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探中铁特货上海闵行物流货场：

“铁海联动”打通汽车出海大通道

本报记者 李嫒嫒

“近年来，随着国内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发货的厂商络绎不绝，我们一直保持着忙碌而充实的工作状态。 ”在中铁特货上海闵行物流货场，经营部员工王昌达指着一辆缓缓开进站台的列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辆满载着从广州、西安、成都等地运来的新能源汽车的JSQ6双层运输汽车专用铁路列车，将从闵行基地驳运至上海海通码头，然后运往世界各地。

铁海联动，正成为打通国内汽车出海大通道的利器。 中铁特货总经理顾光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作为国铁集团旗下的重要物流企业，中铁特货依托铁路网络的资源优势，形成了高效的物流节点网络。 未来，中铁特货将充分发挥在汽车物流市场的行业领先地位，积极拥抱数字化物流转型，加快“国铁汽车托运” 平台建设，为国内汽车出海提供新助力。

运输能力“强悍”

在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闵行物流货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奇瑞、比亚迪、上汽、长城、吉利、一汽等品牌的多款车型集结于此，等待发往世界各地。

在强大的运输能力的背后，作为国内商品汽车综合物流服务龙头的中铁特货拥有近2万辆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列车。

其中，JSQ6双层运输汽车专用铁路列车是中铁特货专门为运输商品汽车而设计的车型。 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汪树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每节车厢两端都可以打开，在车厢连接处放下挡板，相邻车厢就可以连接形成通道。 JSQ6商品汽车专用运输列车较传统的集装箱运输而言，装载能力更大、运输车型更广，运输稳定性和安全性更有保障。 ”

“这辆刚到站的运输列车，共有13节车厢，每节车厢上下两层可装7-12台汽车，一部分会通过板车送到上海周边地区的4S门店或者用户家里，一部分会送到港口集散，发往海外。 ”王昌达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即使在下雨天，中铁特货闵行物流货场依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当列车门打开后，身着橙色工作服的操作工人打着手电筒迅速进入到车厢内，逐辆检查运输汽车的外观、轮胎情况，并在检查无误后解开轮胎的加固设备，随后将车辆开出车厢。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一辆辆汽车被缓缓地从列车内开出后，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品牌停至指定停车点。 对于出口的汽车，厂家在运输前就会给其穿上定制的“衣服” ，防止在漂洋过海的运输途中车身受到磨损。

汪树峰介绍说，上海闵行物流货场作为中铁特货重要的商品汽车运输集散基地，共有4条运输专线，基地集装卸、仓储、中转、配送功能于一体，每日承接来自各地等待从上海港、太仓港出海远行的自主品牌汽车，日均接卸作业能力达1200辆，年均达20万辆以上。

助力国内汽车出海

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特别是异军突起的国产新能源汽车。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量达491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2024年1-6月，我国汽车出口279.3万辆，同比增长30.5%。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0.5万辆，同比增长13.2%。

从过去的“靠船出海” ，转变为如今的“铁海联动” ，在中铁特货等企业的努力下，一张便捷而迅速的中国汽车出口网络已构建完成。

汪树峰告诉记者，面对客户不断增加的出口车业务需求 ，以及出口车具备集中发运、到达、配送的特点，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持续发挥区域整合优势，开通太仓港站，相继突破闵行站、芦潮港站接卸能力，探索打造出口车业务承接以闵行站为主，太仓港站、芦潮港站等为辅的布局新思路。

同时，针对前几年“进港难”“预约难”等堵点，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多次深入港口、船公司、报关代理等多家单位沟通，开辟铁路出口车“绿色通道” ，通过信息共享联动，结合客户船期需求、船舶靠港计划、港口收车能力等，有序安排出口车配送节奏与配送结构，畅通铁海联运衔接“最后一公里” 。

