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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内蒙古全面对外开放若干问题的研究

包思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 开 放 带 来 进

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

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内蒙

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外接俄

蒙、内联八省、紧邻京津，在国

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

蒙古逐步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

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面向

未来，内蒙古将走进全面对外开

放新时代，谱写服务全国、同世

界交融发展的时代画卷。

一、对外开放取得历史

性成就

（一）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不

断开拓国际贸易市场，贸易伙伴

不断增加，贸易规模日益扩大。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到 1970

年代末，内蒙古主要贸易伙伴不

足 10 个国家，目前贸易伙伴已

由 1980 年代初的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增加到 160 多个。全区外贸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由偏远闭塞的北部边疆逐步转变为国家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桥头

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但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尚未得

到有效发挥，“酒肉穿肠过”的问题仍很突出，以开放促发展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远未形

成。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内蒙古要顺应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科学谋划新时代改革开放，

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构筑对外开放新优势，奋力开创全面对外开放新局面。

关键词 ： 对外开放  现状分析  思路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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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的 0.16 亿

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17.01 亿

美元，增长 731.3 倍，年均增长 

19.0%。其中 , 外贸出口由 1978

年的 0.10 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

的 44.71 亿美元，增长 403 倍，

年 均 增 长 17.1%。2017 年 海 关

进出口总额 942.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2.8%。贸易形式由 20 世

纪 70 年代以前的以易货贸易、

委托外省代理出口为主，转变

为现汇贸易、记账贸易等相结

合，以自营出口为主，贸易形式

进一步多样化。近年来，随着

我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内蒙古对俄、蒙贸易不

断扩大，蒙古国、俄罗斯分别

成为内蒙古第一、第二大贸易

伙 伴。2017 年， 我 区 与 蒙 古

国、俄罗斯贸易额分别同比增

长 42.5%、12.4%， 占 全 区 进

出口总额比重分别达到 28.1%、 

21.8%。内蒙古与伊朗、越南、

印度等其他“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贸易额也迅速增长。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

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在

努力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

不断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内蒙古产业结构渐

趋完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进

出口商品结构随之得到不断调整

和优化，目前已增至 10 多个大

类，按海关进出口商品量值表分

类，多达几千种。初级产品出口

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

出口提升速度加快。在出口商品

中，毛纺服装、五金交电、机械

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高新技术产

品等已成为主角。同时，进口商

品结构也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变

化而不断调整，特别是一些国家

建设急需的资源能源类产品进口

占比明显加大，从俄、蒙进口

最多的是原木、原煤、金属矿

砂等资源型商品和工业原料。

2017 年，内蒙古出口商品结构

进一步改善，机电、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

75.5%、52.8%， 占 全 区 出 口 总

额比重达到 29.6%，为近年来最

高水平。

（三）口岸通关能力和水平

显著提升

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贯通

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我国沟通

俄罗斯、中亚、西亚乃至地中

海、欧洲的商贸大通道。改革开

放 40 年来，内蒙古口岸数量不

断增加，口岸基础设施和现代化

建设日新月异，过货能力成倍

增长，通关便利化水平大幅提

升。目前，内蒙古拥有对外开

放口岸共 18 个，其中千万吨级

别的共有 4 个，分别为满洲里、

二连浩特、甘其毛都和策克，

这四大口岸为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规划

的 7 条铁路有 6 条经过我区，规

划的 3 条中欧班列线路中有 2 条

从我区进出境，凸显了内蒙古在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2017 年，全区口岸进出境

货运量达到 8706.88 万吨，同比

增长 10.3% ；全区口岸进出境客

运量 58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 ；进 出 境 交 通 工 具 183.4

万列辆架次，同比增长 11.6%。

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开行

越来越密集，搭载物品种类日益

丰富，年过货量超过 8 万标箱。

2017 年，经我区满洲里、二连

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1877

列，同比增长 56%，经我区口岸

出境的班列线路有苏满欧、粤满

欧、营满欧、郑连欧等 56 条，

我区组织开行中欧（中亚）班列

89 列（其中返程班列 16 列），

同比增长 170%。内蒙古在服务

全国、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 

（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

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发展。在承

包工程、劳务合作、海外投资和

外援项目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

绩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

益。目前内蒙古已同 100 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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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及经济

合作关系，投资国别（地区）主

要涉及俄罗斯、蒙古国、香港、

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 年，

全区新设对外投资企业（机构）

47 家。投资国别（地区）主要

是美国、蒙古国、俄罗斯、澳大

利亚、香港等，投资领域主要是

制造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

餐饮业、批发业、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等。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大力

