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2018 年 9 月 17 日 -21 日，由中蒙俄智库合

作联盟主办，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科学院承

办的“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 2018”年会在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市举办。本届论坛以“中蒙俄经济

走廊 ：开放、创新、共同发展”为主题。中蒙俄

三国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围绕“中蒙俄利用

能源和资源合作”“中蒙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合

作”“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等多边合作”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为务实推进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建言献策。现将与会专家学者观

点精要如下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共同机遇与

共同发展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五周

年实践的基础上，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已经站在

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共同的机遇下迫切需要三方

共同的发展，在培育新增量上持续助推“一带一

路”同“发展之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

作。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提

出，时代赋予中蒙俄三国共同发展的机遇，三国

需要立足“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新

起点和远东合作新机遇，同心同德，共同珍惜，

通过推动三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让三国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三国合作发展离不

开三国智库的智力贡献，要发挥好智库先行的桥

梁纽带作用。强化三国的智库交流合作，注重发

挥智库的引领性、实践性、针对性 ；落实《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重点内容，聚焦三国合作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在项目建设、市场开拓、金

融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研究 ；充分做好

三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的联通工作，为三国经济

社会共同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指出，要加强顶层设

计，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 ；突

出重点合作领域，探索创新合作机制与方式 ；强

化智库交流合作，注重发挥智库支撑和引领作

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张宏飞处长

认为，要着眼三方合作共同利益，在基础设施、

制度对接等方面完善合作机制 ；发挥三方比较

优势，建立健全资金、服务等要素流通的合作机

制 ；在双边合作较为成熟的领域，推动三方合作

机制建设。

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部研究员特木尔强

调，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蒙俄三国共同的事

业，需要三国全力合作，同时需要一个具体的机

构来协调推进。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维

纳瓦·谢·弗博士表示，要从中蒙俄三国合作发

展面临的挑战角度思考，特别应以政治、能源、

旅游合作为切入点，解决三方合作中的资金、合

曲莉春 张莉莉 康伟 代建明

摘  要 ：日前，“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 2018”年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举办。本文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 ：共同机遇与共同发展”“中蒙俄区域合作”“ 中蒙俄综合交通运输合作”“中蒙俄能源和资源合作”“中蒙俄人文

交流合作”五个方面，对与会专家学者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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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智库先行作用，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 “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 2018”年会专家观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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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等问题。

二、深化中蒙俄区域合作，加快经济一

体化进程

专家们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巨

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深化三国及东北亚区域合

作，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联通，有

利于务实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卢伟提出，在中国实施新一轮东北振

兴的大背景下，构筑与俄远东地区出海口和经俄

蒙联系欧洲的陆海联运通道，推动东北地区能矿

资源加工和装备制造业在俄蒙建设境外经贸合作

区，以东北地区为开放前沿推动中俄、中蒙跨境

合作区和自贸区建设，吸引日韩资金技术积极开

发东北地区，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助力东北振

兴的四个重要着力点。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低碳发

展研究所所长毕德利提出，合力打造以中蒙俄合

作先导区即以“海赤乔”三角区为核心的东北亚

经济圈，是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新的突破口，可

以对接东北亚地区、蒙古东部以及日韩的一些发

展倡议和合作项目。具体说，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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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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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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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春林、研究员范丽君认为，

俄罗斯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是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的重要支点，深化两地的合作，对整个中蒙

俄经济走廊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加强

中蒙俄三国智库合作，研究构建三国地方合作机

制 ；要加强高校在培养高素质、高质量国际综合

人才方面的合作，着力培养精通两国或者三国语

言的科技人才 ；以挖掘蒙古民族文化为抓手，打

造民族文化产业链区。

内蒙古工业大学长青、华连连、冯银虎认

为，内蒙古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要

清晰目前所面临的风险，还要深入研究风险的破

解之道，实现自治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并提出

“以国际产能合作为核心，做大做强对俄对蒙投

资合作的平台载体 ；提高金融便利化措施，尽快

健全对俄蒙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重视口岸经济，

建立中蒙俄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十条具体措施。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刘兴波、乌日丽格强调，二

连浩特—扎门乌德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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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境经济合作区项目，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的重要项目之一。内蒙古在落实好国家《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整合现有

平台资源，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培育壮大二连浩

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边境跨境平台建

设，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将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对内蒙古全方位开放起

