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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框架下

内蒙古对蒙古国投资贸易评估与建议

蒙古国作为地处中俄之间的

世界第二大内陆国，是中国的近

邻，世界上国土面积 第 19 大、

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是“一带

一路”重要沿线国家，也是 最

早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其地上地

下资源极为丰富。2018 年蒙古国

GDP 总计 127.2 亿 美 元 , 同比 增

长 6.9%， 人均 名义 GDP4100 美

元。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

国北部边疆，与俄罗斯、蒙古国

接壤，边界 线长达 4221 公里，

沿线分布有满洲里、二连浩特

等 18 个对外开放口岸，已形成铁

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多种运

输方式的全方位开放口岸格局，

面 积 为 118.3 万 平方公里，2018

年底全区常驻人口总数达到 2534

万人，城镇率 62.7%。内蒙古是

实 施 “一 带一路”倡议和中蒙

俄经济走廊的核心枢 纽地区，

特别是在实现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和蒙 古国“发 展 之 路”战

略对 接 合 作当中， 内蒙 古自治

区和蒙古国的经贸合作 将占有

举足轻 重的重要地位。内蒙古

素有“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

地矿藏”的美誉。2018 年，内

蒙古地区 GDP 实现 1.7289 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3%。人

均 生 产总值 达 到 68374 元（ 约

1 万 美 元 ）。2019 年 1—6 月，

内 蒙 古 地 区 GDP 实 现 8267 亿

元， 按可比价格计 算， 同比 增

长 5.5%。

一、“一带一路”与“发

展之路”对接框架内中蒙两

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近年，随着中蒙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深化，在“一带一路”

与“发展之 路”倡议 对接框 架

内，中蒙两国务实合作不断加强。

（一）中蒙两国高层互访频

繁，  签署多个合作协议

2014-2019 年，中蒙高层频

繁互访，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多

达 90 多份，金额约 360 多亿元

人民币。

据统计，两国高层重要互访

和达成的共识主要有：

1.2014 年 8 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

问，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包括中

方为蒙提供 13 亿元人民币无偿

援助加 10 亿美元贷款在内的 26

份经贸合作文件 ；

2.2016 年 7 月，中国国务院

摘   要 ：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在发展中蒙两国关系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

用。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双边经贸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蒙古国“发展之路”战略对接合

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本文简要介绍中蒙“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框架内的务实合

作进程、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基本情况及两地投资贸易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双方的合作进行了风险

评估，并提出了今后改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内蒙古  蒙古国  经贸合作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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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接推进研究》（项目批准号 16JJDGJW008）。

开放 OPEN北方经济



41

总理李克强访蒙，双方签署了包

括中方为蒙提供 5+5+5=15 亿美元

优惠贷款在内的 15 份合作协议 ；

3. 2017 年 5 月，蒙古国时任

总理 Ж·额尔登巴特 访华并出

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双方签署了包括《中蒙政府

关于“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 

倡议对接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内

的 15 亿美元优惠贷款项目范围

内 21 份文件 ；

4.2018 年 4 月，蒙古国总理

У·呼日勒苏赫访华，双方签署

了经贸、人文、产能、环保等领

域约4.5 亿美元的11份合作文件。

5.2016-2017 年度中方 提 供

了 7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住

宅建设、海关基础设施改造等项

目 ；2018 年，为改造蒙古国首都

乌兰巴托棚户区，中国政府提供

了 20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两

项无偿援助共计 27亿元人民币。

6.2019 年 4 月下旬蒙古国总

统 X·巴特图勒嘎应邀参加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并对华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