另外，面对日益增长的汽车出口需求，中铁特货积极拓展商品汽车铁路国际联运班列业务，成功实现了中国汽车出口专列的常态化运营。

记者了解到，国际联运班列作为一种高效的货物运输模式，允许货物在没有发货人和收货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运输。 由中铁特货承接客户，采用JSQ车型装载商品汽车进行国际联运铁路国内段运输，经中哈、中俄边境，霍尔果斯和满洲里口岸运输至境外。

2023年，中铁特货经霍尔果斯、满洲里铁路出境商品车超10万台，主要辐射俄罗斯及中亚市场。

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自驾游市场的持续火热，中铁特货抓住机遇，积极拓展业务领域，推出了国铁汽车托运服务平台。 目前，该平台已经上线铁路12306的APP，用户可通过在线下单，便实现“门到门”全程托运服务，满足C端用户需求，打造特色汽车托运服务。

持续拥抱新技术

作为一家传统铁路物流运输企业，中铁特货持续拥抱新技术，以推动铁路业务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为主线 ，加快数字化转型。

在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大厅，一块硕大的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实时显示着上海各货场基地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大屏能够实时监控并显示停放在货场里车辆的温度。 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子彧介绍，为了预防新能源汽车在运输或中转时发生火灾，公司采用红外热成像技术进行车辆状况监测。 一旦检测到异常高温，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确保有技术人员能够迅速到场进行检查。

另外，中铁特货通过利用RFID（无接触自动识别技术）实现读取车辆电子标签信息，配合5G通讯技术，在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的同时，实现了场库区智能化管理；引入大数据智能分析，拓展商品车物流增值服务，解决了在汽车物流运输、产品跟踪、质量追溯、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应用RFID技术和智能设备的结合，有效提高作业效率20%以上，减少人员工作量30%以上。 ”汪树峰表示。

顾光明表示，中铁特货不断探索利用智能化技术推进数字化转型，用更好的数据质量、更高的采集效率、更少的人工操作来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填补铁路汽车物流业务智能应用的多项技术空白，应用成果处于领先地位。

今 年 一 季 度 ， 中 铁 特 货 业 绩 稳 定 增 长 ，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5 . 0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 . 43 % ； 实 现 净 利 润 2 . 6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2 . 15 % 。

在公司业绩向好的同时，公司不忘通过分红回报投资者。 中铁特货日前表示，2024年-2026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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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青岛港：

突破自动化瓶颈 巧解“世界性难题”

●本报记者 张鹏飞

在全球航运业的舞台上， 山东港口青

岛港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前瞻性战略布

局，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典范。在母公司山东

省港口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青岛港不仅在

集装箱码头实现了自动化装卸， 更在件杂

货码头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前，中国

证券报记者走进青岛港， 深入了解其如何

通过技术创新， 打造全流程自动化的多货

种码头，破解“世界性难题” 。

实现港口领域新突破

7月22日， 记者来到青岛港自动化码

头（三期），目睹了366米长的货轮装卸作

业的壮观场面。 这里， 自动化设备高效运

转，却鲜见操作人员的身影，这就是全国首

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青岛港自动化码

头（三期）拥有六大自主突破、12项创新

攻坚成果，实现了我国港口领域“全国产、

全自主”的新突破。该项目的投产运营，打

造了港口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标志着我国

在自动化码头领域实现了全自主集成创新

应用场景“零”的突破。

青岛港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前湾自动

化码头三期工程于去年底正式投产运营，

位于青岛港前湾港区南岸， 建设2个10万

吨级集装箱泊位。投产运营后，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岸线总长达2088米， 可用岸线

