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MACRO 宏观 2018 08

内蒙古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和地域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

要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

度，必须着力强化重大项目建设

这个“第一抓手”。为此，需要围

绕我区的优势和需要，结合国家

要求和政策方向，谋划一批对我

区、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

工程。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

以下几大工程应作为我区新时期

争取国家投入支持和引导社会投

资的重点领域。

一、实施蒙东地区大水

网建设工程

（一）基本思路

蒙东地区水资源丰枯不均，

既存在水多用不了、长流入海的

问题，也存在缺水不够用、制约

发展的问题，是制约其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以赤

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

尔市为重点地区实施大水网建设

工程，通过建设水源控制工程、

跨区域调水工程、调蓄水工程

等，将嫩江、额尔古纳河、西辽

河等几大河湖水系连通，实现水

资源东西互补、南北相济、调引

自如、供需平衡，以破解蒙东地

区水困水患并存的“水瓶颈”，

强化振兴发展的“水支撑”。

( 二 ) 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提高蒙东地区

的水资源 综 合利用水平。蒙 东

地区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如呼

伦贝尔市水资源占全区的 73%，

人均水资源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

倍，而赤峰市水资源占全区不足

10%，人均水资源仅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 40%，不足国际人均水资

源警戒水平的 1/2。特别是流经

呼伦贝尔市境内 788 公里的嫩江

和 967 公里的额尔古纳河，非常

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就白

白流入海洋，而通辽、赤峰境内

西辽河、老哈河、西拉沐沦河等

因水源不足、利用过度，出现断

流或干涸，严重制约通辽、赤峰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甚至影响整个蒙东地区

协同互补发展。因此，通过河湖

连通的大 水网建 设，可以促 进

水资源平衡 综 合利用，既是蒙

东地区改善民生和生态的基础

性工程，更是蒙东地区长远发

展和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战

略性工程。

二是可以为蒙东振兴创造更

好的保障条件。以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为

标志，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工程

全面实施。内蒙古东部盟市作为

东北振兴的重要地区之一，迎来

了新一轮发展机遇。但东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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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内蒙古重大投资项目的思考

摘   要 ：今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内蒙古基础设施欠账

还很多，是制约发展的短板。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也提出 ：“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讲，有

效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区域发展的第一抓手”，我们认为 ：内蒙古作为欠发达

的西部地区和地域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要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必须着力强化重大项目建设这个

“第一抓手”。本文经初步研究，提出我区应重点考虑实施蒙东地区大水网建设工程、阴山山脉绿化工程、沿边

公路及城镇体系建设工程、全域通用航空机场群建设工程、大生物健康产业培育工程等重大项目，推动自治区

未来一段时间稳投资、抓项目、打基础、稳增长、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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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是产业发展，不管是培育

扶持当地产业，还是加强招商引

资，积极承接高质量产业转移，

都需要蒙东地区尽快解决要素短

板问题，提高保障能力。水资源

是蒙东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

保障。通过大水网规划和建设，

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对于其发

挥区域资源优势，加强招商引

资，推动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 三 ) 可行性

一 是 地 理 条 件 具 有 可 能

性。从东北向西南，大兴安岭贯

通整个蒙东地区，岭南大部分

地区为东北平原，岭北虽有几座

低山，基本都有河流水系环绕。

因此，整个蒙东地区海拔高差较

小，地形起伏不大，属相对平缓

的区域，通过引水、调水、蓄水

等水利工程，将各个河湖连通，

工程难度较小，自然地理条件具

有可能性。

二是现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

条件。为满足水资源需求，蒙东

各盟市已经建成或正在实施一

批水利工程，如西拉木伦河－红

山水库联通工程、引绰济辽调

水工程、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

等，为新时期我区站在更加宏

观、统 筹的高度，实 施蒙东地

区大 水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工

程和技术基础。

二、实施阴山山脉绿化

工程

（一）基本思路

阴山山脉西起巴彦淖尔的狼

山、乌拉山，东至蒙冀边境的大

马群山，长达 1200 多 公里，对

我区及京津冀地区地理区位和生

态功能非常重要，实施阴山山脉

绿化工程意义重大。应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结合阴山沿线地区的

自然生态特点，按照因地制宜、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分

地区、分阶段地推进阴山山脉绿

化工程，为内蒙古阴山周边区域

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二 ) 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完善京津冀生态

