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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向北开放新发展格局下的
内蒙古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

柯小梁 1  杨廷宇 2

一、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横跨三北，

煤炭等资源丰富，毗邻蒙俄区位

重要，享有东北振兴、京津冀协

同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级

战略的支撑 ；“成渝双城经济圈”

是国家重大战略，被赋予带动西

部地区发展的重任，能源、粮食

需求持续增加，这两个区域具有

相互联动发展的客观需求。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筑牢“两个屏

障”，建设“两个基地”，打造一

个“桥头堡”, 为内蒙古今后一

个时期指明了发展方向。其中打

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

习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之一，肩负着推动中国向北

开放的重大使命，努力实现更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及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内蒙古

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已达到中等

摘  要 ：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内蒙古发展的五大任务之一，内蒙古自治区与成渝

双城经济圈等广大西南地区在能源、农牧业等产业有联动发展的客观需求。为更好发挥内蒙古在联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作用，促进西南西北区域经济互动，串联“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

规划构筑了内蒙古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运输通道，探索打造升级版西部陆海新通道，旨在实现资

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便捷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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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形成了以农

牧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多

种结构不断优化的新格局，同时

还拥有中国第一的矿产资源、森

林资源，全国第二的风光资源，

以及名列前茅的旅游资源。2022

年全区进出口总额 1523.6 亿元，

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935.5亿元，占比61% ；与蒙古、

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183 个国家

建立了贸易关系。

此外，内蒙古还拥有我国

最长的铁路运营里程，以及最多

的中欧班列过境数量，具有较好

的发展基础。

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

通道规划建设情况

近年来，受公共卫生事件、

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摩擦等

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总体呈衰退

趋势，不确定性陡然提高。面对

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准备经受风

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

验。在此背景下国家重申共同富

裕的根本原则，开启了新一轮的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基建”等新发

展模式。

2019 年 8 月，为保障国内国

际双循环、推进一带一路与西部

大开发协同发展、完善城镇空间

化布局，国家出台了《西部陆海

新通道总体规划》，以成都、重

庆为起点，以铁路作为骨干，通

过东、中、西三大通道连接北部

湾出海口。

西部陆海新通道相关规划

自实施以来，相关项目建设保持

强劲增长态势，显示出强大竞争

优势和良好发展前景。班列运行

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基础设施

网络持续完善，综合服务功能不

断增强，统筹协调机制有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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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022 年班列开行数量超过

8800 列。截至 2023 年一季度，

班列累计开行总量已超过 25000

列 ；新建黄百铁路，以及成渝铁

路成隆段、隆黄铁路、黔桂铁路

扩能、柳州枢纽、北部湾港扩改

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

道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西

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作用发挥

不足，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

路的衔接还有待加强 ；二是内蒙

古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的衔

接还不顺畅，由内蒙古进入川渝

地区乃至北部湾地区的部分货运

通道尚不完善，铁路长距离运输

优势未完全体现。因此，在新形

势下，探索打造“西部陆海新通

道 +”，支撑内蒙古建设向北开

放桥头堡显得尤为重要。

三、内蒙古融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战略意义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深化陆

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立足区域

基础条件和未来发展需要，依托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以衔接西部

陆海新通道主通道为重点，以

“口岸 + 通道 + 枢纽”为载体，

加快构建高效通关、快速通达、

顺畅衔接的铁路运输骨干通道。

（一）促进西南西北区域经

济互动

《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四个五年计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促进西北地区

和西南地区合作互动。内蒙古

于 2019 年 10 月签订框架协议签

约，与 13 省合作共建西部陆海

新通道。内蒙古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能畅通连接西北地区综合运

输通道，加强与西南地区主通道

的衔接，融入国内大循环，促进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二）“一带一路”向北开

放的重要桥头堡

内蒙古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点省区。要积极推动铁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补齐发展中

的要素短板，形成高质量对外开

放格局。要加强口岸铁路后方通

道建设，完善区域对内对外铁路

通道，形成快速出区、内部畅

通、通疆达海铁路网络格局，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

动力，促进自治区形成外循环畅

通、内循环高效的新格局。

（三）扩大西部陆海新通道

辐射影响范围

内蒙古加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影响辐

射范围扩大北延至我国北部乃至

蒙古、俄罗斯等，并向欧洲方向

延伸，夯实了西部大开发的交通

基础，加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衔接，提升了

通道对西北地区的辐射联动作用。

（四）加强中蒙俄经济走廊

铁路通道

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首

条正式开建的多边经济走廊，是

多边开放合作的成功典范，对促

进中蒙俄三国合作乃至整个欧亚

地区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中线

铁路走廊北起俄罗斯乌兰乌德，

纵贯蒙古国，由二连浩特进入中

国，将其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衔

接，对加强俄罗斯、蒙古、中国

间合作交流、促进投资和消费、

创造需求和消费带动沿线地区经

济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生活水平

有重要的意义。

（五）推动构建中欧班列开

放平台

内蒙古是中欧班列枢纽门

户和重要物流节点，与西部陆海

新通道连通后，将延伸丰富中欧

班列运行路线，实现中蒙俄经济

走廊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和北部

湾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进一步

凸显内蒙古在向北开放中的重

要作用。

四、内蒙古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规划方案

（一）南下通道发展现状

内蒙古至成渝地区地区有

四个既有通道和两个规划铁路

通道，自西向东分别从策克、

乌力吉、甘其毛都、满都拉、二

连浩特口岸出发。其中，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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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渝的距离分别为 2046km、