访问框架内，中蒙双方签署了包

括《中蒙建交 70 周年庆典活动

计划》在内的 18 个合作文件。

7. 近几年面对蒙古国遭遇的

经济困境，中国积极支持其经济

复苏规划，作为国际货币组织 55

亿美元援蒙国际救助计划的一部

分，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

签 150 亿 元 人 民币（ 约 合 22 亿

美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

效期三年。

目前， 中蒙 双方都 在为具

体落实上述所达成共识的协议

而积极运作。在“一带一路”与

“发展之路”倡议对接框架内，

中国对蒙古国经济合作稳步推

进，援助款项和合作项目正在到

位和落实。

（二）涉及蒙古国国计民生的

大型项目纷纷落地建成

在“一带一路”与“发展之

路”倡议对接框架内，涉及蒙古

国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纷纷落地

建成。

1. 第一座交互式立交桥。使

用中方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资金，

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乌兰巴托市

雅尔玛格立交 桥主桥 2018 年 7

月 9 日正式实现通车。雅尔玛格

立交桥横跨图拉河，地处乌兰巴

托市城区通往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方向的必经之路，是近年来蒙古

国首都最大规模的市政建设项目

之一，它的建成将成为蒙古国首

座互通式立交桥，大大改善首都

交通拥堵状况。

2. 第一条高速公路。被誉为

“中蒙友谊之路”的由中铁四局

承建的蒙古国乌兰巴托新国际机

场高速公路项目是蒙古国首条按

照中国高速公路标准建设的高速

路，于 2019 年 7月 5 日正式通车，

是 双向六车道 及 路宽 32.5 米，

上限速最高 100 公里 / 小时。该

公路的通车对于完善蒙古国国家

公路网络，提升乌兰巴托城市形

象，促进两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深度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第一个现代化残疾儿童发

展中心。中铁四局承建的中国援

建蒙古国残疾儿童发展中心项目

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对蒙古国民生

领域实施的最大援建项目，已于

2019 年 1 月24日建成交付使用。

该残疾儿童发展中心将有效预防

和治愈残疾儿童疾病，也是促进

蒙古国民生事业发展、惠及当地

百姓的重点工程项目。

4. 纳莱哈公路升级改造项目

揭 牌。2019 年 7 月 10 日， 国 家

副主席王岐山对蒙古国进行友好

访问，期间同蒙政府总理 У·呼

日勒苏赫共同为纳莱哈 20.9 公里

公路开工举行揭牌仪式。升级改

造项目由中水电九局承建。该项

目位于乌兰巴托市东南方向，是

连接首都市区与纳莱赫区及蒙古

国东部各省的唯一干线和交通枢

纽。现有公路已使用 50 年，仅

有两车道且年久失修，项目完成

后将改为双向四车道，大大缓解

该路段的拥堵状况，便利进出首

都的客货运输，必将拉动周边经

济增长。

蒙古国最先 进的污水处理

厂、乌兰巴托市最大规模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也即将启动。

二、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

国的投资贸易情况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内

蒙古与蒙古国开展 边境贸易以

来，两地贸易额一直占中蒙两国

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内蒙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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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的贸易互补性比较突出，