屏障。京津冀地区最直接的天然

生态屏障是东北方向的燕山山脉

和西北方向的阴山山脉。由于燕

山山脉植被条件较好，目前主要

是如何更好地保护的问题。而在

北方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下，阴

山山脉地处京津冀地区的西北方

向气候上游，其生态功能对于京

津冀更为重要。尽管近年来阴山

山脉绿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但大部分山脉植被覆盖率仍然较

低，周边耕地、林地、草原等退

化、沙化、盐渍化较重，迫切需

要加大生态建设力度，让阴山山

脉“绿起来”，更好地发挥京津

冀地区天然生态屏障的功能。

二是有利于改善呼包鄂及周

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阴山南北部

集聚了呼包鄂经济核心区、河套

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灌溉农业区及

乌兰察布等交通优势区。这些地

区既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较大

的发展潜力，也存在较大的生态

环境制约瓶颈。在国家全面推进

“五位一体”的新常态下，更需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思路，推动阴山山脉绿化

工程加快实施，既为内蒙古经济

核心区及周边地区持续较快发展

提供绿色支撑和生态保障，也为

广大百姓创造绿色健康的生存环

境。

（三）可行性

一是历史上生态植被良好

证明可以恢复。阴山大部分区域

自古就是水草丰美之地，“敕勒

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

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诗句证明，阴山地

区并不是不能生长植被的不毛

之 地，是具备 恢复植被天然条

件的。

二是近代也有生态 保 护建

设的成功例证。由于近几十年的

过度利用和不合理开发，大大超

过了生态开发阈值，使阴山山脉

及周边地区生态破坏严重，但如

果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破损的

生态也是可以恢复的。如呼和浩

特的蛮汉山、乌兰察布的苏木山

等保护和建设力度较大的阴山区

域，现在的水草仍旧丰美。近几

年呼和浩特市实施的大青山南坡

绿化工程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是我区恢复阴山生态有经

验有基础。多年来，我区承担了

国家、自治区多项重大生态建设

工程和城乡绿化工程，为实施阴

山绿化工程奠定了较为成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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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经验和技术理论基础。

