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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海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

为核心的中蒙俄经济圈

毕德利

摘  要 ：中蒙两国正在建设一条向北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向南抵达中国辽宁省盘锦和锦州港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新通道”建成后，会形成一个以铁路环廊为纽带的“中蒙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将

以“海拉尔—赤塔—乔巴山国际次区域合作金三角”为核心，将黑龙江省的“哈大齐工业走廊”、吉林省的

“长吉图经济区”和辽宁省的“沈阳经济区”及“沿海经济带”串联、叠加在一起，使之与蒙古国的“发展

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和“远东开发”战略充分互动，共同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和繁

荣做出贡献。

关键词 ：中蒙俄  海赤乔  经济圈

2012 年，国务院在《中国东

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

纲要（2012—2020 年）》中，提出

“支持呼伦贝尔市打造中俄蒙合作

先导区”。2013 年，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后，将东北四省区

定位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2015 年， 国家 发 展和 改革委员

会等八部委，根据“一带一路”

和“ 中蒙 俄 经济 走 廊 ” 建 设 的

需要，批准了《呼伦贝尔中俄蒙

合作先导区建设规划》（以下简

称 ：建设规划），其中，提出“打

造‘海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金

三角，辐射蒙古国东部三省区、

俄罗斯毗邻中国的三个州区和我

国东北地区，有力支撑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几年来，在中蒙

俄三国和东北四省区共同努下，

一个以“海赤乔”次区域国际合

作金三角为核心的中蒙俄经济圈

逐渐形成。

一、“海赤乔”次区域国

际合作金三角

《建设规划》的核心，就是

把呼伦贝尔市建设成中俄蒙合作

先导区。通过充分发挥先导区内

引外联和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参

与东北亚地区产业分工，向东连

接哈大齐工业走廊，向南衔接长

吉图经济区、沈阳经济区和辽宁

沿海经济带，为东北地区与俄、

蒙两国要素资源流动提供综合服

务。探索面向东北、服务内地的

沿边经济发展新模式，提升东北

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推动

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海赤乔”次

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是整个规

划的点睛之笔。

（一）以“海赤乔”次区域

国际合作金三角为支点，建设

“一轴两翼”开放格局

根据“建设规划”赋予的欧

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沿边开放

合作发展的重点区域、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的先行区、睦邻友好和

边疆稳定的示范区等战略定位，

“建设规划”的开发开放格局为 ：

第一，以海拉尔区为核心、满洲

里市 重 点开发 开放试 验区为龙

头、沿滨洲线各旗市为主轴、沿

中俄中蒙边境线各旗市为两翼，

重点建设开放口岸、生态文化旅

游、绿色农牧业、人口产业集聚

等特色城镇。第二，以先导区核

心区海拉尔区、俄罗斯外贝加尔

边疆区首府赤塔市、蒙古国东方

省首府乔巴山市为支点，打造“海

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

辐射蒙古国东部三省区、俄罗斯

毗邻中国的三个州区和我国东北

地区。第三，通过滨洲线、两伊

线、满伊线连接东北华北等出海

口，贯通国际大通道，优化扩大

先导区与东北地区合作，加强与

中国腹地的对接协作，积极开展

与日韩合作。第四，内引外联、

互动发展，统筹推进国际商贸物

流区、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跨

境经济合作区、境外产业合作园

区、 绿 色 农牧 业区、 人 文 科 技

交流合作示范区、国际休闲旅游

区、生态环保产业园区等合作平

台和重大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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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中俄蒙三国密切合

作为前提，建设东北亚多边合作

新模式

 《建设规划》提出打造“海

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的

主要目的，就是建设东北亚国际

多边合作新模式。呼伦贝尔毗邻

俄罗斯和蒙古国，是中蒙俄首脑

会晤的重要议题，是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一带

一路” 建 设的 重 要通 道。 从 地

理方位看，中国大兴安岭西部中

心城市——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

区、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的首

府——赤塔市、蒙古国东部三省

的中心城市——乔巴山市，涵盖

了中俄蒙三国的重要经济区域。

通过中俄蒙和“海赤乔”三国、

三地密切全方位合作，可在基础

设施、口岸管理、政策对接、金

融货币、边境事务、领事合作等

方面，建立次区域合作框架。通

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互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区，建立国际多边

