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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峰

2022 年 2 月 3 日至 8 日，蒙

古国总理鲁·奥云额尔登在北京

出席第 24 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期间，分别与习近平主席、李克

强总理会晤，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联合声

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提出“在做好疫情

防控基础上，保障两国边境口岸

顺畅运行并提高过货能力。加快

推进已商定的铁路口岸建设，打

造多元化运输通道，助力两国经

贸务实合作。”表明，交通运输

问题是中蒙两国经贸往来和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领域，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在中蒙两国不同的防疫理念情形

下，对两国的交通物流合作造

成一定的不利影响。相信中蒙

两国在履行“联合声明”的过

程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因疫情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都

会在后疫情时期，得到有效解

决并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

向深入。 

中蒙两国交通物流合作探析
——以中蒙集装箱过境运输为例 

一、蒙古国集装箱在中国

积压将倒逼中蒙加强合作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李 克 强

总理与蒙古国总理鲁·奥云额尔

登举行视频会晤。其中，蒙古国

集装箱大量积压、滞留在中国天

津港和二连浩特口岸问题，引起

蒙古国政府的严重关切。两国

总理达成“在冬季前解决积压

在天津港的 4575 个蒙古国集装

箱问题”的共识。10 月 18 日，

蒙古国交通运输发展部长、食

品农牧业与轻工业部长在会见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柴文睿时，

再次请求中方对蒙古国集装箱

积压在天津港问题给予重视和

支持。柴文睿大使表示与蒙方

积极合作，解决两国总理视频

会晤时提到的问题。 

（一）蒙古国集装箱在天津

港积压，对蒙古国国内经济产

生连锁反应

由新冠疫情衍生的一系列

问题，导致 2021 年以来经中国

入境蒙古国的集装箱，在天津

港和二连浩特口岸始终处于积

压 状 态。2021 年 4 至 5 月 间，

天津港积压了 5500 个蒙古国的

集装箱。到 6 月底，天津港积压

的蒙古国集装箱从月初的 4000

个，减少到中旬的 3162 个，再

到月底的 1262 个。但到 10 月 12

日，两国总理视频会晤时，天

津港又积压了 4575 个蒙古国的

集装箱，成为两国总理商议的

重点问题之一。蒙古国约 90%

的进口货物需从中国入境。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从天

津港到二连浩特 / 扎门乌德口岸

的集装箱运输成本逐渐增加，

同时集装箱租费也随之上涨。

据蒙方估算，如一家蒙古国公

司 的 2000 个 集 装 箱 积 压 在 天

津港，其成本将直接增加 1200

万 —1300 万 美 元。2021 年 3 月

以后，由于集装箱在中国境内

积压，直接造成蒙古国现货汽

车价格上涨了 100 万—200 万图

格里克。 

摘  要 ：中蒙两国交通物流合作，是 2022 年 2 月中蒙两国领导人会晤及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蒙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的主要内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中蒙两国的交通物流合作，特别是

对蒙古国过境中国的集装箱运输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蒙古国集装箱过境中国存

在问题为例，阐释了蒙古国的集装箱在中国境内积压问题，将会倒逼中蒙两国加强交通物流合作。从开

辟中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中蒙两国联合修建公路、铁路推动两国产业对接入手，提出后疫情时期中蒙

两国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具体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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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靠天津港和二连浩

特口岸很难完全解决蒙古国集装

箱积压问题

2021 年上半年，蒙古国副

总理萨·阿玛尔赛汗和蒙古国外

交部、交通运输发展部、蒙古国

工商会等，多次照会中国外交

部、交通部和驻蒙使领馆，磋商

解决蒙古国集装箱在天津港积压

问题。中方采取了增加天津港到

二连浩特铁路运输计划，中蒙双

方采取提高二连浩特和扎门乌德

口岸通关效率等措施，都没能有

效化解蒙古国集装箱在天津港积

压问题。蒙古国在天津港的集装

箱，处于积压—缓解—再积压的

状态。以当时国际疫情、经济形

势和未来“一带一路”发展看，

如还按常规依靠天津港至二连浩

特口岸的铁路运输通道，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蒙古国集装箱在天津

港积压问题。

2022 年 2 月 5 日， 两 国 总

理在北京会晤时，蒙古国总理

鲁·奥云额尔登提出“望同中

方在加强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密切合作”，促使中蒙两

国确定了嘎顺苏海图—甘其毛

都、西伯库伦—策克、毕其格

图—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的铁路

过境点，为日后两国交通物流

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后疫情时期加强中蒙

两国交通物流合作方式初探 

天津港积压蒙古国集装箱

的原因，一是天津港至二连浩

特铁路运能饱和 ；二是世界各

港口因疫情作业放缓或停滞且

海运运费上涨，导致经蒙古国

发往欧洲的货运量增加 ；三是

二连浩特口岸一旦出现疫情即

通关熔断，使经公路口岸入境

蒙古国的集装箱也产生积压。目

前，内蒙古自治区有关口岸，正

采取加大疫情防控力度，探索口

岸监管区无人驾驶通关模式。辽

宁省也在积极推进“东北陆海新

通道”建设，拟用“多式联运”