三、实施沿边公路及城

镇体系建设工程

（一）基本思路

边疆安宁和经济繁荣是我区

的重要任务。由于边境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落后，对边民出行、产

业发展、经贸流通、公共服务保

障、边防部队执勤等产生了较大

影响，建议在我区北部边境，距

边界线 10-20 公里，修建一条沿

边境线的一级公路，成为贯通我

区东西部的又一条交通大通道。

并在沿边公路每隔 50 公里左右

规划建设一个边境小镇，为边民

生产生活、旅游和交通运输等产

业以及部队巡防等提供服务。同

时，在东部林区、草甸草原和典

型草原区等易发生火灾的边境区

域，沿边境公路建设一条防火隔

离通道，防范每年来自俄蒙的森

林及草原大火。

（二）必要性

一 是有利于 守土戍 边、强

边固防。近年来中俄、中蒙关系

好转，我国北部边境建设明显弱

化。特别是许多边境旗县在城

镇化过程中过度强调集中，造成

边境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无人区 ；

边境是国之家门，尽管身处和平

时代，但仍然需要有居安思危意

识。实施沿边公路及城镇体系建

设工程，既可改善边民生产生活

的条件，让他们安心守土戍边，

守护好祖国广袤的国土，也可方

便 边防部队执勤巡逻，提高应

急、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进一

步强边固防。

二是有利于我区扩大开放、

合作发 展。新时期，随 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实

施，特别是中俄、中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确立，我区对内对外

开放交流合作、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较快发展迎来了巨大的战略机

遇。实施沿边公路及城镇体系建

设工程，横向连接各个口岸，纵

向对接各条国内外公路、铁路、

机场，畅通人流物流，对于发挥

我区丰富的资源优势、独特的区

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将内

蒙古这个边缘落后地区打造成为

开放合作、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

意义重大。

三是有利于保护我区森林草

原、恢复生态。由于俄蒙生产生

活习惯和地广人少植被好的环境

条件，每年在冬春季节都有自然

或人为燃烧草原、森林，大火经

常性地蔓延至边境，使我区草原

森林火灾不断，边民生命财产受

到很大威胁，每年防火灭火任务

艰巨。通过实施沿边公路建设工

程，并同时修建防火隔离通道，

有效防止俄蒙大火入境，消除我

区边境地区主要火患，有利于保

护森林草原、恢复生态，也让边

民少受或免受连年的火灾之害、

火灾之苦。

四是有利于我区形成纵横交

错、方便快捷的大交通格局。我

区南北方向基本形成了多条南开

北联的公路铁路，但东西方向通

道建设明显滞后，目前只有一条

集通铁路线和一条从阿荣旗至鄂

尔多斯市苏家河畔的省级公路连

通部分东西部盟市，并且这两条

交 通线路既不沿边，也不贯通

全境。内蒙 古地域 广阔、东西

狭长，修建一条贯通东西的交通

要道意义重大。因此，实 施 沿

边公路建 设 工程，可以形成贯

通我区东西的北部通道，连通各

条南北交通干线和各个口岸，对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

（三）可行性

一是 基础较 好。沿边地区

虽没有东西贯通的高等级公路，

但我区从东到西已建成 16 个对

俄蒙的陆路口岸和不同等级沿边

公路，如果实施沿边公路建设工

程，可将这些不同等级公路扩建

和连通，既可节约一些投资，又

可减少前期勘查和施工时间。

同时，我区整个北部边境地质结

构稳定，基本没有高山和大河阻

挡，施工难度较小。

二是政策可行。实施沿边公

路建设工程既符合国家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大力推 行基础

设施 互联 互通，扩大 对外开放

交流合作的政策导向 ；也符合在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通

过沿边公路建设，开发沿边地区

神秘、神奇、巨大的绿色旅游资

源，活跃沿边地区经贸流通业，

做大做强沿边经济，促进我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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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的需要。

