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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德利

乔 巴 山 —— 阿 尔 山 铁 路

（以下简称“两山铁路”）是落

实“大图们倡议”的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规划中的“两山

铁路”与蒙古国乔巴山——霍

特——毕其格图铁路的霍特站接

驳。2022 年 2 月 6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联合

声明》指出 ：“双方互换照会确

认珠恩嘎达布其—毕其格图口岸

铁 路 过 境 点。”7 月 2 日， 蒙 古

国总理鲁·奥云额尔登出席乔巴

山——霍特——毕其格图铁路开

工仪式。为启动搁置已久的中蒙

“两山铁路”建设提供了契机。

一、“两山铁路”具有连

接“欧亚”的重要作用

“过境蒙古国”理念是蒙古

国作为内陆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

条件的发展策略，而“两山铁

路”是多年来“大图们倡议”历

次会议中屡见不鲜的话题，更是

蒙古国连接“欧亚”的重要环节。

（一）“两山铁路”建设现状

1. 历史上的“两山铁路”。

“两山铁路”，是 1939 年前苏联

修建的从博尔贾——乔巴山——

松贝尔 / 阿尔山铁路。目前，从

俄罗斯博尔贾至乔巴山铁路尚在

运营中。如今，“两山铁路”是

规划新建乔巴山——霍特——毕

其格图铁路的分支，即霍特——

塔木察格布拉克——松贝尔 / 阿

尔山铁路。

2，“两山铁路”规划情况。

2015 年 5 月，吉林省、内蒙古自

治区与蒙古铁路国有股份公司签

署《霍特至松贝尔铁路项目预可

研合作备忘录》；2015 年 6 月，

吉林省与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铁

三院）签署《阿尔山至蒙古国

霍特铁路项目预可研技术咨询

合 同》；2015 年 7 月，蒙古铁路

公司向铁三院提供铁路设计基础

资料 ；2015 年 9 月，铁三院提交

《新建铁路霍特至阿尔山铁路工程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

霍特——阿尔山铁路，位

于蒙古国东方省和中国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境内，西起

蒙古国霍特站，线路途经马塔

“两山铁路”是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

摘  要 ：“两山铁路”是中蒙两国落实“大图们倡议”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2022 年 2 月 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布后，为重启“两山铁路”建设提供了契机。打通

“两山铁路”，不但是用“东北陆海新通道”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还是落实《建设中蒙俄经济

走廊规划纲要》的重要推手，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构建东北亚经济圈”，实现亚洲“互

联互通”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中蒙俄     两山铁路     陆海新通道     东北亚经济圈

德、塔木察格布拉克、松贝尔口

岸，进入中国境内后与伊敏——

伊尔施铁路接轨。铁路线路全长

480.165 公里，其中蒙古国境内

450 公里，中国境内 30 公里。

（二）建设“两山铁路”的

现实意义

1. 完善蒙古国铁路网发展

中蒙地方经济。“两山铁路”是

蒙古国东部路网向东辐射的铁路

线，具有补充区域路网空白和衔

接中蒙铁路网功能，还是拉动蒙

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运输通

道，是促进中蒙两国深化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

东方省具有丰富的矿产资

源，已勘探发现 85 座大型矿床，

有 149 个具备良好开采前景的成

矿带。蒙古国国家矿产资源储量

数据库显示，东方省有黄金、

铁、铜、铀、褐煤等。还有丰富

的白铅、建筑材料、加工玻璃和

水晶用的沙、石英、石灰石，有

色宝石等。

“两山铁路”是蒙古国利用

矿产资源发展东部三省和本国经

济的重要铁路通道。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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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三省解决资源型城市枯

竭、衰竭，实现可持续发展，实

现全面振兴的重要铁路通道。

2. 落实“大图们倡议”促进

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1995 年

12 月，朝鲜、中国、韩国、蒙古

和俄罗斯共同签订的《关于建立

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

协商委员会协定》提出“促进在

东北亚尤其是图们江经济开发区

在 交 通、 电 信、 工 业、 电 力、

环境、金融和银行等方面的投

资”，缔约方将“交通”作为各

个领域的首选。

2007 年，《东北振兴规划》

提出“对蒙重点建设阿尔山（伊

尔施）——乔巴山铁路”；2009

年《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

划纲要》提出“开拓陆海联运国

际运输新通道 ；充分发挥白城 -

阿尔山、长春 - 白城、长春 - 图

们铁路通道作用”；2012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图们江

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

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

与朝鲜、俄罗斯、日本、韩国、

蒙古等东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

区的经济技术合作”；2020 年，

《国务院关于中韩（长春）国际

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指

出“长春市地处东北亚区域地理

中心，东联韩日朝，西通俄蒙 ；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和图们江区域

合作开发的重要节点，也是东北

亚各国合作的重要区域”。应该

说，无论是东北亚国家的次区域

合作协定，还是中蒙两国的发展

规划，都凸显“两山铁路”具有

连接“欧亚”和实现亚洲“互联

互通”的重要作用。

（三）“两山铁路”存在的

问题

1. 蒙古国未将“两山铁路”

