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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与中蒙俄经贸合作的地缘思考

张江河

摘  要 ：蒙古国的交通运输建设是中蒙俄经贸合作发展的瓶颈。其问题表现在交通运行里程、布局结

构、技术构成、运输水平、枢纽功能和对外经贸中 ；其成因在地缘上与自然地理、民族习性、人口分布、经

济运行、经贸关系等有关。其交通运输建设发展需要从地缘心理、地缘政策、地缘布局、地缘经贸合作和地

缘金融等方面科学有序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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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同“发展之路”倡议的对接，

还是从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以实现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发

展来说，蒙古国的交 通运输建

设问题，已成为其中的瓶 颈问

题。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

识，本文主要从地缘视野进行

思考。

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现

状的地缘映像

从经济运行结构来说，蒙古

国的交通运输由铁路、公路、航运

和水运构成，但因铁路和公路为主

体，故在此主要以其为据谈起。

从交通运输道路的地理长

度看，蒙 古国铁 路总长由 2007

年的 1815 公里增长到 2017 年的

1908 公里，其中增长的 90 多公

里属钢铁余热河公司承建。蒙古

国 公 路总长由 2007 年 的 42000

多 公里 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49250

公里，国家级公路由 9000 增长

到 12700 多 公里， 但 其 绝 大 多

数为硬面土路。在航空运输上，

蒙古国国内空运只有 5 个硬面跑

道的民航站，国际航运仅有通往

中、俄、德、韩、日等国的 9 条

航线。在水运方面，由于蒙古国

属纯内陆国家，没有国际水运，

而 其国内水 运， 据资 料显 示，

2002 年水运货量为 1800 吨，但

到 2005 年却大幅度下降为 500

吨。上述情况表明，蒙古国交通

运输状况的突出特征是设备的陈

旧性、效能的低速性和发展的滞

缓性。

从交通运输道路的地缘区

域布局看，在铁路布局上，蒙古

国内仅有两条铁路线，一条是从

靠中蒙边界扎门乌德经乌兰巴托

到蒙俄边界的苏赫巴托城以及由

此到达额尔登特铜铝厂、巴嘎淖

尔、沙林河、纳莱赫煤矿的分支

线。另一条是位于蒙古东部的

乔巴山与连接蒙俄边界的额仁查

布并与中国满洲里相汇的铁路专

线。对这种布局状况，有专家认

为其特征为 ：一是铁路密度低且

不相交，更未形成运输网络 ；二

是过境铁路通道不畅通，导致

轨道宽窄等引发连锁问题 ；三是

铁路运输技术水平与中俄差异较

大。 在公路布局上，蒙古国的

三类公路即国家级公路、地方公

路、单位自用路，其辐射和互联

互通体现出的特征 ：一是与邻国

之间公路数量非平衡 ；二是乌兰

巴托与各地公路质量差异较大 ；

三是国内公路布局逐步落实不到

位，如对 2001 年规划的“千禧之

路”落实建设不到位即是例证。

从交 通运输技术水平的地

缘意义看，蒙古国铁路的电气化

程度为低，与现代运输技术要求

差距较大，无法高速运行。在公

路技术构成上，蒙古国柏油路仅

1400 多公里，硬面路仅 3100 多

公里，经整修的碎石路 3000 多

公里，其他均为汽车自行压出来

的沙土路，自然运输速度低缓。 

因此，蒙古国的货物和客运长期

处于低速徘徊之中，成为制约经

济增长的瓶颈。

从交通运输枢纽的地缘功

能看，首都乌兰巴托市是蒙古国

交通运输的枢纽。在从铁路功

能上，由于以纵贯乌兰巴托南北

的铁路与其他线路的铁路均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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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致使其交通枢纽功能受限。