四、实施全域通用航空

机场群建设工程

（一）基本思路

针对我区地广人稀、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可及性差、旅游业

存在“行长游短”等问题，建议

实施全域通用机场群建设工程，

以现有支线机场作为支点或出入

口，在全区重点旗县所在地、特

色城镇、重点旅游点、产业集聚

区建设通用航空机场，打造通用

机场群 ；各个通用机场除跑道和

空管设施按照一般民航建设标准

执行以外，其它配套设施全部按

照城镇、旅游、服务设施的标准

建设。

（二）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推进我区全域旅

游业发展。我区森林、草原、湖

泊、沙漠等自然景观类型多样，

蒙 元文化、宗教 文化、农 耕文

化、林区垦区文化交融汇集，旅

游资源异常丰富，但旅游业发展

却很落后。主要原因就是路途较

远、景点分散、“行长游短”问

题难以解决，不适应现代方便快

捷休闲的大众旅游需求。目前，

我区把全域旅游提到了新的战

略高度，实施全域通用机场群建

设工程，形成便捷快速的交通体

系，可有效解决“行长游短”难

题，对于发展全域旅游，撬动区

内外旅游市场需求，实现经济转

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有利于提升我区公共服

务水平。我区很多农牧民居住偏

远分散，很多固定公共设施难以

覆盖，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通

过实施全域通用机场群建设工

程，必然会 形成很多个航空小

镇，作为公共服务的延伸点，再

配套草原 110 或直升机等，对应

急救助、抢险救灾、医疗服务、

教育普及、文化宣传等各类公共

服务惠及偏远农牧民将发挥巨大

作用。

三是通用航空业本身就是个

潜力巨大的重要产业。通用航空

机场群建设不仅能够在更大范围

提供机动快捷的运输服务，更重

要的是通用航空本身就是一个潜

力巨大的产业，可以成为我区新

的经济增长点。通用航空业包括

通用航空包机、私照商照培训、

航 空探 矿、 航 空摄 影、 空中游

览、空中派对、航空表演飞行、

个人娱乐飞行、空中巡查、空中

广告、电力作业、航空器代管、

跳伞飞行服务等数百种产业 ；也

可推动各类飞行器的研发、整机

制造、零部件生产、维修维护、

展 会展销等产业发展。机动灵

活、快速便捷的通用航空业可以

拉近大中小城市和偏远农牧区的

距离，畅通人流物流，将为小城

镇发展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就

业机会。

（三）可行性

一 是 政 策可行。为适 应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新需

求，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提出 ：要扩大低空空

域开放，实行 3000 米以下监视

空域和报告空域无缝衔接，简化

飞行审批程序，明确报批时限要

求，方便通用航空器快捷机动飞

行，为我区扶持通用航空业发展

具备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二是经济适用。据国内外建

设经验和相关研究表明，与公路

铁路相比，通用航空机场具有建

设规模小、投资少、周期短、难

度低、占地少、所需设备少等特

点，建 1 座中小型通用机场还不

及建 1 公里铁路所需的资金。但

通用航空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

效应较高，研究表明，投资通用

航空对经济增长的回报是 7 倍，

而被普遍公认为高投资回报的汽

车产业仅是 4 倍。

三是基础较好。近年来，我

区加大了机场建设力度，目前建

成运营的民用机场达到 24 个，

已建成通用机场 5 个，在建的有

3 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用

机场项目 20 多个，内蒙古与中国

民航大学合作的扎兰屯飞行学院

项目已经启动，通用航空培训业

务也在稳步推进。

五、实施大生物健康产

业培育工程

（一）基本思路

紧紧抓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对健康养生养老需求不断上

升的机遇，发挥我区丰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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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及山、沙、野、特等绿色

动植物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物

制品、保健食品等产业 ；发挥民

族医药学和宗教医药学的优势，

并与现代生物技术有机结合，大

力发展中蒙医药、生物制药、保

健药品等独具特色的生物健康产

业 ；充分发挥大森林、大草原、

大沙漠、大湖泊的景观优势，干

爽冷凉的气候优势，洁净无污染

的环境优势，民族 宗教的文化

优势，民族 及生物医药的医疗

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度假、养

生、养老、休学、体验、绿色医

养等多种健康产业。

（二）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发掘丰富的绿色

生物资源，形成巨大的绿色生物

产业。我区生态类型多样，生物

多样性丰富，加上农牧结合、农

林结合、林草结合等农牧业生产

经营方式，各种生物的环境适应

性、生态稳定性均较 强。在我

区草原、 森 林、 沙漠、 湿 地、

农田等各种自然和人工环境中，

拥有众多适合人类健康的优质

动植物资源有待开发利用。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由

“温饱”向“健康”转变。国际

上以生命健康为目标的生物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早已被确定为无

限广阔的“兆亿产业”，被称为

继 IT 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

五波”。

二是有利于主动适 应市场

需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新时

期，我区煤、电、冶等主导产业

均为产能过剩行业，短期内实现

转型升级困难，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迫切需要依托资源优势和产

业基础，加快培育和扶持符合国

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具有巨

大市场需求和发展基础的特色

产业。生物健康产业是我区的绿

色优势产业，市场需求旺盛，发

展潜力巨大。我区实施大生物健

康产业培育工程，大力发展生物

健康产业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改 变传 统、 粗 放、 单一的产业

结构，推动创新、绿色、多元发

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活

力的重要举措。

（三）可行性

一是产业有基础。我区长期

利用各种动植物资源生产加工生

物制品、生物医药和健康保健食

品药品等。如我区生产加工的苁

蓉、锁阳、麻黄、甘草、发菜、

林下动植物等系列生物产品，深

受区内外消费者认可和青睐 ；我

区的蒙医药技术及相关产业发

展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较大。特

别是近年来，我区兴起的健康、

养生、养老、休闲、度假等依托

绿色资源形成的健康产业在加

快蓬勃发展，但由于培育和扶持

不够，这些生物健康产业既没做

大，更没做强，需要我区加大对

这些产业的培育、扶持和整合力

度，借助市场的推动力，将其做

大做强，早日成为我区的主导优

势产业。

二是市场有需求。生物健康

产业市场需求巨大，近十年来，

世界生命健康产业产值每五年翻

一番，是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的 10

倍 ；“十二五”时期，我国生命健

康产业以年均超过 15% 的速度增

长，约是 GDP 增速两倍。

总之，上述几个项目对我区

战略意义重大，也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导向和对我区的定位要求，

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

一旦实施对我区未来一段时间保

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具

有重大带动作用。建议有关部门

加强对上述项目的深入研究及可

行性论证，如果可行，应加快编

制可研报告和任务分解，尽快推

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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