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扩大对

内开放，取得明显成就。40 年

来，我区不断加强与其他省区市

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围绕重点

领域和重点产业，积极引进国内

外资金和优质企业参与全区的改

革发展，形成了对全区经济增长

的较强拉动作用。

二、对外开放面临的主

要问题及原因

由于内蒙古远离沿海发达

地区，长期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

神经末梢位置，因此对外开放不

足一直是我区的薄弱环节，严重

影响着改革发展的进程。 

（一）外贸依存度低，外向

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出口对内蒙古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是负数。

2016 年外贸依存度仅为 4.1%，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28.6 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 29 位。2017 年外贸进

出口总额 942.4 亿元，仅占全国

的 0.3%，只相当于广东的 1.4%、

江苏的 2.3%，上海的 2.9%，居全

国第 25 位 ；在 9 个沿边省区中仅

高于西藏、甘肃，只相当于辽宁

的 14%、广西的 24%。

（二）招商引资少，对外合

作水平低

2016 年内蒙古实际利用国

内（区外）资金 3600 亿元，仅

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23.8%。

2016 年 实 际 利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39.7 亿 美 元， 仅 占 全 国 的

3.2%，居全国第 19 位 ；2017 年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31.5 亿

美元，同比下降 20.6%，仅占全

国的 2.4%。与发达地区相比，

我区对外合作水平存在巨大差

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情况 ：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我区的只有 10 家，

而仅一个深圳市，就有 275 家世

界五百强企业设立总部，同属西

部地区的四川省落户世界 500 强

企业达 321 家，居全国第三，中

西部第一。 

（三）口岸优势发挥不足 ,

长期存在“酒肉穿肠过”现象

虽然我区拥有全国最大的

陆路口岸和对蒙最大铁路、公路

口岸，但基本上处于“两头在

外”的状态 ：进口物资很少在我

区落地，大都流向东部地区进行

转化加工增值 ；出口货源也基本

上来自区外。中欧班列更是借道

而过，完全“两头在外”。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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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区口岸优势还没有转变成

经济优势，进出口对本地经济拉

动作用十分有限。

（四）观念守旧，对外开放

意识不强

长期以来，内蒙古经济发

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走的是粗

放式的资源开发道路，利用国内

与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

的意识淡薄、能力不足。我们的

各级党政领导，在国内招商引资

可能还有一套，但很少有习近平

总书记所要求的“世界眼光”，

对“一带一路”战略理解不深，

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缺乏热情、思

路模糊、办法不多。

三、促进全面对外开放

的主要思路与建议

（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

内蒙古要按照十九大的重

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树立“打开

国门搞建设”的意识，科学谋划

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构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为抓手，构筑对外开

放新优势，奋力开创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内蒙古时要求 ：“通过扩大开

放促进改革发展，发展口岸经

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同

俄罗斯、蒙古国合作机制，深化

各领域合作，把内蒙古建成我国

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我们

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把向北开放作为战略方向，把推

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主要

抓手，在深化同俄罗斯、蒙古国

务实合作上取得重要进展。大力

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合作，不

断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推动形成

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对内对外

开放新格局。 

（二）完善同俄蒙合作机

制，切实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

加快建立完善同俄蒙多层

次、常态化的地方政府间会晤协

商机制，有效对接发展战略，协

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政策和措

施，增强同俄蒙合作的战略性、

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推动实施一

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项目，

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

键项目，加快铁路、公路、航

空、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加强与俄蒙在矿产资源、

观光旅游、农林牧渔以及绿色环

保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贸易规

模，积极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加快推进满洲里、二连浩特国家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呼伦

贝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建设，推

动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取得

实质性进展。提升口岸建设管理

水平，支持跨境电商、外贸综合

服务、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 场所 )

等外贸平台建设。支持内蒙古始

发中欧班列增量扩容。全面推广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站式作

业、一体化通关，提升投资、通

关、人员往来、车辆通行便利化

水平。积极推进高水平的境外经

贸合作区建设，引导中小企业集

体“走出去”，抱团发展、集群

发展。

（三）坚持“跳出内蒙古发

展内蒙古”，全方位扩大开放

要敢于先行先试，依托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

改革试点经验。进一步密切与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经

济联系，完善区域间协作发展

新机制。营造更好的招商引资

环 境， 大 力 引 进 世 界 500 强、

中国 500 强企业落户内蒙古。

着力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积

极承接产业链整体转移和关联

产业协同转移，依托大企业、实

施大项目、发展大产业、构建大

集群、建设大基地，为内蒙古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探索建立一批

“飞地产业园区”、跨省合作园

区，加快产学研合作园区建设。

加快推进东部盟市与东北三省深

度融合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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