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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发挥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潜能的建议

202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时提出“物流是实体

经济的‘经络’”。《宁波打造国际开放枢纽之都行动纲要

（2022—2026年）》提出以枢纽自贸区建设为主引擎，奋力建成

“全球链接力强、要素配置力强、辐射带动力强、示范引领力强”

的国际开放枢纽之都。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以下简称互换中

心）作为浙江省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跨境通关物流枢

纽，自 2022年 11月启用以来，逐渐成为立足宁波、辐射华东、

通达全球的重要节点。但调研中发现，互换中心在产业整合、资

源聚集方面发挥作用有限，亟需引起各方重视。

一、楼宇入驻率不高，招商引资力度有待加大。新启用的互

换中心厂房和办公楼宇的总建筑面积是原有场地的 5倍多，拥有

全省最大规模的作业场地和最先进的流水线生产设备。但目前仅

进驻中国邮政宁波分公司和宁波邮局海关，尚无跨境电商产业链

相关企业及其他大型物流公司。现阶段实际邮件处理量仅为设计

处理能力的 1/30～1/10，闲置率超 50%，中心日常运营高度依赖

财政补助。

二、产能发挥不充分，跨境电商产业集聚有待提高。目前虽

已开通 9610、9710、9810三种跨境电商通关模式，但互换中心

主要处理“邮政系”邮件（包裹），其他物流公司的国际邮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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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过杭州、上海等口岸中转，邮件互换存在“邮政”和“非邮”

的业务分流。加上邮寄类跨境电商业务“小”“散”“杂”特性，

导致跨境电商产业聚集度和规模效应不够，仅靠物流服务难以支

撑互换中心正常运营。

三、优势资源利用不足，产业协同发展有待加强。互换中心

周边有宁波国际空港、规划中的西枢纽及临空产业园、宁波跨境

电商栎社保税园区、梦创集士跨境电商园及大量的仓储物流公司

和外向型企业；所在地海曙区周边有服装、家电、汽车零部件、

五金工具、文具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在营销数字

化和供应链全球化变革的形势下，互换中心因缺乏政策引导，尚

未有效联接宁波优势产业，未能发挥产业链协同的放大效应，以

及航空邮路速度快、安全性高和覆盖半径大的时效优势。

因此建议：

一、提高服务能级，发挥协同效应。一是充分发挥浙江自贸

试验区宁波联动创新区优势，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参

与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深化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将互

换中心定位为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助力宁波乃至全省优势产业

（企业）供应链数字化改革。二是提升公共服务能级，争取加挂

宁波跨境电商服务中心牌子，借鉴上海“丝路电商”创新和改革

经验，对接全球电子商务新模式、新规则、新标准，加强跨境电

商国际合作，支持专业机构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品牌营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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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政策咨询、法律保障和人才资源等服务。三是加强与周边

地区的合作和联动，优化内外贸市场结构，丰富和完善产业链产

品线，积极培育流量经济、枢纽经济等新产业，引导临空指向性

强的产业落户宁波西枢纽配套产业园区，聚集产业优势，发挥规

模效应。

二、开辟集成中心，打造临空经济。一方面在互换中心开辟

空间，用作宁波优势产业（企业）品牌形象展示、新品发布、直

播、跨境电商培训和政策服务等。利用航空邮路的时效优势，吸

引设计、营销和客服等流量型企业落户。另一方面推进“丝路电

商”合作，探索贯通贸易链、生产链、供应链，创新“海外仓＋

品牌＋服务”跨境电商模式，深化与顺丰等物流企业合作，争取

第五航权客运航线，建设跨境电商营运、物流和结算中心，加快

构建链接全球的空港现代交通体系，助力宁波临空经济区打造

“丝路电商”示范区、长三角航空进出口集散基地、国际开放门

户和临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

三、强化政策赋能，升级“地瓜经济”。一是鼓励电商企业

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塑造更具优势的销售和品牌体系。

二是打造中国邮政集团为临空经济区的重点招商客户，支持建设

前置仓、海外仓，鼓励企业以此拓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国际邮

件通过该口岸收发。三是给予企业在宁波空港或中欧班列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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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邮件的物流补贴。鼓励企业跨境物流合作。支持外国企业在海

曙区设立品牌独立站和保税仓库，聚集产业链资源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