方式，积极开辟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通道，为国内外集装箱从锦州

港登陆，经“东北陆海新通道”

入境蒙古国直至抵达欧洲进行尝

试，为从根本上解决积压在天

津港的蒙古国集装箱另辟蹊径。 

（一）中蒙两国应开辟从锦州

港至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运输通道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

预计从天津港至二连浩特口岸

的 铁 路 运 能 紧 张 情 况 还 会 加

剧。因此，打通从辽宁省锦州

港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即“东北

陆海新通道”）至蒙古国毕其格

图口岸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

这样，既开辟了一条解决蒙古

国集装箱只依靠“一个港口、

一个口岸”入境问题，又开辟

了一条从锦州港至蒙古国毕其

格图、乔巴山、额仁查布、博

尔 贾 至 欧 洲 的“ 中 蒙 俄 经 济

走 廊 新 通 道 ”。 这 条 通 道 还 是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规划纲要》

中，中蒙俄三方确定的东线铁

路走廊。目前，这条通道中国

境内的三条路径之一，即锦州

港—通辽—珠斯花—珠恩嘎达

布其口岸已贯通（其它优化路

径 已 完 工 90% 以 上 ）， 天 津 港

积压的蒙古国集装箱可转口锦

州港，通过“东北陆海新通道”

进入蒙古国。建议蒙古国与锦

州港合作，在锦州滨海新区联

合建设国际物流园区，为后疫

情时期中蒙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二）中蒙两国应联合修建

蒙古国境内公路

在《蒙古国 2050 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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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划 2020 年—2030 年修建

从乔巴山—霍特—毕其格图和

西乌尔特—毕其格图公路。目

前，中国境内从锦州港至珠恩

嘎达布其口岸的铁路、公路均

畅通。但蒙古国境内从毕其格

图口岸至乔巴山市还有部分路

段是砂石路和草原路，会对公

路运输集装箱产生安全隐患降

低运输效率。据了解，蒙古国优

日乐特矿已取得该路段建设的政

府批准文件，但该企业缺乏独自

承担修建公路的资金。建议中蒙

两国政府鼓励支持两国有条件的

企业合作，共同修建蒙古国境内

公路。使从锦州港上岸的集装

箱，以铁路运输形式发到中蒙边

境的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再以公

路集装箱运输的形式转运到蒙古

国乌兰巴托等目的地。还可以将

发往欧洲的集装箱运输到乔巴山

市的巴彦图们火车站，利用既有

的蒙俄铁路，从乔巴山—额仁查

布—博尔贾—莫斯科，发往欧洲

各国。 

（三）中蒙两国应联合修建

蒙古国境内铁路

2022 年 7 月 2 日，蒙古国在

中蒙边境蒙古国一侧得毕其格图

口岸举行了乔巴山—霍特—毕其

格图铁路开工仪式。关于这条铁

路，曾是中蒙两国酝酿已久的合

作项目，其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施工建设规划均由中方研

究、编制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没能动工。鉴于目前蒙古国

在铁路建设资金和承建单位尚未

最终确定的情况下，按照中蒙

两国“联合声明”关于“中方

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来

蒙投资兴业，参与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矿产能源等项目。

蒙方将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切

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的

共识，支持两国有实力的企业

合作修建乔巴山—霍特—毕其

格图铁路。 

（四）中国铁路总公司和辽

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应完善“东

北陆海新通道”铁路优化路径

目前已通车的锦州港—通

辽—珠斯花—珠恩嘎达布其口岸

铁路运距为 1153 公里。另外，

还有一条从锦州港—朝阳—赤

峰（大板）—珠恩嘎达布其口

岸的铁路线路，运距为 854 公

里，比天津—二连浩特口岸铁

路的运距少约 100 公里，具有

明显的运距优势，一旦开通这

条铁路线路，可有效缓解天津

港—二连浩特口岸的铁路运输

压力。但这条铁路通道目前还

有一段 157 公里尚未铺轨，还

有两个标段共 83 公里需尽快开

工。鉴于蒙古国按照“新复兴

政策”，已开启了 5600 公里铁

路网建设工作，特别是将乔巴

山—霍特—毕其格图铁路建设

提上了日程，建议中国铁路总

公司和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加快境内铁路优化路径的建设

步伐，争取早日与蒙古国毕其

格图—霍特—乔巴山铁路对接。 

（五）中蒙两国应加强“东

线铁路走廊”沿线节点城市的产

业对接

中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双方经贸往

来。“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将

深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同蒙古国‘远

景 2050’长期发展政策、‘新复

兴政策’对接，扩大贸易、投

资、金融、矿产能源、互联互

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建议在后

疫情时期，以“一带一路”倡

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理念，与蒙古国相关发展

战 略 对 接， 具 体 将 蒙 古 国 在

“东线铁路走廊”沿线已规划的

额仁查布、乔巴山、霍特、毕

其格图四个工业园区和国际物

流园区，与中国境内“东北陆

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的工业园

区和物流园区对接，在加大中

蒙两国交通物流合作的同时，

将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国东部

地区建设成“东北亚经济圈”

的核心和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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