- 9 -

铁路、船公司共同推进海铁联运市场拓展、资源整合、模式创新

等工作，实现海铁联运一次托运、一次计费、全程负责的服务体

系。进一步研究开发沪通铁路进外高桥港区的港铁协同系统平台。

（二十一）强化政策支撑。继续实施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引导，

按照 铁路让一点、企业担一点、政府补一点 的原则，支持推进海

铁联运发展和促进节能减排。优化海铁联运海关监管方式，升级芦

潮港中心站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施设备，探索芦潮港中心站与港区

无缝对接。加强要素支持，加大对海铁联运项目用地保障力度，符

合条件的纳入市重大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二十二）加强协调督导。定期开展调研督导，及时研究解决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重点项目清单动态调整机

制。完善海铁联运扶持政策评估体系，强化动态跟踪和分析评估，

加强日常监督和考核。

附件：上海市进一步推动海铁联运发展重点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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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统筹
规划
布局

加快上海港总体规划修编，开展海铁联运集疏运设施专项规划研究，明确港
口港区集装箱铁路集疏运比例等发展目标，完善国铁货运干线、主要港区配
建铁路专用线、集散中心等集疏运方案，做好项目通道和用地控制。面向长
三角区域和内陆地区，研究加强上海与内陆无水港、无轨站、集散中心的网
络联系。

市交通委、
市规划资源局

市发展改革委、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上港集团等

加强港口总体规划与上海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编制罗泾、南港等港区铁路专用线规划，完善海铁联运
铁路网，条件成熟后将相关项目纳入近期实施。

市交通委、市规划资源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商务委（口岸办）、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上港集团

二、
加强
能力
建设

提升港口后方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加快推动沿江、沿海通道建设，增加海铁
联运对外运输通道。推进沪通铁路二期、沪乍杭铁路（含浦东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建设。争取国家支持，发展铁路双层集装箱运输。

市交通委
市规划资源局、市发展改革
委、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久事集团，各有关单位

结合在建铁路项目，加快外高桥场站设施建设，优化港铁一体化发展方案，
提高节点作业能力，提升集装箱装卸、转运效率。推进芦潮港中心站场站设
备更新改造。研究利用既有铁路场站办理海铁联运业务，充分挖掘既有货运
铁路运输潜能。

市交通委

市规划资源局、市发展改革
委、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上港集团久事集团，各有关
单位

统筹港口铁路配套设施布局，实现港区与铁路设施的顺畅衔接。加快推进沪
通铁路外高桥港区装卸线工程建设，推进罗泾港区铁路专用线、南港铁路专
用线规划建设。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
局、上港集团、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久事集团，各有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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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高
联运
效率

通过铁路、港口、航运等企业股权划转和交叉持股方式，推进上海港站一体
化建设，探索建立港口方运营、铁路方监督指导的海铁联运作业模式。争取
国家试点，探索内陆集装箱标准与国际海运集装箱标准衔接，推动物流装载
单元标准化，减少集装箱拆装箱、铁路与海运换箱转运、空箱调运等环节，
推动发展海运箱上铁路、铁路箱下水业务，实现 一箱到底、循环共享 。

市国资委、市交通委
上港集团、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中远海运集团、久事
集团，各有关单位

优化海铁联运各环节办理时间，加快推广海铁联运 一单制 应用，加强跨境
贸易铁路运输单证与国际通用海运单证的衔接。提升单证电子化水平，加快
形成铁路、海运、口岸间统一货物品类、运输标准。持续完善海铁联运信息
系统平台，完善信息交换接口标准体系，推动铁路、港口、航运、口岸之间
信息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围绕联运基础业务持续丰富信息平台功能。

市交通委
市商务委（口岸办）、上海
海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上港集团，各有关单位

加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合作共建，依托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实现海铁联
运进出口货物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提高通关效率。拓展海铁
联运 通关 物流 功能，实现企业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一站式业务状态查
询。

市商务委（口岸办）
市交通委、上海海关、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上港集团，
各有关单位

重视内陆集装箱场站建设，提高与内陆核心场站间班列开行密度和服务能
级。加快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加强港口与场站、本地与内陆港之间通关衔
接，支撑海运提单以互换仓位协议模式向内陆延伸。