到引领、示范和杠杆效应。

蒙古国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特·道尔吉院士表

示，蒙古国非常重视东部地区的发展，力求深度

融合“海赤乔”次区域国际合作。蒙古国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教授莫·阿拉坦巴根以蒙古国南部地

区 39 个县的调研为例，总结了蒙古国南部地区经

济实力和社会现状，包括劳动力成本低等现实情

况。他指出，这些都是蒙古国后期规划以及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特别需要的。日本东北亚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希·恩和巴雅尔认为，中蒙的 FTA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开端，

中蒙项目落地实施如果从双边的 FTA 开始，应该

是一个新的窗口，建议给予高度关注。俄罗斯联

邦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中心蒙古学、藏学、佛学

研究所所长巴扎罗夫院士认为，中蒙俄三方之间

的对话有待深入，应大力加强中国同俄罗斯的陆

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合作。

三、推动中蒙俄综合交通运输合作，助

力三国互联互通

专家们提出，应着眼三方的共同利益，完善

基础设施通道建设的合作机制。发挥三方比较优

势，建立健全有利于全要素流通的合作机制，聚

焦中蒙俄三国重点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务实推进

中蒙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合作。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指

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正式实

施为中蒙俄及相邻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带来巨大红利，三国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过程

取得了诸多成绩，但距离三国领导人提出共识发

展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合作局张宏飞处长指出，三国合作的主要潜

力体现在欧亚大通道建设、中蒙俄产业互补性合

作和一体化的市场建设方面，应着眼三方合作的

共同利益，完善通道建设和全要素流通方面的合

作机制。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李瑞峰指出，应

从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和纲要落实、加

快中蒙跨境自贸区建设、提升中蒙跨境物流运输

能力等多个方面入手，尤其要增加中蒙间互信，

以打破中蒙跨境物流便利化存在的结构、交通、

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方面的瓶颈。暨南大学珠海校

区地缘战略研究所所长张江河认为，需从地缘心

理、地缘政策、地缘布局、地缘经贸合作和地缘

金融等方面有序解决蒙古国的交通运输等基础建

设问题。

蒙古国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特·道尔吉院士认

为，蒙古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运输问题极大地制

约了其经济增长，三国应重点合力解决，以便提

升中蒙俄经济走廊运输的总体能力。蒙古国科学

院国际关系部主任巴亚斯呼博士认为，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建设有利于推动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三国跨境贸易、运输和旅游。他建议，可在

蒙古中部地区加强铁路、公路的建设，在东部地

区发展农业和旅游业，在西部建立经济区。蒙古

国科学院国际关系部研究员特木尔教授强调，要

积极推进三方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机制的共识，落实相关项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维纳瓦·谢·弗

博士强调，提高欧亚大陆的运输过境能力，面临

着国家间政策对接、融资和信息互换等方面的问

题，需要三国共同协商，成立专门机构予以协调

解决。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中心蒙古学、

佛学、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德热瓦教授认

为，中蒙俄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应把重点放

在重要的交通走廊的建设上。俄罗斯西伯利亚自然

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巴图门克瓦·斯认为，三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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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应加

强沿边境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简化通关手续。俄

罗斯驻蒙古国大使馆阿兹佐夫·伊·库提出，三

国应在铁路、公路、电力网络、油气管道的建设

等领域密切合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维纳

瓦·谢·弗倡议，进一步推动乌兰巴托铁路的现代

化项目，以提高蒙古铁路的效益。

四、加强中蒙俄能源和资源合作，探索

新机制、新方式 

专家们建议，应以产能合作等作为三国重

点合作领域，着力解决落地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

题，完善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和管理的构架，探

索创新三国合作新机制、新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张宏飞处

长认为，中蒙俄在产业上有一定互补性，中国在

装备制造、高科技产品、轻工品，蒙古国在矿产

品、畜产品，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木材等领

域都有各自的优势，未来三方可根据自身发展深

化合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

伟俊指出，黑龙江省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关

键枢纽和重要通道，地缘优势明显，在矿产资

源、农业、建筑等方面对蒙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合作空间十分广阔。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