纳入优先建设项目。从大的方面

讲，蒙古国的优先项目是南北纵

向铁路。多年来，蒙古铁路国

有控股公司始终与中国谋划霍

特——毕其格图和霍特——乔巴

山铁路建设，意图是与中国“锡

赤朝锦等陆海通道”建设方案对

接。因此，“两山铁路”暂未能

纳入蒙古国铁路建设规划的优先

项目。

2. 中国图们江区域开发的

侧重点在长吉图。虽然“大图们

倡议”的区域范围包括蒙古国东

部三省，但除《东北振兴规划》

提出“对蒙重点建设阿尔山（伊

尔施）——乔巴山铁路”外，其

它相关政策文件虽然也提出对蒙

合作，但“两山铁路”仅是地方

政府工作层面的研究议题。

二、将“两山铁路”作

为“东北陆海新通道”境外

对接通道

东北陆海新通道（以下简

称 ：新通道）是辽宁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精神，谋划的铁路、公路、

航运和航空全方位的陆海新通

道。“新通道”的主通道，是利

用从锡林郭勒盟的珠恩嘎达布其

口岸经赤峰、朝阳、锦州市的铁

路通道最后从锦州港出海。“新

通道”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与规

划中的蒙古国毕其格图——霍

特——乔巴山铁路对接后，经乔

巴山——额仁查布——博尔贾连

接西伯利亚铁路。其中的霍特

站，也是“两山铁路”规划的接

驳站，据此，可以将“两山铁

路”作为“新通道”的境外对接

通道，将阿尔山——长春——珲

春作为“新通道”的另一条出海

大通道，成为落实“大图们倡

议”的新突破。

（一）将“两山铁路”对接

“东北陆海新通道”的意义

“ 新 通 道 ” 建 设 符 合 国 家

“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推动东

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和“完善综

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

物流网络”要求 ；符合《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要求。 

1.“ 新 通 道 ” 能 起 到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作 用。 国 家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新通道”的主通道

是《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

要》第四项建设工程的中国段。

另外，《建设中蒙俄经济走

廊规划纲要》的第五项建设工程

（扩建滨海 2 号国际运输走廊）

是从乔巴山——松贝尔——阿尔

山——乌兰浩特——长春——延

吉——珲春——扎鲁比诺。其

中，乔巴山——阿尔山，即为

“两山铁路”。目前，在蒙古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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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毕其格图——霍特铁路已

由“铁三院”完成可行性研究报

告。霍特——乔巴山也由中国铁

路规划设计机构完成了预可行性

研究报告。“新通道”既能起到

畅通国内大循环，又能连接蒙俄

及欧洲作用，是东北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举措。

2.“新通道”能起到打造对外

开放新前沿作用。国家“十四五”

规划建议提出“构建面向全球的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

东北地区一方面要面向日韩和东

盟等国开展对外开放，另一方面

要面向欧洲等国开展国际合作，

特别是在与新冠疫情抗击和逆全

球化博弈中，都需要再开辟一条

或几条通往俄罗斯和欧洲的铁路

新通道，而较二连浩特——天津

港、满洲里——大连港通道在里

程上更具优势的“新通道”，恰

恰能满足东北地区打造对外开放

新前沿的需求。

3.“新通道”能起到促进东

北全面振兴作用。国家“十四五”

规划建议要求“推动东北振兴取

得新突破。”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事关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实现伟

大民族复兴。“新通道”一旦与

蒙俄铁路贯通，将会形成一个以

锦州港为出海口的环沈阳——锡

林郭勒——乔巴山（蒙）——博

尔贾（俄）——满洲里——哈尔

滨——沈阳的铁路环廊。东北地

区可以利用这个铁路环廊，在打

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同时，实现东

北全面振兴。

4.“ 新 通 道 ” 能 起 到 构 建

“ 东 北 亚 经 济 圈 ” 作 用。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东方经

济论坛上提出“努力构建东北亚

经济圈”。构建“东北亚经济圈”

首先要把东北地区，打造为对外

开放新前沿，而“新通道”形成

的铁路环廊，能起到将蒙古国的

“草原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

济联盟”和“远东开发”，中国

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串联叠加，更

好的发挥“大图们倡议”作用，使

“新通道”形成的铁路环廊，为构

建“东北亚经济圈”助力。

（二）“东北陆海新通道”

具备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基础

2021 年，辽宁代表团将《关

于将“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纳

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作为全团建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建议国家尽早启动《东北