1652米，码头堆存能力和综合服务效率均

得到提升。

码头自主研发的 智能管控系统

A-TOS和水平运输设备智能控制系统

A-ECS，作为码头的“大脑” 和“神经中

枢” ，通过智能计算和调度，指挥着上百台

大型设备的自动化作业。这一创新成果，打

破了国外软件公司对国内全自动化码头的

技术垄断， 首次实现核心系统国产替代和

关键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为全球港口数字

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提供了中国方案。

打破件杂货领域传统作业模式

在今年7月刚刚启用的青岛港件杂货

数智中心，记者看到，门机司机通过屏幕前

的按钮和手柄， 遥控着数百米外的机械进

行作业， 实现纸浆件杂货全流程自动化作

业。 这得益于青岛港西联公司在纸浆装卸

智能吊具、IGV水平运输设备、智能装卸伸

缩臂叉车等技术上的创新。

件杂货是对以件计量、 形状各异货

物的统称， 即便纸浆货种是件杂货作业

中比较规范的货种， 常见的尺寸也多达

40种以上。 青岛港西联公司副总经理张

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件杂货码头具有

货种繁多、流程复杂、人机交互多、机机

交互多等特点，实现自动化挑战性极大。

在件杂货领域实现自动化，是公认的“世

界性难题” 。 作为全球最大纸浆进口港，

青岛港西联公司主干货种纸浆吞吐量已

实现百万吨级跨越。 但相比于集装箱、干

散货码头，件杂货码头的自动化显得尤为

艰难。

2022年5月，青岛港件杂货码头纸浆

自动化攻关项目正式立项， 项目组展开

全力突破， 逐一攻克件杂货装卸作业流

程智能化、装卸设备自动化、堆场管理数

字化等关键技术，实现了以“北辰” 系统

为代表的件杂货领域创新， 打破件杂货

领域的传统作业模式，进行信息化、自动

化升级。

首创基于AI识别动态切层的电子船

图技术、 首创件杂货全场景全机种协同作

业新模式、首创纸浆装卸智能吊具、首创件

杂货专用IGV水平运输设备、 首创智能装

卸伸缩臂叉车、 首创件杂货智慧码头全域

数字孪生体、 首创基于纸浆物流供应链的

全流程一体化码头综合服务体系……该项

目“七大首创”技术的运用，不仅提高了装

卸效率，降低了能耗，更有效节省了人工作

业量，提升了作业安全性。

“纸浆自动化项目全面上线运行后，

预计年度全码头人工作业量将减少80%，

作业效率提升20%，能耗降低63%，碳排放

量减少18%。 ”张琪介绍说，青岛港件杂货

数智中心的建成， 标志着全世界首个全流

程自动化的件杂货纸浆码头的诞生。 这不

仅是青岛港在全货种、 全流程数智化作业

上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港口件杂货业务领

域的重大突破。目前，青岛港的这一创新成

果，正在受到货主、船方的广泛肯定。

打造智慧粮食码头

青岛港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止步于集

装箱码头。 在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粮食

筒仓三期项目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该项目的建成，将使青岛港的粮食码头实

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 成为最先进、最

安全、时间最快、质量最好的“四最” 智慧

粮食码头。

据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项目对粮食码头445米岸线进行改

造，新建16座筒仓，岸边共计4条进仓流程

线，项目建成后设计年运量1150万吨。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粮食码头全流

程智慧云管控系统和自动化作业系统的运

用，将实现门机、卸船机、无人化粮食清仓、

皮带流程和装车的自动化。目前，部分自动

化设备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智能管控系统

也已上线， 综合运用视觉识别、AI智能分

析、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生产作业的数

字化。

据悉， 粮食筒仓三期项目的建成，码

头万吨筒仓总数量达到68座，预计将大幅

提升码头的接卸能力和效率，每小时接卸

量可达8000吨， 显著提高作业效率和安

全性。

江丰电子董事长姚力军：

深耕三大主线 打造细分龙头

●本报记者 王婧涵

“江丰电子的目标是解决核心需求， 在细分领域成为世界

冠军。 ” 江丰电子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日前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前公司已建立起以超高纯金属溅射靶

材为核心，半导体精密零部件、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材料共同发展

的多元产品体系与业务主线，通过整合资源、技术、市场等多方

优势，助推我国半导体行业高质量发展。

专注细分领域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5年，专业从事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用超高纯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的研发生