进口主 要以煤 炭、 铜 精 粉、 原

油、铁矿砂、锌矿粉和畜产品等

资源性产品为主，出口以建材、

钢材、汽柴油、日用百货、水果

蔬菜等为主。近 20 年来，中国

一直是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

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而中国内蒙

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的投资贸

易合作，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双边

贸易

自 2012 年以来，蒙 古国一

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2018 年内蒙古的进出口

贸易值突破 1000 亿元大关，即

1034.4 亿元人民币。内蒙古企业

对蒙古国进出口 327.7 亿元，同

比增长 24.1%，占同期内蒙古进

出口总值的 31.7%。2019 年上半

年，内蒙古对蒙古国进出口 179

亿元，增长 20.2％，占 32.7％ ，

居首位，蒙古国继续成为内蒙古

自治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二）内蒙古对蒙古国的投资

现状 

内蒙古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始于 1989 年。在 投资方面，内

蒙古对蒙投资约占全区对外直接

投资的 55% 以上。

2012 年蒙古国出台限制外资

法律以后，内蒙古对蒙投资呈下

降趋势，2013 年底的蒙古国新投

资法开始实施以来，现已呈现增

长势头。

2014 年内蒙古备案 对蒙古

国投资项目 19 个，中方协议投资

额3.5 亿美元，同比增长4 倍多，

占全区对外协议投资额的 31%。

截至 2014 年底，内蒙古在蒙古

国 投 资 设 立 企 业 113 家， 投 资

领域涉及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种养殖、贸易餐饮服务、 建

筑工程及建材生产以外房地产开

发成为新的增长点。其中，60%

以上的投资资本集中在地质和矿

山领域。

2015 年 6 月在蒙古国乌兰巴

托市举办的内蒙古和蒙古国投资

贸易洽谈会上，两国企业签订贸

易投资合作协议 19 项，协议金

额达 4 亿美元。签署协议涉及航

空运输、矿业投资、公路建设、

蓄能电站、畜牧业养殖和农业种

植等广泛领域。

2015 年 10 月在中国呼和浩

特市举办的首届中蒙博览会共签

署各类合作协议 166 项，合作项

目协议投资额达到 1485.9 亿元人

民币。

2016 年上半年，内蒙古办理

对蒙古国境外投资备案企业 16

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 5247.48

万美元，同比下降 64.9%。投资

领域主要涉及农牧业、采矿业、

制 造 业、 信息传 输服 务、 零售

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等。

2017 年 9 月， 第 二 届 呼 和

浩特中蒙博览会共签署合作协

议、意向等 47 项，投资额达到

881.43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欧

班列方面共签署合作协议 6 项。

展会现场交易额及意向协议约为

5.3 亿元人民币。

值得 提 及的是， 以往内蒙

古在蒙古国投资的多数是中小企

业或私营小企业，实力有限、投

资额小，大型国营企业较少。现

有 25 家矿业公司中员工超过 100

人以上的不到一半。在乌兰巴托

市注册的内蒙古籍企业约有 200

家，90% 为中蒙合资企业，其中

1/3 企 业 盈 利、1/3 维 持 现 状、

1/3 企业在亏损。蒙方希望中方

派出有实力、技术先进和人员素

质高的企业，亦强烈要求保护草

原生态环境。

三、内蒙古对蒙古国投资

贸易风险评估

（一）蒙古国的投资环境和投

资风险 

1. 蒙 古国政 策法规 稳定性

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早在 上世

纪 90 年代，蒙古国就加入了《首

尔投资保障公约》和《解决国家

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华盛顿公

约》。其国内的《外国投资法》针

对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许多税收激

励措施，如从事能源、运输基础

设施、电信网络行业的公司将免

除所得税 10 年，后 5 年税收减

免一半等。蒙古国政府还做出稳

定性协议的承诺 ：200 万美元以

上的投资，税收政策 10 年不变，

1000 万美元以上的投资，税收稳

定期延至 15 年。但是，蒙古国

法律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需要进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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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经济因素是双方投资贸

易不可忽视的障碍。2010 年 7 月

修订的“蒙古国家安全构想”规

定，在蒙投资的任一外国的投资

量不能超过全部外资的 30% 。

中国对蒙投资曾一度占蒙古全部

外资的 50% 以上，这显然超过

了 30% 的规定。按照这个构想

的规定，2012 年蒙古国出台了限

制外资的法律，导致包括中国在

内的外资大幅 下降，2015 年上

半年外国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

3. 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

滞后。合作开发矿产资源中，蒙

古国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落后，而

且有些矿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加

之电力短缺和交通运输的不畅，

大大增加了中方企业对蒙古国的

投资风险。

4. 蒙古国地质工作水平有待

提高。蒙古国的地质资料陈旧、

可靠性差，中方为掌握可靠地质

资料必须重新进行地质勘探，

这必将增加我方前期的投入。

5. 蒙 古国在 资源开发合 作

中越来越不愿单纯出口原材料，

主张深加工并出口附加值高的产

品，为此希望得到外资企业的技

术支持。

（二）中方在对蒙投资贸易中

存在的问题

1. 中方对蒙投资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大项目比重少，大部分为

实力不强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合

作领域单一，技术含量低，合作

层次不高，导致有时经济效益较

差，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2. 中 方 对 蒙 投资政 策、 法

律法规了解不够，加之蒙古国政

策法规多变不稳，一些中资企

业对投资项目缺乏深入细致的可

行性论证分析，对投资、经营风

险估计不足，导致投资项目亏损

或潜在风险加大。

3. 中资企业和华人在蒙古国

民众中的好感度不高，中资企业

和人员在蒙古国形象需要提高。

4. 国际方面，蒙古国丰富的

地上地下资源极大 地吸引着蒙

古国“第三邻国”日、加、俄、

澳、美、韩国等，他们也在加紧

进行与蒙 古国的资源合作。所

以，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经贸

合作既存在机遇，也面临诸多

国际上的竞争和挑战。

四、对策建议

尽管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投

资贸易面临一些内部和外部的问

题，但是，实现 “一路一带”与

“发展之路”倡议对接合作和建

立中蒙俄三国经济走廊构想中，

内蒙古与蒙古国双方的合作将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此，我

们应 在 2014—2019 年两国签署

的 90 多个协议框架内，尽快积

极落实那些具体的合作计划，把

代表两国共同利益的经贸合作的

蛋糕做大做好。为此，为今后有

效合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发挥双方政府职能部门的

作用。从中方来说，政府应建立

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引导

那些可靠的有实力的国有、私有

大中型企业到蒙投资合作，以便

保证合作的效益和信誉。从蒙方

来说，政府职能部门应发挥主导

作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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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