在公路交通上，由于乌兰巴托与

全国各省、市的公路级次不同，

交通运输的速度、承载量以及安

全系数的差异，导致其 在公路

运输中的枢纽功能严重受限。同

时，从地理条件和地缘关系看，

在蒙古国 156 万多平方公里广袤

美丽的草原上，连接 300 万蒙古

族人民的交通枢纽应该是次第有

序，彼此照应，内外通衢，但在

目前，这种需求仍处于理想之中。

从交 通运输与地缘经贸合

作看，作为处于中俄之间的内陆

大国，在铁路运输上，蒙古国的

收益无法与中俄比拟。以中国为

例，与蒙古国乔巴山近在咫尺的

中国满洲里铁路口岸，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进出境中欧班列共

开行 748 列，同比增长 15.4%，

货 值 34.2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5.5%。 这 是 蒙 古 国 望 尘 莫 及

的。在公路运输上，中蒙的互联

互通亦较艰难，如从中国阿尔哈

萨特口岸到蒙古国乔巴山 200 公

里，再到乌兰矿 120 多公里的自

然公路，道路崎岖，承载量低 ；

没有路 标， 常致 迷 路。 由此可

见，蒙古国的交通运输若欲在中

蒙俄经贸合作中有较大的飞跃和

收益，存在机遇，但挑战艰巨。

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现

状的地缘成因

从地缘视野探析蒙古国交

通运输建设现状的成因，如下几

点值得关注 ：

从自然地理结构看，世界上

第二大内陆国蒙古国地处亚洲中

部，境内多山，平原相对少，地

势相当高。土壤有高山冻土、山

地森林草甸土、黑土、戈壁棕盖

土、荒漠灰棕土、草甸沼泽土和

盐土等。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内

陆型气候，季气温、日气温和地

区气温相差都很大，有夏季气温

最高可达 35℃和 40℃的地区，有

冬季气温最低可达-45℃和-53℃

的地区。如此的地理气候环境，

对修建理想广延的交通运输设

施，技术上的困难和资金上的艰

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蒙古国

的地理气候条件是其交通运输的

地缘建设受阻的客观原因。

从民族的地缘历史 及习性

看， 蒙 古国的民 族构成 相对单

一，其人口主体为蒙古人，约占

全国人口的 92%，另有 6% 的哈

萨克族和其他操突厥语的少数民

族。由于生存条件所致，蒙古人

祖祖辈辈从事草原畜牧业生产，

以牛羊肉和奶及奶制品为食，以

毛皮为衣。游牧式的生产方式，

使蒙古人习惯于“哪儿有草那儿

即是家”的生活方 式，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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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蒙古人敢问路在何方，路在

马蹄之下”的民族习性。对其而

言，草原广阔任驰骋，公路铁路

未必强于马蹄之路。这种气度，

无意中成为其现代交通运输建设

缓慢的主观原因。

从人口地理地缘分布看，交

通运输建设是为人服务的载体，

而人口的分布在地理上受地形、

气候、 植 被、 资源 和水流的影

响，在地缘上受经济水平、移居

动态等因素的影响。就蒙古国而

言，全国总人口的 60% 以上生活

在中央地区，50% 以上的人口沿

铁路干线生活 ；在聚居上，人口

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 2016

年，首都乌兰巴托人口 140.8 万

人，几乎达到全国人口的 1/2 ；

另加达尔罕市、额尔登特市和乔

巴山市 , 这四大城市占全国人口

的 2/3 左右。并且，目前人口仍

急速向这几大城市迁移，致使有

人惊叹说 ：蒙古国“是全球最尴

尬国家， 全国 50% 人口拥挤 首

都，70% 地方荒无人烟！”这种

人口分布密度的巨大差别，成为

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畸形发展的

原因之一。

从地缘经济的运行看，交通

运输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在蒙古国经济发展中，由于在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有制