产。 2017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

市，多年来通过扎实的技术研发和在专业领域的不断深耕，成为

了半导体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

比起成为一个“大而全” 的集团型公司，姚力军表示，小而

精、精而强才是江丰电子的追求。 在一项技术上不断深挖、做到

最好，是江丰电子的立身之本。

目前，江丰电子形成了以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为核心，半导

体精密零部件、 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材料共同发展的多元产品体

系与业务主线。

在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上， 江丰电子已具备了相当的国际

竞争力。公司产品全面覆盖了先进制程、成熟制程和特色工艺领

域，凭借全面的产品组合、技术优势、先进制造能力以及全球化

的技术支持、销售与服务体系，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溅射靶

材制造商，也是全球知名芯片制造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据了解，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制作过程可分为硅片制

造、晶圆制造和芯片封装三大环节，其中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主

要用于“晶圆制造” 和“芯片封装” 两个环节，在晶圆制造环节

中被用作金属溅镀，即用于“金属化” 工艺中的导电层、阻挡层

和接触层的制备；在芯片封装环节中通过溅射镀膜制作引线，将

内部互联导线和接线端子进一步连通。

姚力军将溅射靶材的应用过程描述成在一根很深的管道里

抹奶油。 理想状态下，奶油既要能完整覆盖管底和管壁，且需要

厚度均匀。 靶材生产中，晶粒晶向控制、高纯金属纯度控制及提

纯、 异种金属大面积焊接等多个技术都会直接影响着下游产品

的品质和性能。

“这是一个既高度定制化又高度保密的行业， 每款产品都

有微妙不同。如果生产过程中和客户的工艺不符，那么即使靶材

的形状、尺寸、成分都对了，客户在使用中还是会觉得性能有微

妙的差异。每一家芯片制造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工艺，产品纯度

标准、成分也均有不同。 ”姚力军表示。

抓好战略机遇

在专业壁垒强、高度细分的半导体行业，选择和坚持是成功

的基础。

“我2005年从日本回国创业，中间很长时间企业不盈利，非

常艰难。其实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很好，很多行业都可以投资。 但

现在看， 能穿越一个个经济周期存活下来的企业必须是能抓住

战略机遇、有战略定力的。”姚力军在采访中提到，“我很庆幸江

丰电子是一个非常有战略定力的公司。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

公司的目标：一是承担国家强链补链的责任，解决国家的核心需

求；二是要成为细分领域的世界冠军。 ”

承担责任、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去，是江丰电子抓住战略机遇

的方式；而在一个关键领域扎根多年，则是其战略定力的体现。

姚力军表示，“江丰电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我们就是

一个实践者，但在一个领域里坚持了19年。 如果在芯片、材料、

装备等各行业里， 再有五十到一百个像江丰电子这样在一个领

域深入扎根的企业，我国工业产业韧性将更加凸显，并在更多行

业形成竞争优势。 ”

姚力军认为，当前很多行业受到产品同质化影响，企业之间

出现恶性竞争， 但拥有新质生产力的企业能够在供给侧为行业

提供新的技术、 新的解决办法， 解决当前供需关系中存在的问

题，企业也能够因此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姚力军还表示，目前，公司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业务的扩

展，其实最初都来自客户的强烈要求。“有了靶材技术的积累和

客户资源优势，我们持续科技创新，横向拓宽我们的产品类别。

在客户要求下， 我们拓展了PVD机台 （物理气相沉积机台）、

CVD机台（化学气相沉积机台）等半导体装备中的众多零部件

生产业务，现在能进行4万多种零部件的生产，有效保证了我国

半导体行业的自主生产。 ”