2074km，经过主要干线为兰新、

兰渝、宝成铁路等 ；甘其毛都至

成 渝 分 别 为 1930km、1926km，

经 包 兰、 西 康、 襄 渝 铁路等 ；

满都拉至成渝分别为 2049km、

1833km，经包西、襄渝、宝成、

呼鄂、包西、西康铁路等 ；二连

至成渝分别为 2386km、2170km，

经呼鄂、包西、西康铁路等 ；规

划乌力吉至成渝分别为1913km、

1941km，经临策、银巴、包兰铁

路等 ；规划蒙东地区满洲里至成

渝分别为 4035km、3780km，经

在建的满伊、白阿、集通铁路等。

（二）现状与预测运量情况

从现状来看，内蒙古与西南

5 省的货物交流逐年上升，以发

送为主，发送品类中集装箱、粮

食、钢铁占比最大，蒙西与西

南 5 省的货物交流以钢铁占比最

高，集装箱和粮食其次。包西线

是内蒙古南下与西南及华南地区

交流的主通道，南下区段密度达

到 3981 万吨 / 年 ；兰新线为新疆

南下与西南及华南地区交流的主

通道，南下区段密度达到 5062 万

吨 / 年 ；兰渝线为蒙西地区、新

疆、甘肃、青海及宁夏南下的主

通道，南下区段密度达到 2913

万吨 / 年，西康线是蒙中地区与

陕西南下的主通道，南下区段

密度达到 5354 万吨 / 年。兰新—

兰渝通道是西部陆海通道衔接中

欧班列的主通道，北上（重车方

向）集装箱比例分别达到 32%

与 19% ；宝中、包西与西康铁路

以承担煤运功能为主，北上方向

中集装箱比例较低。

根据预测，内蒙古南下各

铁路通道功能不变，与西南地

区间铁路运量以向西南地区发

送为主，发送量远期将达到 968

万吨 / 年。

（三）内蒙古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规划目标与方案

规划初期打通堵点、补齐

短板，加强内蒙古境内煤炭、粮

食等大宗物资与成渝地区交流初

步形成稳定、顺畅的“内蒙古—

成渝 ( 西部陆海新通道 )”通道 ；

近期实现成渝与内蒙古优势资源

互换，基本建成双向、大能力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 +”；远期贯通

中欧通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资

源要素在更大范围便捷流动形成

顺畅的北上南下大通道，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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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

从“一带一路”视野上来

看，规划形成北以对蒙对俄口

岸为起点，南至成都、重庆，

进而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至北

部湾，东接沿江通道，联动西

北的格局。

规划东、西两条铁路通道，

东线以呼包鄂城市群为节点，辐

射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珠恩嘎

达布其、满洲里等口岸，经包

西、西康等线达到川渝 ；西线以

蒙西阿拉善盟等地区为节点，辐

射策克、乌力吉等口岸，经兰

新、包兰、兰渝、成兰等线达到

川渝。其中，东线连接蒙中呼包

鄂城市群核心区，均由既有线组

成，辐射口岸更多，且与中欧班

列通道径路重合，推荐东线为主

通道，西线为重要通道。

为 保 证 通 道 畅 通， 建 议

“十四五”期间加快实施集通铁

路增建二线及电气化改造、成都

至兰州铁路、包银高铁及包银高

铁银巴支线 ；规划建设临哈铁路

提能升级及电气化改造、集二

铁路增建二线及电气化改造、

巴彦浩特至银川铁路、包兰铁

路银川至中卫、干塘至兰州北

段增建二线扩能改造等 ；规划

研究查干德尔斯至巴彦浩特铁

路、满洲里至伊尔施铁路、乌力

吉至苏宏图铁路等 ；此外，加快

推进策克、甘其毛都等口岸跨

境铁路建设。

五、措施与建议

（一）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

纳规

积极争取内蒙古融入西部

陆海通道，乌兰察布、包头、鄂

尔多斯、满洲里物流枢纽纳入国

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修

编），相关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

设实施方案（修编），积极参与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内蒙

古自治区铁路高质量发展。

（二）全面拓展建设资金来源

结合“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中部地区崛起等国

家政策，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

投资专项资金支持相关铁路项

目建设。同时，进一步做实项

目运营收入，积极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

主体创新融资方式，建议探索

推进资产证券化、发行企业债

等，支持具备条件的项目开展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试点。

（三）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

道沿线各省区市相关部门沟通

建立常态化的省际协商合作

机制，搭建跨区域公共运营平台

公司，建立通道公共信息平台，

共建多式联运体系，创新通道金

融服务保障体系，探索建立“信

息共享、制度共建、模式共创”

的合作机制。

（四）积极打造“内蒙古 +

西部陆海新通道”特色班列品牌

充分发挥通道纽带功能，

推进内蒙古与通道沿线省区市共

建一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

业转移合作园区，积极打造“内

蒙古 + 西部陆海新通道”特色

班列品牌，利用中国—蒙古国博

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

展论坛等合作平台，提升通道对

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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