向私有制过渡中，对宏观调控与

市场调节关系把握水准有限，加

之自然灾害影响，致使其经济状

况长期不景气，因此，投资交通

运输这种花费大见效慢的行业，

肯定力不从心。

从地缘经贸关系看，蒙古国

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输出资源和进

口制成品， 如其出口的绝 对多

数 是矿产品和动植物产品，进

口的则是 粮食 蔬 菜、 日用品、

电子、 机 械 和 仪器等制成品，

这 使 贸 易 收 益 极 其 低 下 ；同

时， 国家 总体债 务 连 年累升，

如 2016 年 9 月为 237.4 亿美元，

2017 年 9 月为 260.2 亿 美 元 即

是 例证。这种经贸收 益和负债

状况，使蒙古国难以承载起交

通运输建设的负担。

对蒙古国交通运输建设

发展的地缘思考

客观地说，蒙古国对其交通

运输发展状况有着清醒的认知和

积极改进的愿望，如 2001 年“千

禧之路”规划，2015 年蒙古驻华

大使表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首先

要解决的就是铁路和高速公路问

题， 2018 年 8 月与亚洲开发银行

签署价值 6000 万美元的协议建

设本国道路，均是如此愿望的体

现。在此基础上，为了使蒙古国

发展交通运输建设沿着科学高效

稳妥的道路前行，本文从地缘认

知出发，略述几点思考。

第一，在地缘心理上，从地

缘历史经验和现实运作来看，蒙

古国需要以开放、开阔的心态，

以信任、安稳的情态，营造基础

设施建设软环境，笑迎各方积极

投入到交通运输建设中来。

第二， 在 地 缘 政 策 上， 蒙

古国在对外奉行中立政策的基础

上，首先，须做好交通运输建设

的定位，如铁 路、公路 线路建

设，是以开发矿藏还是拓展旅游

为重，是以联通国内为先还是联

通国际加速出海口建设为先等，

定位 必须明确 ；其次以多方沟

通、聚同化异、统盘规划、分层

推进、边建边享、量力而行的政

策，促进交通运输快速发展 ；再

次，在地缘运行中，奉行市场运

作、多元竞争、规范公正、机会

平等、多管齐下、优势居先、推

己及人、互谅互让、有序推进、

效益为本的政策，将会收到“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效用。

第三，在地缘空间布局上，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历来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

蒙古国的交通运输建设，需要将

自身地理条件的适用度、资金力

量的承载度、交通收益的贡献度

以及综合效应的满意度统筹兼

顾，科学布局。具体而言，蒙古

国若能在原有规划基础上进行新

的论证和调整，将交通运输建设

与自然条件、资源优势、人口密

度、人力成本、技术力量和经济

需要的轻重缓急统筹起来，平衡

发展，那将有事半功倍之益。

第四，在地缘经贸合作上，

蒙古国发展交 通运输建设，可

以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走与

美、加、澳、日、欧、韩等“第

三邻国”合作之路。历史证明，

镜子里的金子不如手边的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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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亲不如近邻，因此，蒙古国若能积极与中俄两

个邻国加紧加深友好关系，以铁路、公路、口岸

建设为基点，首先夯实中蒙俄三国互利共赢的交

通基础，然后拓展经贸合作交通运输建设的广阔

空间。

第五，在地缘金融上，蒙古国需要通过双边

或多边协议，将交通运输建设的点、线、网及工

程项目开发，与世界各国的国资、民资、国际资本

等金融机制协调好关系，以灵活多样的方式，通

过独立参与、合资参与、并列参与、交叉参与、

短期参与、分期参与、全程参与等运行机制，实

现交通运输建设的先行、快行和通行。

 中蒙两国地理相邻，经济互补。在发展全面

伙伴关系中，中国对蒙古国的交通运输建设贡献

积极，如 2013 年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 660 公里

公路的全线贯通，2014 年中国妥善解决蒙古国过

境运输、出海口问题、2016 年中国援建乌兰巴托

到货西革新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2018

年在两国元首青岛会晤前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

先后两次与蒙古国交通部领导对蒙古国铁路、公

路、桥梁和跨境运输进行建设性交流，均为例证。

现在，中国仍保持以“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

的积极态度，愿为蒙古国交通运输特别是大项目民

生工程建设给力，以实现中蒙俄三国人民的经贸合

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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