近年来，江丰电子已建设了10个零部件工厂；2023年，公司

积极推动余姚、上海、杭州、沈阳等零部件基地的产能建设，全面

布局金属类和非金属类半导体精密零部件， 零部件业务已成为

了江丰电子的第二增长曲线。此外，公司已经瞄准第三代半导体

作为第三增长极，目前已进行了系列部署和部分相关产品量产。

记者了解到， 江丰电子在余姚建设的陶瓷覆铜基板项目已经投

产，且产品已通过一些关键客户认证。

保证研发预算

立足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江丰电子先后承担了国家02重

大专项、国家863重大专项、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工

信部电子发展基金等科研及产业化项目。截至目前，江丰电子及

子公司共取得国内有效授权专利784项， 包括发明专利482项，

制定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35项。

在半导体行业，技术投入需要长时间累积。行业人士普遍认

为，半导体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在5年内完成全部研发，

出货普遍需要8-10年的积累。

姚力军用两句话描述了江丰电子对于研发投入的态度：

“研发团队没有KPI考核要求， 不会受到研发不成功的影响；项

目研发预算没有上限，需要多少支持就给多少。 ”

这或许和姚力军本人的科研背景息息相关。 兼任公司首席

技术执行官的他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与日本广岛大学两个博士学

位，曾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江丰电子的核心

团队也由多名海外归国博士组成，并引进了多名美国、日本、新

加坡籍专家，研发团队在国际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

2023年， 江丰电子支出研发费用共计1.72亿元， 同比增加

37.87%。 研发人员共328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3.06%，其中近

半的研发人员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姚力军表示，在公司高

层的全力支持下，江丰电子形成了一批年轻的骨干研发团队，形

成了长期投入、攻坚克难的研发氛围。

运输能力“强悍”

在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闵行物流货

场，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奇瑞、比亚迪、

上汽、长城、吉利、一汽等品牌的多款车型

集结于此，等待发往世界各地。

在强大的运输能力的背后， 作为国内

商品汽车综合物流服务龙头的中铁特货拥

有近2万辆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列车。

其中，JSQ6双层运输汽车专用铁路

列车是中铁特货专门为运输商品汽车而

设计的车型。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副总经

理汪树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每节车

厢两端都可以打开，在车厢连接处放下挡

板，相邻车厢就可以连接形成通道。JSQ6

商品汽车专用运输列车较传统的集装箱

运输而言，装载能力更大、运输车型更广，

运输稳定性和安全性更有保障。 ”

“这辆刚到站的运输列车，共有13节

车厢， 每节车厢上下两层可装7-12台汽

车，一部分会通过板车送到上海周边地区

的4S门店或者用户家里， 一部分会送到

港口集散，发往海外。 ” 王昌达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即使在下雨天，中铁特货闵行物流货

