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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思路对策研究》课题组

当前，内蒙古东部地区正

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

段、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党的

十九大以来，内蒙古先后制定出

台了推动东部盟市跨越发展、东

部区域“十三五”发展规划、支

持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规划

和文件，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实

现快速发展，生产总值占全区的

比 重 由 2017 年 的 30.9% 提 高 到

2020 年的 32.4%。但是，内蒙古

东部地区依然在生态保护、产业

转型、民生保障及对外开放等方

面存在短板弱项。

一、问题分析

( 一）环境保护压力较大

内蒙古东部地区沙化治理、

水土保持、区域绿化、低效林改

造等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较为繁

重。水生态问题突出，西辽河流

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近 97%，

平原地区地下水开发利用过度。

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控制任务

仍然艰巨，东部盟市均未完成

“十三五”单位 GDP 能耗下降目

标，其中兴安盟、通辽市、锡

林郭勒盟单位 GDP 能耗分别不

降反升 16.1%、13.5%、5.2%，能

耗总量分别超出控制目标 110、

197、119 万吨标准煤。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

务紧迫

内蒙古东部地区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偏重资源型、传统型

及重化工型，新兴产业发展较

慢。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超过 45%，其中通

辽市、赤峰市分别超过 60% 和

50%。科技创新基础薄弱，2019

年内蒙古东部地区 R&D 投入强

度均低于全区0.86%的平均水平。

（三）民生保障仍有短板

内蒙古东部地区财政收支

矛盾突出，2020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416.4 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为 2059.41 亿元。民生

领域投入不足，2020 年投入占

比仅为 52.6%。基础设施水平相

对滞后，路网密度仅为 17.6 公

里 / 百平方公里，等级不高、公

路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下占比高达

84.5%，跨省快速、高速铁路建

设水平有待提升。

（四）对外开放水平仍需提升

内蒙古东部地区口岸贸易以

进口俄、蒙自然资源为主，口岸

地区产业园区加工能力有限，与

腹地经济联系不紧密。对俄蒙经

贸合作层次较低，赴俄蒙开展境

外投资的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

金实力不强，投资领域较单一，

并缺少可以打开欧洲市场的产品。

二、对策建议

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正迎来

新一轮发展机遇。内蒙古东部地

区要加快补齐短板，力争在生

态、产业、改革、开放、民生、

协调等六个方面实现新突破，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内蒙古落实东北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 ：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2021 年 7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

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内蒙古东部地区要深度融入东北全面振兴，

加快补齐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保障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在生态、产业、改革、开放、民

生、协调等六个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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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一是联合东北三省，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全方位全地域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

城。二是合力巩固提升环境质

量。例如，加强与东北三省水污

染防治交流合作，强化重点湖库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力度。三是提

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合力

推动东北地区落实最严格耕地保

护制度，继续推进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任务。四是大力发展低碳循

环经济。联手东北三省，推行绿

色制造，强化节能减排，推进清

洁生产，构建内蒙古东部地区循

环链接的产业体系。严格控制高

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产业发

展，严格控制新上“两高一资”

项目，有效控制内蒙古东部地区

工业碳排放。

（二）完善绿色优势现代产业

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一是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

求，加强煤油气风光等资源勘探

开发利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构建多元的能源生产和输送体

系，把内蒙古东部地区打造成为

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加

快内蒙古东部地区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步伐，推进制造业智

能化改造。二是充分挖掘内蒙古

东部地区冰雪、森林、草原、湖

泊、湿地、边境、民俗等自然人

文资源和独特气候条件优势，发

展生态旅游业，联手东北三省共

同打造世界知名生态休闲旅游目

的地。三是统筹考虑内蒙古东部

地区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坚持

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

林，加快发展生态农牧业，大力

提升农牧业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水

平，培育一批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和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基地，

增加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供给。

（三）深化改革创新，激发

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一是以建设法治政府、创

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目标，推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二是

加快转变发展理念，建立健全体

制机制，落实好支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壮大一批主

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民营企

业集团和龙头企业。三是按照不

同国有企业功能类别推进改革，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引领，改组组

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扎

实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

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重组整

合一批国有企业，促进内蒙古东

部地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四是

统筹考虑改革成本，加快构建政

企分开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国有林

区管理体制。进一步推进内蒙古

东部地区农垦系统改革发展，理

顺政企、社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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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保障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一是提升居民就业和收入

水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

就业政策。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

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

保障机制，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

体协商覆盖范围，创造条件增加

财产性收入，提高内蒙古东部地

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健全最低

工资增长机制，挖掘农牧业经营

增收空间，落实各项惠农惠牧政

策，多渠道增加内蒙古东部地区

农牧民收入。二是提高办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教学和全面推进国家统

编教材推行使用工作。积极开展

与东北三省及其他地区多层次教

育交流合作，鼓励内蒙古东部地

区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展联合

办学，推动东北区域内相关院校

和培训机构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开展远程教育服务。三是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做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加强满洲里、二连浩特

边境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与东北

三省开展疾病疫情信息交流和预

防控制合作。积极发展远程医疗

网络，鼓励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

北三省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合

作。

（五）强化区域合作，加快

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

一是推动内蒙古东部地区

全面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推进三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

动与俄蒙边贸方式创新、边境贸

易扩大，加快跨境铁路口岸建

设。二是加快满洲里、二连浩特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支持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经

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推进

“小组团”滚动开发，与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内地省

份开展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协同

发展新格局。三是深化与东北三

省合作，加强与京津冀地区融合

发展，推动与长三角、粤港澳交

流合作，建立区域合作长效机制

和协同开放发展机制，积极推动

锡赤朝锦陆海通道建设。

（六）统筹城乡发展，构建

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一是推动赤峰、通辽区域

中心城市，打造内蒙古东部地区

高质量带动增长极。稳步提升内

蒙古东部地区中小城市承载能

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着

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城市发展品质。补齐内蒙古东部

地区县城医疗卫生、教育、养老

托育、文旅体育、社会福利和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发展短板。二

是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以更大力度推动内蒙古东部地区

乡村振兴，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壮

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继续实施消费帮

扶。三是以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

为重点，不断优化提升内蒙古东

部地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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