市交通委
上港集团、上海海关、市商
务委（口岸办）、上港集团、
中远海运集团

四、
降低
联运
成本

配合国家规范铁路、港口、船公司、船代、货代等环节收费行为。加强价格
公示，形成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收费清单。实行灵活的运价策略，研究海
铁联运各环节运价联动机制，形成价格合力。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口
岸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上港
集团、中远海运集团，各有
关单位

加强路地沟通，争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更大运价自主权，调整清算、补贴
方式。规范管内铁路、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收费，完善线路使用、管理维
护、运输服务等收费规则。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

港口企业在原有优惠基础上进一步减免装卸、堆存等费用。鼓励海运公司提
高对内陆腹地空箱资源支持，实施用箱费优惠和提高预提模式空箱比例等措
施。

市交通委

中远海运集团、上港集团、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各有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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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培育
经营
市场

积极拓展海铁联运线路，对江苏、浙江、安徽省内有联运需求的上海港腹地
城市，积极对接开展业务。推动开行长三角定点集装箱运输直达班列以及中
长距离联运班列，对于已开展海铁联运业务的城市，通过联运服务水平和效
率的提升不断扩大业务量。

市交通委
上港集团、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各有关单位

调整海铁联运运量结构，逐步开拓中长距离海铁联运市场，进一步扩大上海
港海铁联运业务覆盖区域。重点开拓长江中上游货源集聚地区，同时开拓郑
州、成都、西安等中西北部城市对接上海港集装箱业务。

市交通委
上港集团、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各有关单位

提前布局培育外高桥海铁联运业务，研究闵行龙吴至外高桥港区海铁联运方
案。积极支持开展 散改集 ，拓展冷冻箱、滚装箱等特殊货种的海铁联运业
务。

市交通委
上港集团、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各有关单位

六、
加强
区域
协同

加强与长三角以及长江沿线主要铁水联运港口协同发展，继续扩大内陆集装
箱码头辐射范围，构建更加广泛水 铁 水运输网络。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上港集团、中远
海运集团，各有关单位

加强与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区域间信息互通，通过平台共建、数据共享等方
式深化区域内信息合作。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口
岸办）、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上港集团、中远海运集
团，各有关单位

统筹考虑货源分布和铁路运输条件，依托具备条件的物流枢纽布局建设内陆
集散中心，通过升级箱管功能、共建装卸设施、提升智能化水平、一体化口
岸监管等增强区域网络集货能力。

市交通委
市发展改革委、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上港集团，各有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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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强化
实施
保障

进一步强化由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组成的协调推进机制和工作专班，负责
统筹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工作，按照阶段目标与方案，积极做好工作谋划、专
项研究和统筹安排，充分调动船公司、港口、铁路、集卡、货代等市场主体
的积极性。推动路地紧密合作与协同发展，优化港口配建铁路集疏运设施建
设模式，建立长效机制，加快项目建设，共同促进海铁联运高效有序运作。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委

市规划资源局、市商务委（口
岸办）、市财政局、上海海
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上港集团、中远海运集团、
久事集团，各有关单位

以上海港海铁联运有限公司为上海海铁联运业务平台主体，进一步完善芦潮
港中心站股权结构与管理关系，制定芦潮港中心站与洋山深水港区一体化运
营管理方案，实现港口服务与铁路运输优势叠加。以平台公司为主体协同港
口、铁路、船公司共同推进海铁联运市场拓展、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等工作，
实现海铁联运一次托运、一次计费、全程负责的服务体系。进一步研究开发
沪通铁路进外高桥港区的港铁协同系统平台。

市交通委
市国资委、上海海关、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上港集团，
各有关单位

继续实施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引导，按照 铁路让一点、企业担一点、政府
补一点 的原则，支持推进海铁联运发展和促进节能减排。优化海铁联运海
关监管方式，升级芦潮港中心站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施设备，探索芦潮港中
心站与港区无缝对接。加强要素支持，加大对海铁联运项目用地保障力度，
符合条件的纳入市重大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市交通委、市财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上海海关、

市规划资源局

市商务委（口岸办）、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上港集团、
中远海运集团，各有关单位

定期开展调研督导，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重
点项目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海铁联运扶持政策评估体系，强化动态跟踪
和分析评估，加强日常监督和考核。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

市财政局、市规划资源局、
市商务委（口岸办）、上海
海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上港集团、久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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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