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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与蒙古国民众互旅意向调查研究

从 1994 年开始，中蒙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

议，每三年都有具体实施计划。2014 年外交部

公布的《中蒙友好交流年纪念活动方案》, 仅人

文领域活动就有 22 项。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加

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

利 尽 则 散 ；以 势 相 交， 势 去 则 倾 ；惟 以 心 相

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

人民心通意合”。也就是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根本社会根基。2017 年 4 月，蒙古

国总理乌·呼日勒苏赫访华期间也一再表示，

希望通过统一政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内的人文关系与合作，向中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推介自己的国家。他

强调，积极推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人

文交流合作对于巩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增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重要意义。内

蒙古必须以落实中蒙文化交流为契机，打造中

蒙优质旅游、加强监管、优化旅游业服务、增

强软实力，大力改善中蒙旅游环境。

一、双方民众互旅及互旅意向中存在的

问题

（一）旅游综合环境建设落后，服务质量较

差 

一 是 蒙 古 国 交 通 不 便， 内 蒙 古 旅 游 环 境

卫生差。据对双方民众互旅时不满意项统计，

内蒙古民众去蒙古国旅游最为不满意的是交通

路 况， 占 比 达 60.34%。 而 来 内 蒙 古 旅 游 的 蒙

古国民众最不满意的一项是卫生环境，占比达

57.29%。二是蒙古国当地服务质量和友好程度

有待提高。据悉，蒙古国当地服务质量和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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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中蒙双方一直开展旨在提升中蒙民间认同的人文交流活动，其中旅游合作是重点领

域。由于依托旅游促民心相通的实际做法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未达到理想效果。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

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及参考相关文献等方式对内蒙古和蒙古国民众旅游意向诉求进行实证研究。在了解内

蒙古与蒙古国民众互旅软硬环境的现状基础上，挖掘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用亲民、

合理的方式建设内蒙古与蒙古国旅游合作环境，真正满足互旅民众诉求的同时以旅游合作促交流、促共

建、促互通、促互信，最终达到“民心相通”，为中蒙两国的合作发展奠定强有力的社会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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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欠缺，存在旅游行业医疗保健服务差、旅

游专业人员稀缺、当地民众对旅游业的认识不

够而排斥旅游者等诸多问题。据统计，去过蒙

古国的内蒙古民众的 22.41% 表示在当地不受尊

重，18.97% 表示当地服务质量差，25.86% 的人

表示当地人友好程度一般，5.17% 的人表示当地

民众不友好。三是内蒙古对蒙古国游客的语言

服务和住宿饮食价格有待亲民化。蒙古国民众

来内蒙古旅游面临语言障碍，且消费水平整体

不高，是实施“依托旅游促进民心相通”时首

先要考虑的最为实际问题。目前，内蒙古地区

有些服务站点、酒店、旅游景点蒙语服务还未

普及。另外，具有涉外资质的酒店价格相对都

较高，这让很多蒙古国普通游客很难接受。据

统计，蒙古国游客对内蒙古住宿饮食价格不满

意的达 25.52%。

（二）社会安全环境隐患彼此存在，中蒙民

间隔阂仍未消除    

据统计，内蒙古民众的 23.03% 表示“不想

去蒙古国”，其中 34.23% 的民众是考虑安全隐

患。而表示“不想来内蒙古”的蒙古国民众的

38.97% 也是考虑安全隐患问题。由此看出，制

约双方民众互旅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安全保

障。一是蒙古国排华现象一直存在，这一“老

大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虽说通过中蒙近

几年的努力蒙古民众排华现象有所好转，但对

在蒙华人进行人身攻击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加

上蒙古国当地警察不屑于管这类事，在蒙古国

的中国公民无法获得安稳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

环境，久而久之，在蒙华人中形成只求利益，

不想过多、过深、过真的与蒙古国民众交往的

怪圈。这种关系无疑对中蒙发展不利。不打通

这层阻碍，中蒙两国民间始终充斥着利益关系

的气流，基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需双方重视和

应对。二是我国部分民众素质成为绊脚石，影

响在蒙华人整体形象。在蒙的部分华人在当地

随意宰杀流浪狗、寺庙鸽子、野生动物等不良

行为直接损坏了华人形象，甚至是国家形象。

加上不良商贩为眼前利益，向蒙古国民众虚高

要价、提供质量不过关的货物等不诚信问题，

有的甚至给假币，这些不当行为加大了负面影

响，增加了民众赴蒙古国时人身安全得不到保

障的隐患。

 （三）双方民众彼此了解不够，道听途说的

占多数

据调查统计，内蒙古民众对蒙古国不了解

的占 45.02%，而蒙古国民众对内蒙古不了解的

占 33.47%。 双 方 彼 此 了 解 的 途 径 以 网 络、 电

视广播、朋友介绍为主。由此看出，内蒙古与

蒙古国作为近邻且有同宗同源的民族，但严重

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从了解途径来讲，网络信

息掺杂各种虚假信息的成分过高，存在为点击

量将个案作为常态信息进行传播的现象 ；电视

广播媒体和朋友介绍虽说与网络相比真实性较

高，但能传播的范围较窄，能了解的程度也仅

限于表面。

 

二、促进双方民众互旅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双方“文化 + 旅游”合作与宣

传，助推中蒙民心相通

一 是 以 佛 教 作 为 民 间 彼 此 认 同 的 纽 带，

合作发展寺庙游。长期以来，佛教思想在蒙古

国民众间得到广泛传播，民众不仅在信仰与传

统习俗层面，而且在思想文化与心理层面都接

受了佛教教义。佛教本身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宗

教，在国际交流中宗教也有其政治文化交融的

背景。因此，在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需

找到文化共同点，并使之成为凝聚双方民心的

桥梁和纽带。二是合作开展汇集双方历史文化

的古迹遗址游。据统计，蒙古国民众到内蒙古

旅 游 意 向 景 区 选 择 中， 选 择 历 史 古 迹 遗 址 的

有 57.7%，占比最高。内蒙古民众去蒙古国旅

游 时 意 向 景 区 选 择 中， 选 择 古 迹 遗 址 的 也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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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有着长久历史渊