合作、互惠共赢的示范区。通过

以上密切合作，探索建立东北亚

多边合作新模式，使“海赤乔”

次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成为“一

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的新成果。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

破，实现中俄蒙乃至东北亚地区

互联互通

《建设规划》根据统筹规划、

有序推进、突出重点的原则，提

出加快通道、铁路、公路、航空

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成联通

俄蒙、畅通东北、连接内地的运

输通道和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其

中，在通道建设方面，重点建设

联通俄、蒙的五大通道，分别是

经满洲里、黑山头、室韦口岸的

中俄大通道，经阿日哈沙特、额

布都格口岸的中蒙大通道 ；在铁

路建设方面，齐海满客运专线、

海拉黑铁路、满伊边境铁路、满

归漠河铁路等，都已列入国家铁

路中长期规 划 ；在公路 建 设 方

面，建设海满高速公路，旗市区

之间的一级公路，边境公路、林

区、垦区、农区、牧区公路，基

本构成“四横三纵十四出口”的公

路运输网络 ；在空港建设方面，

加快海拉尔机场、满洲里机场改

扩建及新巴尔虎右旗等通用机场

建设，支持满洲里、海拉尔国际

航空港开通货运航线、增开国际

和国内客运航线。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新

通道

2008 年， 为 将 蒙 古 国 和 内

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煤炭和其

他矿产资源输入中国，中国巴新

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与蒙古铁路国

有 控 股公司， 拟 联 合 建 设一 条

从蒙古国霍特地区经辽宁省阜新

市到盘锦港和锦州港的能源 通

道。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特别是中蒙俄三国

达成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共

识后，这条铁路通道被赋予了新

的使命，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通道（以下简称 ：新通道）”。

新 通 道由中蒙两国联 合 规 划建

设，具体建设工程分境内、外两

部分，境内部分为巴珠铁路、巴

新铁路、阜盘铁路，境外部分为

乔巴山—霍特—毕其格图铁路和

乌兰巴托—霍特铁路。这是一条

贯穿蒙古国南北并联通欧亚的铁

路通道，它向北连接俄罗斯西伯

利亚铁路，向南连接中国铁路网

并从辽宁盘锦或锦州港出海。一

旦这条铁路通道全线贯通，将成

为蒙古国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还

会形成一个以铁路环廊为纽带，以

“海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

为核心的中蒙俄经济圈。

（一）新通道中国部分，基

本形成通疆达海之势

巴珠铁路建设现状 ：巴彦乌

拉—珠恩嘎达布其铁路，由内蒙古

集通铁路有限公司主导建设，线

路全长 266 公里，投资总额 35 亿

元，目前已建成 130 公里 ；巴新铁

路建设现状 ：巴彦乌拉—阜新新

邱铁路，由巴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主导建设，线路全长 487 公里，投

资总额 74.28 亿元，目前已实现大

板至新邱段通车运营（330 公里），

并与集通铁路、赤大白铁路和新义

铁路互联互通。剩余的大板至巴

彦乌拉 157 公里路段，已完成全部

路基和所有控制工程，预计 2019

年底竣工通车 ；阜盘铁路建设现

状 ：阜新—盘锦铁路，线路全长

176 公里，投资总额 67 亿元，铁

路已获得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同意

新建阜盘铁路一、二期工程开展

前期工作的通知”，并已完成项目

预可研评审工作。

（二）新通道蒙古国部分，

中蒙双方达成建设共识

乔巴山—霍特 — 毕 其 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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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现状 ：线路全长 380 公