蒙方应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

环境。可喜的是，蒙古国家大呼

拉尔（议会）2018 年秋季例会 10

月 1 日的开幕上议长 М·恩赫包

勒德致辞强调 ：“改善国内经商

环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相

信，蒙古国投资经商环境会逐步

改善。所以，今后，双方企业通

过平等协商，按照市场原则签署

并得到两国政府批准的合同，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坚决履

约。要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 实地 考 察， 掌 握 可靠 资

料。针对蒙古国地质资料不够完

善的情况，为准确掌握矿产资源

的实际情况，建议 双方地矿部

门，经过蒙古国政府批准，对蒙

古国的矿产地质资料及其他有关

信息进行分析，并配合企业加强

考察和研究，对蒙古国矿点的勘

探、交通、水、电以及运输能力

等进行实地考察和论证，以便为

企业实施矿产资源开发提供可靠

参考。

3. 提升合作方式，促 进蒙

古国产业的升级。中方要逐渐改

变从蒙古国直接进口能源资源

的方式，采取开发与深加工相结

合，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等多种合

作方式。在合作取向上要注重双

赢和互利，促进蒙古国经济发展

和产业升级，增强其自主发展能

力。中方应在蒙古国煤炭本地深

加工、扩大相应产业链、增加产

品附加值等方面提供积极协助。

4. 为蒙拓宽资源销路。对于

无出海口的蒙古国，制约其资源

开发的瓶颈是运输通道。从地缘

优势上来看，中国是距蒙古国南

部大型矿最近的市场，塔温陶勒

盖 TT 矿到中国口岸距离只有 270

公里。现已启动的 TT 矿—宗巴

音、嘎顺苏海特的标轨建成后不

仅大大方便两国的物流合作，而

且蒙古国丰富的能源还将借助中

国较完善的港口运输系统辐射到

东北亚地区，拓宽资源的销路。

5. 重视环境保护。蒙古民族

是崇尚自然的民族，蒙古国是世界

上少有的游牧国家，草原是他们

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矿山开采

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极大，所以中

方在蒙古国开矿应该把环保问

题放在首位，要做到矿区绿化

和生态恢复，保障当地居民的利

益。同时，还 要 保 护蒙 古国的

游牧文明。

6. 将中蒙经济合作融入地区

一体化进程。面对外部势力在蒙

古国角逐的现实情况，我们应将

中国在蒙古国的经贸活动由双边

扩展到多边合作，融入地区一体

化进程。中国应以开放的姿态和

包容的胸怀，在蒙古国资源市场

上与各国开展平等竞争，交流成

功经验和高新技术。

7. 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蒙古

国当地民众的利益。中资企业尽

可能与当地企业合作，多和当地

人才和劳力共事，在其作业选区

增加就业、促进其经济发展，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和改善当

地民众的生活。通过 双方有效

的经贸合作，要达到互惠互利和

双赢，成为利益 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同时，应该促 进蒙古

国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给 蒙

古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 比如， 修路、 建 立幼儿园

等 学 校、图书馆、文体设 施等

等，消除蒙古国民众 对中国的

疑虑。 让他们相信， 中国是蒙

古国可放心、 可信 赖、 负责任

的全面战略伙伴。

8. 加强对中国赴蒙人员的培

训。蒙古国老百姓把遇到的每一

个中国人都看作是“中国”，他们

的言行举止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

中国的国家形象。中方应该对在

蒙企业管理人员提出严格要求，

组织出国前培训，使其了解蒙古

国的国情、民情，包括蒙古国的文

化习俗和礼仪规范，出国后要做

到尊重对方的文化、文明，保持

自身的良好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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