源，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诸多汇集双方历史的

文化古迹遗址，见证着彼此的过往。如内蒙古

的黑城遗址、元上都遗址、丝路枢纽——元代

集宁路古城遗址等等。与此同时，内蒙古是国

内极为重要的文物大遗址分布区和文物大省，

像兴隆洼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契丹皇都辽上

京遗址等，这些见证中国历史、体现中华文明

的历史古迹遗址是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旅游合

作交流的重要基石。三是以双方文化为特色，

合作开展蒙古传统文化游。在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中，内蒙古依托地理、口岸、人文优势成

为中蒙文化交流的桥梁，其跨境民族民众是中

蒙文化交流的使者，蒙古传统文化是打通民心

不通这扇门的钥匙。因此，笔者认为应突出内

蒙古与蒙古国的蒙古文化特色，合作发展蒙古

传统文化游，正视双方因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的不同而形成的习俗、行为、思维、价值观等

方面的不同，深入了解彼此，消除不必要的误

解和隔阂，从而真正实现民心相通。

（二）加强互旅环境安全保障，降低互旅中

存在的风险隐患

一 是 制 定 保 障 游 客 人 身 安 全 的 制 度。 随

着中蒙人员往来的增多，两国都成为彼此重要

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针对蒙古国民间存在的

排华现象，除政府层面出台的对国外游客人身

安全保障制度外，双方还应制定针对中蒙两国

民众互旅的安全保障制度，从国家层面保障民

众互旅时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游客无顾虑

往来，为增进民众互信和感情提供更多一份契

机。二是联合设立中蒙突发事故受理点。据了

解， 中 国 游 客 去 蒙 古 国 观 光 旅 游 遇 到 突 发 危

险，受到人身攻击和财产损失时能忍则忍，很

少人去报案或者去驻蒙使馆反映问题，主要原

因在于处理程序复杂或者当地警察的不作为。

这不仅助长了不法分子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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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针对这种情况，应设

立中蒙突发事故受理点，专门解决我国公民在

蒙古国遇到的各类突发事故，提升办事效率。

三是提升文化旅游外交地位，对互旅民众进行

专业培训。加快互旅机制建设，对走出去的国

企、民企进行广泛的国情知识、人文习俗、境

外投资项目运营和管理经验等培训。这不仅能

降低内蒙古及所有华人在蒙学习、生活和工作

时遇到的风险，也是中国人形象的展现，更重

要的是让赴蒙中国民众知道在蒙古怎样去保护

自己、捍卫国家尊严。

（三）构建信息交流机制，加强地方政府、

旅游企业等层面的合作，实时了解游客意向

一是加强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合作。中蒙

地方政府根据《中蒙跨境旅游合作区总体规划》

等，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以中蒙跨境

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为抓手，全面指导

和引领口岸旅游业发展。双方共商确定旅游合作

的重点示范区，依托双边旅游资源禀赋的不同，

由政府层面签署合作协议，确定重点合作区域，

保障合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形成实时了解游客意

向诉求的机制，随时完善相关旅游合作制度。展

开旅游合作的重点意图在于增进双方民众彼此了

解程度，促进民众良性互动，发挥内蒙古在中蒙

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因此，应该建立实时了

解互旅游客意向诉求的机制，并基于互旅民意不

断完善旅游合作理念，最终让旅游合作成为草根

外交，实现民心相通。

（四）完善互旅环境，打造符合内蒙古与蒙

古国民众实际需求的旅游线路

 一 是 加 快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和 卫 生 环 境 的 建

设。 针 对 蒙 古 国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差 的 问 题， 应

根据中蒙俄三方签署的《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

纲要》中蒙古国所涉及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相关部门积极进行对接，形成中蒙俄经济走廊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机制，并加快推进有效

实施，解决蒙古国旅游交通不畅问题。比如，

可优先共建蒙古国民众和旅游人员最集中的地

区——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市内道路，以路通

促民心相通。针对内蒙古的旅游卫生环境差等

问题，内蒙古旅游环境建设应着重细节建设，

提高旅游配套设施，完善卫生环境及各个环节

的监督体系，降低或消除因旅游环境差问题造

成的不好影响。二是加大对中蒙文化交流的投

资，拓宽蒙古国民众来内蒙古旅游普惠面。针

对蒙古国民众来我区旅游且自身消费水平低这

一实际情况，实施相关扶持政策。例如，入住

酒店部分费用以政府作为对蒙的文化投资的方

式予以补贴 ；寺庙、古迹遗址游览免收门票，

以解决蒙古国民众入住酒店费用、景点门票贵

等实实在在的问题，为彼此多了解、多相处创

造更好的条件。三是打造内蒙古与蒙古国互旅

+ 采购精品路线。针对很多蒙古民众来内蒙古

购置生活用品，内蒙古民众热衷于从蒙古国购

置羊绒、皮制品等蒙古特色产品的实际情况，

双方可合作打造“旅游 + 采购”精品线路。充

分利用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

察布、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地

缘优势、口岸优势，与蒙古国相邻的中央区域

和东部区域展开旅游合作试点，针对双方有意

向采购并旅游双重目的人员设计“采购 + 旅游”

线 路， 规 范 各 个 环 节， 提 升 双 边 地 区 经 贸 往

来，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一些不

良商贩的不法行为，为游客提供温馨、便捷、

舒适、卫生的公共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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