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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淑芳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

福祉、民族未来、国家形象的大

计。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长期以来，生态环保一直是

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一、生态合作是中蒙合

作中的重要内容

中蒙两国高度重视生态合

作。2014 年 8 月中蒙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

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宣言》中，明确了双方在巩固治

理荒漠化、水资源利用和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抗击自然灾害

和森林草原火灾等领域的合作。

2016 年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

三国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

廊规划纲要》，加强生态环保合

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进了规划

纲要。共同研究建立信息共享

内蒙古参与中蒙生态合作的路径选择

平台，并开展生物多样性、自

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森林防

火及荒漠化等领域的合作。2022

年 2 月中蒙两国领导人会晤，

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蒙古国政府联合声明》，指出

双方要加强生态环境、防沙治

沙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共创良好的生态环境，共

建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中蒙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边境

地区森林草原火灾联防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

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旅游部生态

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生态环境具有区域一体化

特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生命共同体观要求以系

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思维来研

究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蒙

两国地缘相邻相依、山水相连，

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生态环境问

题，例如沙尘暴、草场退化、土

地荒漠化、土壤重金属化、水资

源匮乏、生态退化等，相似的问

题有共同合作的基础。

二、内蒙古参与中蒙生

态合作的优势

（一）内蒙古是中国北方重

要的生态功能区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把内蒙古

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

战略定位。《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 修编版 )》确定的 63 个重要生

态功能区中，内蒙古有 10 个，

占 16%。在国家“两屏三带”

生态安全屏障格局中，内蒙古是

“北方防沙带”和“东北森林屏

障带”的主要组成部分。

内 蒙 古 防 风 固 沙 功 能 强

大，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占全

国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的 24%，生态系统防风固沙率

为 53% 左右，是三北地区乃至

全国的“挡沙障”。内蒙古是我

国的碳汇库，《中国碳平衡交易

框架研究报告》显示，内蒙古碳

汇量占全国碳汇总量的 17%，

31 省区中内蒙古最高，内蒙古

摘  要 ：中蒙两国进行生态合作，是两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存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的

需要。内蒙古在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在中蒙生态合作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内蒙古

可以抓住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完善生态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中蒙生态合作，完善次区域合作模式，鼓励内蒙古生态企业走出去，助力

中蒙共建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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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固碳功能将对我国实现

“双碳”目标和全球碳循环作出

重要贡献。2021 年《内蒙古自

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草案）中，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 59.69 万平方公里，占全区

国土面积的 50.46%，生态空间

国土面积占到了全区的 72% 左

右，内蒙古正逐步构建集草原、

森林、湿地、沙地于一体的全域

生态安全格局。

（二）相似的生态环境是内

蒙古参与中蒙生态合作的基础

内蒙古与蒙古国相毗邻，边

境线占中蒙边境线的 67%。内蒙

古与蒙古国地理环境、气候条

件、地表植被、生产生活方式相

似，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生态环境

问题，许多生态治理方面的经

验、技术，双方可以互学互鉴，

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内

蒙古集众智、汇众力，坚持不

懈，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

成功案例。位于鄂尔多斯的库布

齐沙漠是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

沙漠，植被覆盖度达到 53%，

是全世界防治荒漠化的样本。阿

拉善盟的菌草种植技术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于一

体，菌草可以做牧草饲料和培养

药用食用菌，大面积种植可以防

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既可以

脱贫致富，又能进行生态治理，

还具有发电、造纸、固炭功能。

成功案例不胜枚举，这些生态文

明建设的经验和技术，是内蒙古

参与中蒙生态合作的优势。

三、中蒙生态合作中内

蒙古的路径选择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参与中蒙生态合作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

段，主动谋划，强化顶层设计，

踊跃参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

升对蒙古国生态合作能力和水

平，研究中蒙生态合作重点任务

及主要领域的合作方案，充分发

挥内蒙古向北开放桥头堡的优

势，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与蒙古

国的生态合作。构建畅通的生态

合作机制，互学互鉴绿色发展经

验，共创共享生态治理成果。加

强生态外事管理和服务水平，积

极为中蒙生态合作热点问题提供

方案，将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内国

际生态文明高地，为构建中蒙命

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贡献内蒙

古力量，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

理贡献内蒙古智慧。

（二）完善合作模式，共商

共建合作新机制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智力先行，加强内蒙古

和蒙古国智库的交流合作，成立

国际生态研究组织联盟，扩大联

合开展生态研究的领域，加大合

作力度，共商生态文明建设之

计，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道。利用双方智库的技术性、政

策性等的前瞻性研究，为双方各

级政府部门更好地提供决策咨

询、规划建议和项目评估等服

务，为企业到国外投资提供环境

评估指导和建议，保障和支撑生

态合作的顺利进行。

完善政府协商机制，理顺

法律政策隔阂，建立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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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协调机构，同时也借助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成立的地方工作

协调机构，接洽中蒙生态环境政

策标准，增进共识，协商签订重

点生态环境问题合作备忘录。完

善双方对应的生态环保部门之间

的交流合作机制，共享数据资

料，争取在深化生态合作上迈出

实质性步伐。

（三）扩大民间交流合作，

促进民心相通

生态是公共产品，保护生

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和责

任。各国人民都渴望拥有良好的

生存环境，开展生态合作是两国

人民的共同福祉。中蒙是命运共

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尊重各国自

身利益，积极寻找符合两国共同

利益的合作点。发挥政府的作用

之外，还可以扩大合作主体，发

挥民间生态合作的作用，增加中

蒙两国民众互信与交流，促进民

心相通，全面推进生态合作。

在对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方

面，提高贸易活动的绿色化水

平，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标

准，鼓励企业开展生态环保产业

与技术合作，促进产业合作和项

目落地。内蒙古企业走出去可以

积极与蒙古国开展清洁能源开

发、绿色施工生产和绿色环保技

术转让等活动。

社会组织是参与国际合作

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发挥生

态环保类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

社区援助、公益慈善、开展生态

环境治理宣传和实践活动等多种

方式，开展面向当地基层民众的

环保活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现

状，宣传介绍中国的环保理念，

让中国成就和经验为当地民众所

知晓，推动与蒙古国的生态环境

合作治理更好地落到实处。

增加智库的交流合作。继

续深化高校、科研机构等智库与

俄蒙智库的学术交流、项目合

作、实地考察、联合科研，增加

国家之间生态现状的了解，加强

中蒙民间的生态互信，推动生态

环境合作的理念融合、政策对

接、标准统一及机制理顺。

（四）鼓励生态企业走出

去，助力中蒙共建生命共同体

新时代内蒙古要走的是生

态优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内蒙古不断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三产逐步向绿色、低碳转

型，响应国家号召，内引外联，

西部大开发和向北开放并举。近

年来，西部的阿拉善盟、鄂尔多

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涌现

出一些生态企业，从产业角度分

主要有抗旱草业、沙区中药材开

发业、沙区生态经济林产业、生

态修复产业、节水园林产业、沙

漠旅游休闲业、可再生能源产

业、沙区畜牧业、沙漠砂料建材

业等，低碳环保，发展潜力很

大，既“治沙”又“致富”。可

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这部分企

业走出去。生态企业具有公益性

和生态型特点，既可以拓展企业

发展空间，又有利于治理和修复

蒙古国生态环境。中蒙携手要共

同推动生态环境发展，共建生命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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