里，已列入中蒙两国《建设中蒙俄

经济走廊规划纲要》项目库，该

铁路的霍特至毕其格图段，拟由

中方形成企业联合体，作为该段

铁路的建设主体，其可行性研究

报告也由该联合体编制。霍特至

乔巴山段，双方基本达成合作共

识。需要说明的是，从乔巴山站

向北，已有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

铁路的既有铁路。

为推 进 新 通 道 建 设 进程，

蒙古铁路国有控股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主办

了“铁路东线走廊·区域及矿业

发展”国际研讨会。蒙古国政府

9 个部、局、办，与铁路相关的

两个省的主要领导，中国和俄罗

斯驻蒙使馆人员和三国智库、规

划设计单位及铁路沿线矿业企业

代表 200 余人参加会议。三方会

议代表认为，在蒙古国境内建设

连接俄罗斯和中国铁路网的乔巴

山—霍特—毕其格图的过境运输

通道，对打造三国间区域发展，

加强三国区域经贸合作，开发蒙

古国东部地区矿产资源，开辟连

接欧亚最便利的铁路通道具有重

要意义。

三、中蒙俄携手共建中

蒙俄经济圈

待 新 通 道 竣 工 通车后， 将

会形成一个铁路环廊，即环辽宁

（巴新线）、内蒙古（巴新线、巴

珠线）、蒙古国（额毕线）、俄罗斯

（西伯利亚铁路）、黑龙江（滨洲

线）、吉林（京哈线）和辽宁（京

哈线）的铁路环廊，这个铁路环

廊是促使中蒙俄经济圈形成的纽

带。中蒙俄经济圈按资源分布和

产业布局分为西北、东南走向。

西北侧以俄罗斯、蒙古国和内蒙

古自治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后援，

东南侧以辽吉黑的老工业基地为

支撑。经济圈将充分利用铁路环

廊的交通便利，充分利用“海赤

乔”次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的核

心作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优势，

充分利用俄罗斯和蒙古国丰富的

能源及矿产资源，使这个经济圈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爆发

区。当前的首要任务有三个 ：一

是充分发挥“海赤乔”次区域国

际合作金三角的核心作用 ；二是

开发建设蒙古国霍特工业园，为

中蒙俄经济圈提供战略支点 ；三

是尽快开工建设乔巴山—霍特—

毕其格图铁路和乌兰巴托—霍特

铁路及阜盘铁路，使新通道与俄

罗斯西伯利亚铁路贯通。

（一）内蒙古夯实做强与

俄、蒙及辽、吉、黑合作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应根据《建设

规划》布局建设三条经口岸的对

俄开放通道，规划建设两条经口

岸的对蒙开放通道。依托区位地

缘优势和友好合作关系，以先导

核心区海拉尔区、俄罗斯外贝加

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蒙古国东

方省首府乔巴山市为支点，通过

加强基础设 施 互联 互 通、深 化

多层次合作、建立健全次区域国

际合作机制，形成“海赤乔”次

区域国际合作金三角。要以常态

化、机制化为目标，以三方地方

政府为主体，充分借助大图们倡

议等次区域合作平台，逐步在基

础设施、口岸管理、政策对接、

金融货币、边境事务、领事合作

等方面 建 立次区域合作 框 架。

以各种产业园区为平台，加快建

立次区域 招 商 引资和产业 发 展

合作机制。加强呼伦贝尔市与赤

塔市、乔巴山市的多层次交流合

作，巩固提升先导区与俄、蒙毗

邻地区的友好关系，推动次区域

合作向纵深发展。

根 据《 建 设 规 划》 依 托 东

北四省区合作机制，推动建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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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州线 和 伊 敏 线、 伊 阿线， 连