场依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当列车门打开

后，身着橙色工作服的操作工人打着手电

筒迅速进入到车厢内，逐辆检查运输汽车

的外观、轮胎情况，并在检查无误后解开

轮胎的加固设备，随后将车辆开出车厢。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一辆辆汽车

被缓缓地从列车内开出后，工作人员会根

据不同品牌停至指定停车点。对于出口的

汽车，厂家在运输前就会给其穿上定制的

“衣服” ， 防止在漂洋过海的运输途中车

身受到磨损。

汪树峰介绍说，上海闵行物流货场作

为中铁特货重要的商品汽车运输集散基

地， 共有4条运输专线， 基地集装卸、仓

储、中转、配送功能于一体，每日承接来自

各地等待从上海港、太仓港出海远行的自

主品牌汽车， 日均接卸作业能力达1200

辆，年均达20万辆以上。

助力国内汽车出海

近年来， 我国汽车出口量呈现迅猛

增长态势， 特别是异军突起的国产新能

源汽车。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汽车出

口量达491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

口国。 2024年1-6月，我国汽车出口279.3

万辆，同比增长30.5%。 其中新能源汽车

出口60.5万辆，同比增长13.2%。

从过去的“靠船出海” ，转变为如今

的“铁海联动” ，在中铁特货等企业的努

力下，一张便捷而迅速的中国汽车出口网

络已构建完成。

汪树峰告诉记者， 面对客户不断增

加的出口车业务需求， 以及出口车具备

集中发运、到达、配送的特点，中铁特货

上海分公司持续发挥区域整合优势，开

通太仓港站，相继突破闵行站、芦潮港站

接卸能力， 探索打造出口车业务承接以

闵行站为主，太仓港站、芦潮港站等为辅

的布局新思路。

同时，针对前几年“进港难”“预约

难” 等堵点，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多次深

入港口、船公司、报关代理等多家单位沟

通，开辟铁路出口车“绿色通道” ，通过信

息共享联动，结合客户船期需求、船舶靠

港计划、港口收车能力等，有序安排出口

车配送节奏与配送结构，畅通铁海联运衔

接“最后一公里” 。

另外， 面对日益增长的汽车出口需

求，中铁特货积极拓展商品汽车铁路国际

联运班列业务，成功实现了中国汽车出口

专列的常态化运营。

记者了解到，国际联运班列作为一种

高效的货物运输模式，允许货物在没有发

货人和收货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运

输。 由中铁特货承接客户，采用JSQ车型

装载商品汽车进行国际联运铁路国内段

运输，经中哈、中俄边境，霍尔果斯和满洲

里口岸运输至境外。

2023年，中铁特货经霍尔果斯、满洲

里铁路出境商品车超10万台， 主要辐射

俄罗斯及中亚市场。

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自驾游市场

的持续火热，中铁特货抓住机遇，积极拓

展业务领域，推出了国铁汽车托运服务平

台。 目前，该平台已经上线铁路12306的

APP，用户可通过在线下单，便实现“门

到门” 全程托运服务，满足C端用户需求，

打造特色汽车托运服务。

持续拥抱新技术

作为一家传统铁路物流运输企业，

中铁特货持续拥抱新技术， 以推动铁路

业务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为主线， 加快数

字化转型。

在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大厅，一块硕

大的显示屏格外引人注目，实时显示着上

海各货场基地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

块大屏能够实时监控并显示停放在货场

里车辆的温度。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副总

经理刘子彧介绍，为了预防新能源汽车在

运输或中转时发生火灾，公司采用红外热

成像技术进行车辆状况监测。一旦检测到

异常高温，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确保有

技术人员能够迅速到场进行检查。

另外，中铁特货通过利用RFID（无

接触自动识别技术） 实现读取车辆电子

标签信息，配合5G通讯技术，在提高数据

采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的同时，实现了场

库区智能化管理； 引入大数据智能分析，

拓展商品车物流增值服务，解决了在汽车

物流运输、产品跟踪、质量追溯、售后服务

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应用RFID技术和智能设备的

结合，有效提高作业效率20%以上，减少

人员工作量30%以上。 ” 汪树峰表示。

顾光明表示，中铁特货不断探索利用

智能化技术推进数字化转型，用更好的数

据质量、更高的采集效率、更少的人工操

作来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填补铁路汽车物

流业务智能应用的多项技术空白，应用成

果处于领先地位。

今年一季度，中铁特货业绩稳定增

长，实现营业收入25.06亿元，同比增长

5.43%；实现净利润2.66亿元，同比增

长92.15%。

在公司业绩向好的同时，公司不忘通

过分红回报投资者。 中铁特货日前表示，

2024年-2026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30%。

实探中铁特货上海闵行物流货场：

“铁海联动” 打通汽车出海大通道

“近年来，随着国内汽车，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

增长，发货的厂商络绎不绝，我

们一直保持着忙碌而充实的工

作状态。 ” 在中铁特货上海闵

行物流货场， 经营部员工王昌

达指着一辆缓缓开进站台的列

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辆

满载着从广州、西安、成都等地

运来的新能源汽车的JSQ6双

层运输汽车专用铁路列车，将

从闵行基地驳运至上海海通码

头，然后运往世界各地。

铁海联动，正成为打通国

内汽车出海大通道的利器。 中

铁特货总经理顾光明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作为国铁集团

旗下的重要物流企业，中铁特

货依托铁路网络的资源优势，

形成了高效的物流节点网络。

未来，中铁特货将充分发挥在

汽车物流市场的行业领先地

位， 积极拥抱数字化物流转

型，加快“国铁汽车托运” 平

台建设，为国内汽车出海提供

新助力。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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