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1. 国家层面给出了政策基

础。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中，国家给东北地区

的定位是“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

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吉

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

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

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

放的重要窗口。”2020 年，国务

院基于长春市“东联韩日朝，西

通俄蒙”的区位优势，批复了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总体方案》。

2. 省级政府制定了实施政

策。辽宁省将“开辟东北陆海新

通道”写入“十四五”规划 ；内

蒙古自治区将锡、赤、朝、锦等

陆海通道建设纳入“十四五”规

划 ；吉林省将“稳步推进‘滨

海 2 号’国际交通走廊建设，

加快中俄珲马铁路扩能改造，

推进中蒙俄大通道建设”写入

“十四五”规划。

3. 组建“东北陆海新通道

地方政府协作联盟”。2020 年，

辽宁省政府成立了“推进‘东

北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2021 年 2 月，“新通道”

沿线的锦州市、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通辽市、阜新市、朝阳

市成立了“推进‘东北陆海新通

道’建设地方政府协作联盟”。

2021 年 9 月，辽宁省、吉林、黑

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 15 个市

盟，在沈阳召开了“东北陆海新

通道建设区域合作交流会”，为

将阿尔山——白城——长春——

图们——珲春铁路纳入“新通

道”夯实了政策和实践基础。

（三）与“新通道”连接的

蒙古国铁路稳步推进

打通从乔巴山——珠恩嘎

达布其——锦州港铁路，是蒙古

国发展本国经济，实现“过境蒙

古国”的迫切愿望。2018 年，

“蒙古铁路”国有控股公司，在

乌兰巴托主办了“铁路东线走

廊与区域及矿业发展”国际研

讨会。与会中蒙俄各方一致认

为“建设乔巴山—霍特—毕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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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铁路并连接俄罗斯和中国铁路

网，加强三国区域经贸合作具有

诸多重要意义”。

1. 蒙古铁路初步完成规划编制

工作。规划中的蒙古国乔巴山——

霍特铁路，霍特——松贝尔口岸铁

路，霍特——毕其格图口岸铁路

的可研报告和预可研报告均由中

国铁路规划单位编制完成。

2. 蒙古铁路纳入国家发展规

划。乔巴山——霍特——毕其格

图铁路已纳入《蒙古国千年发展

目标整体发展政策》；霍特——

松贝尔铁路纳入《蒙古国 2050

年远景规划》。

3. 中蒙两国达成共识。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发

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

古国政府联合声明》指出 ：“双

方互换照会确认珠恩嘎达布其—

毕其格图口岸铁路过境点。”2022

年，蒙古国在毕其格图口岸举行

乔巴山——霍特——毕其格图铁

路开工仪式，标志蒙古国东线铁

路走廊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将“两山铁路”纳

入构建“东北亚经济圈”的

基础设施体系

鉴于“两山铁路”与阿尔

山——长春——珲春铁路贯通

后，能起到为蒙古国打通又一出

海口作用，起到构建“东北亚经

济圈”作用，起到为东北全面振

兴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作用。有必要将

阿尔山——长春——珲春铁路纳

入“新通道”范畴。

（一）扩大“新通道”地方

政府协作联盟

“新通道” 建设需要沿线地

方政府通力合作，在政策层面为

通道建设和产业发展搭建政策体

系 ；在对外合作层面，吉林省、

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要与蒙古

方面做好有效对接工作。为了尽

快将《东北陆海新通道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提上日程，需在

“东北陆海新通道沿线地方政府

协作联盟”基础上，将长春市、

吉林市、延吉市和珲春市纳入

“联盟”。

（二）将锦州市、珲春市和

锡林郭勒盟和兴安盟作为“新通

道”重要枢纽

充分发挥锦州市、延吉市

和锡林郭勒盟、兴安盟作为“新

通道”主要出海口和连接蒙古的

口岸承载作用，着力打造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通道物流和

运营组织中心，增强锦州港和延

吉市利用扎鲁比诺港及罗津港对

通道腹地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

建设辽西地区国际门户港和图们

江地区出海口。

（三）规划“新通道”核心

区和延展区

将“联盟”的各市盟作为

“ 新 通 道 ” 的 核 心 覆 盖 区， 用

“新通道”完善东北地区综合交

通运输网络功能，将“联盟”的

各市盟建设成港口型、空港型、

陆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

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物流枢纽和

节点。创新通道运行组织模式，

提高通道整体效率和效益，支撑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将“联盟”以外的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其他地区，

作为“新通道”的辐射延展区。

强化主通道与东北地区综合运输

通道的衔接。加强“新通道”与

欧洲、蒙古国东部地区、俄罗斯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黑龙江满

洲里、绥芬河等口岸地区及京津

冀经济圈的衔接，提升“新通

道”对东北亚地区的辐射联动作

用，使“新通道”成为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的突破口，成为实现亚

洲“互联互通”和构建“东北亚

经济圈”的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东北亚经

济圈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莉莉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23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