接国内出海口的运输大通道，优

化扩大与东北地区各领域的协调

合作。发挥先导区平台作用，向

东连接哈大齐工业走廊，向南衔

接长吉图经济区、沈阳经济区和

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东北地区和

俄、蒙两国要素资源流动提供综

合服务。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

枢纽”战略定位为依据，以朝鲜

半岛局势向好发展为契机，利用

大图们倡议政府间合作机制，力

促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经新通道

和朝鲜半岛抵达日本，不断提升

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层次

和水平，为“东北亚经济圈”的形

成，夯实通道建设基础。

（二）辽宁省加快推进阜盘

铁路和矿产资源交易中心建设

新通道是纳入辽宁省“一带

一路”实施方案的重要项目。目

前，巴新铁路已与新义铁路、集

通铁路和赤大白铁路接轨，意味

着新通道在中国境内实现了互联

互通，从蒙古国和俄罗斯乃至欧

洲的物流、客流可以畅通抵达中

国腹地和东南亚各国。目前的主

要问题是阜盘铁路尽快开工并与

盘锦港疏港铁路接轨。

另外，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辽

宁省阜新市的煤炭资源已枯竭，

但阜新市以大唐煤制气为首的煤

化工企业和周边城市的几十个火

电厂，都是以煤炭为原料的大型

国有企业。阜新地区的煤炭资源

虽已枯 竭， 但 对 煤 炭的 需 求依

然旺盛，煤炭的销售网络依然健

全，亟需以新通道为输煤渠道，

将蒙古国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煤

炭资源调入。这就需要在阜新地

区建设一个以煤炭资源为主的矿

产资源物流园区暨矿产资源交易

平台，形成以霍特工业园为集散

地，以新通道为纽带，以物流园

区暨矿产资源交易平台为窗口，

辐射东北亚地区的综合性矿产资

源交易中心。

（三）中蒙两国共同推进霍

特工业园建设

根据蒙古国东部地区的矿产

资源和自然资源特点，中蒙两国

拟在新通道建设的同时，在苏赫

巴托省的霍特地区，共同开发建

设霍特工业园区。霍特工业园可

以吸纳中国的优质过剩产能向霍

特工业园区转移，其生产的制成

品，除满足蒙古国国内需要外，

还可利用乔巴山—霍特 — 毕 其

格图铁路的基础设施优势，向南

通过中国铁路网，向中国及东北

亚、东南亚国家输送 ；向北利用

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向欧洲国

家输送，以此为蒙古国经济社会

加速发展服务。中国东北四省区

政府，应为企业将优质过剩产能

向霍特工业园转移提供支持，为

企业利用蒙古国矿产资源搭建平

台，也为蒙古国构建以资源为依

托的产业布局提供帮助。

（四）中蒙俄三国共同推进

中蒙俄经济圈建设

俄罗斯学者奥斯托洛夫斯基

A.B. 认为 ：“将远东地区和西伯利

亚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将

远东和西伯利亚融入亚太地区国

家间合作体系的重要方式”。而本

文提及的新通道，恰恰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条新通道和新通道建成后形成

的铁路环廊及“中蒙俄经济圈”，

既凸显了蒙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作用，又完全符合中俄两国的共

同诉求和双方智库专家的共识。

这 条 新 通 道， 既能 满足俄 罗斯

《远东和外贝加尔社会经济发展纲

要》需要，又能为《中国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规划》服务，“这两个

纲要的协调配合能解决经贸关系

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中俄两国对

外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和合理调整

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新通道还

有望成为中俄联合开发北极的资

源外运通道。

中蒙俄经济圈，可以将辽、

吉、黑三省横向的哈大齐工业走

廊、 长吉 图 经 济 区、 沈 阳 经 济

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及呼伦贝尔

中俄蒙合作先导区和“海赤乔”

国际次区域合作金三角串联、叠

加并有机结合，进一步发挥集群

倍增 效 应。 这 就 需要中蒙俄 三

国决策者，站在战略高位审时度

势，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

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蒙古

国的“发展之路”战略相呼应，

为未来与日、韩、朝三国共建“东

北亚经济圈”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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