杨三省认为，应积极构建各类经贸合作平台、支

持双方精细化工领域合作等推动中国陕西省和蒙

古国能化产业发展。

蒙古国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特·道尔吉院士

认为，包括蒙古东部地区经济圈在内的东北亚地

区的矿产资源产业化、运输基础设施改善及旅游

业的发展所面临的资金、商业、技术、环保等问

题，需要中蒙俄科学家、企业家及政府的通力合

作解决。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部主任巴亚斯呼

博士认为，经济走廊建设为蒙古国成为亚欧新经

贸中心带来巨大机遇，应着力推动蒙古和欧亚实

现能源一体化。蒙古国国立科技大学电力工程学

院教授德·苏德目道尔吉院士指出，蒙古国太阳

能和风能资源足够支撑超级电网的需求，超级电

网建设需要的经验、技术等都已具备，其建设的

可行度非常大，推进的关键在于三国间的理解和

融合。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邻近国

家分所所长阿拉台提出，中蒙俄在绿色能源推广

与使用、绿色城市发展与建设、气侯变化研究与

应对、沙漠预防与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东北亚地区能源网络搭建等方面面临共同的问

题，倡议三国切实落实前期签署的相关文件，呼

吁三方科学单位加强合作，三国的环境保护机构

实现信息共享以促进一体化建设，并在带动旅游

发展方面加强务实合作。蒙古国国立大学电子电

信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阿木尔巴雅尔认为，蒙古

国电厂建设中亟需解决的是稳定性供电问题，同

时应重点引进可再生能源技术，使蒙古国能源绿

色化，以有效缓解其牧区供电、供暖问题并提高

农牧民生活质量。

俄罗斯布里亚特国家研究中心波利斯夫提

出，东北亚电力能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应提到议事日

程。应着力研究跨境能源交流，以提高能源系

统的安全和效率 ；应努力发展再生能源和核能发

电，以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应持续推进中俄两

国在能源方面的深入合作，以进一步提升蒙古能

源的生产力水平。俄罗斯西伯利亚自然管理研究

所副所长巴图门克瓦·斯博士认为，蒙俄接壤处

的基础设施建设在通讯、供水、供电，特别是道

路交通方面存在困难，需要加深合作，直接投资

是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促进中蒙俄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三

国民意基础

专家们一致认为，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有利于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与互信，为三国

战略对接打好民意基础，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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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先导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曲莉春认为，中

蒙文化交流应着力提升中蒙文化认同感，挖掘草

原文化内涵，深度打造共同的草原文化品牌，注

重让民众成为交流对话的主体。要创新与蒙古国

教育领域合作方式，加强教育合作和人才培养力

度，创新媒体合作模式，完善两国跨境文化旅游

合作机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

明办主任乔建东建议，三国媒体应凝心聚力、积

极作为，创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交

流互鉴，凝聚舆论共识，厚植民意基础，创新拓

展“一带一路”媒体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实现

新闻信息分众化、精准化传播，更好满足中蒙俄

三国人民对彼此信息和文化交流的需求，提升三

国合作传播的影响力，为中蒙俄互联互通注入更

多正能量。

三国间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合作，为

中蒙俄共同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内

蒙古师范大学校长云国宏表示，教育次区域合作

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依托地处北部边疆

的内蒙古自治区构建教育次区域合作，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内蒙古师范大学将在进一步开展更

广泛、更务实、更高层次的合作，进一步拓展教

育次区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为“一带一路”教

育行动做出新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蒙韩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伯业科瓦·鄂·万认

为，社会领域合作已经成为整个国际合作重要的

组成部分，中蒙俄经济走廊项目的实施，不仅需

要国内专家，而且要培养精通历史的跨国专家。

中蒙俄三国边境毗邻，具有发展跨境文化

旅游的基础与条件。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朱军认为，将辽宁打造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

的重要国际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应高起点高标

准，打造优质旅游基础设施，精准化人性化，深

入开发客源市场，全面提升旅游软环境，东北三

省一区协同推进东北亚地区旅游合作，全面深化

东北地区旅游合作。内蒙古大学蒙古国研究中心

阿拉坦认为，推动中蒙跨境旅游业发展，应强化

政府机构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以保证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旅游业适应性和应用性人

才的培养，提升旅游人才队伍素质，开发挖掘旅

游资源，分级、分类开展各类节日旅游活动，打

造名牌产品，积极发挥旅游信息化优势，建立统

一旅游资源数据库。蒙古国国立大学地理学院教

授乌云其木格对成吉思汗旅游景观带建设做了很

系统的评估，认为成吉思汗的旅游综合体的开发

建设具有发展蒙古国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文化旅

游产品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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