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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跨境物流便利化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李瑞峰

摘  要 ：中蒙跨境物流便利化是两国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重要保障。但中蒙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

机制的滞后，正成为两国继续深化经贸合作的掣肘因素。中蒙跨境物流便利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中蒙贸易结

构瓶颈、交通瓶颈、自由贸易区建设瓶颈等，而克服瓶颈需要综合考虑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因素，如中蒙地

缘政治及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人文历史等。中蒙跨境物流便利化的实现需要从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

划纲要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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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中蒙 跨境 物流便利化

近年来中蒙双边贸易基本呈增长态势。2005-

2017 年，中蒙双边贸易额从 8.1 亿美元增加到 67

亿美元。蒙古国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及地理位置优

势，将本国大量畜产原材料和初级矿产品出口到中

国，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和日用品。中

国对蒙古国的投资早期大都集中在矿产等资源和房

地产行业，现在逐步向农牧业和旅游业、服务业扩

展。中蒙跨境经贸物流便利化是两国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的重要保障，但中蒙经贸合作交通基础

设施与运行机制建设的滞后，正成为两国继续深化

合作的掣肘因素。

一、中蒙跨境经贸物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蒙贸易结构瓶颈

近年来，中蒙贸易结 构不合理现象较为严

重。中蒙贸易往来以低加工、初加工、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较低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

主，对蒙古国合作领域局限于矿产资源开采、农

畜产品流通、民用住房建筑和某些小型饮食服务

行业。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 年蒙古国有

90% 的铜精粉出口到中国。中国主要对蒙古国的矿

产等资源类行业进行投资，而蒙古国也将大量初

级矿产品出口到中国。可见，中蒙之间贸易结构单

一，不利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中蒙交通瓶颈

蒙古国没有出海口，交通运输分为铁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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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航空，其中以铁路和公路运输为主。但由于多

年投入力度不大，蒙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以

适应经贸发展的需要，越来越成为影响中蒙经贸

合作的主要瓶颈之一。蒙古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现状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需求大、规模大和资

金缺口大。目前蒙古国与中国的铁路运输处于饱

和状态，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贸易运输需求。蒙古

国只能通过乌兰巴托铁路这一条铁路进行对外运

输。因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蒙古

国的矿产品、能源等产品在运输方面成本非常高，

不利于产品出口，因而严重制约了中蒙之间贸易活

动的开展。

（三）中蒙投资瓶颈

近几年，蒙古国经济环境的恶化及其国内政

策频繁变动严重影响了外商对蒙古国的投资信心，

特别是在外资法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对蒙古国吸引外

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新投资法对外国投资包括中

国、韩国、日本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 2013 年 9

月，蒙古国大呼拉尔又通过了新的《投资法》，但

是很多政策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落实，也使很多投

资者处于观望状态。受此影响，蒙古国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由 2011 年的 49 亿美元

下降到 2016 年 13 亿美元（见图 1），直接原因就是

投资主体减少造成的。政府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局

面，只能采取融资的方式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包括

15 亿美元成吉思汗债券，600 亿日元的“武士债券”，

1.92 亿美元的乌兰巴托市政债券等，由此也导致蒙

古国外债规模高企。

（四）中蒙口岸物流园区功能单一

目前中蒙口岸物流园区功能比较单一，大部分

仅具有仓储功能，仓储功能中对高污染的煤炭物

流园区、金属监管区的环保措施还较为落后。虽

然中国的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投入巨资

进行中蒙跨境输送带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并

在此基础上在中蒙策克、西博库伦、甘其毛道、

嘎顺苏海图口岸相对应的地方紧贴着边境线申领土

地，开始建设物流园区院墙、磅房、办公楼、宿舍

楼、海关监管区、堆场以及输送带基础等设施，

但是蒙方相关部门对此难以统一意见，至今未能

得到蒙古国方面的正式批文。

（五）中蒙口岸通关效率低

当前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建设过程中，面临

口岸通关效率低的困境。目前，中蒙二连浩特口岸

只有铁路可以实现 24 小时通关，而公路在夜间不

办理通关业务，所以导致那些夜间需要办理报检、

报关和缴纳费用的货主，只能等到次日再办理通关

手续，当日货物堆积现象较为严重，当日发货难以

实现。据中国新闻网资料显示，二连浩特口岸货物

停留时间平均为 14-17 小时，这极大降低了口岸的

通关效率。

（六）中蒙海关合作发展不平衡

从近年中蒙海关合作出现的问题中，我们可

以看到，由于受到两国的宏观、微观环境以及产

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蒙的海关合作务虚大于

务实，蒙方的海关合作“外热内冷”。如果蒙古国

在中蒙海关合作便利化方面不尽快做出调整，未

来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进一步影响和制约蒙古

国口岸物流运输业的发展。

二、中蒙跨境物流运输便利化的制约因

素

（一）地缘政治及国家政策因素 

当前，中蒙两国都处于最关键的发展时期，

寻求协同发展是两国的重要议题。中蒙之间存在

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蒙两国需要进一步通

图1  蒙古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情况统计（2011~2016） 
资料来源 ：蒙古国国家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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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渠道的建 设 来加强沟通交流、深化 互信，

凝聚两国合作共识，不断深化贸易和投资领域，

这对于构建区域合作，实现区域繁荣具有重要意

义。从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和蒙古国的经贸

往来与国家政策及地缘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

同时也由于蒙古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环

境，其在发展与中国的跨境物流运输过程中必须

考虑与中国、俄罗斯的利益平衡。

（二）区域经济发展因素 

基于历史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蒙古国

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以近几年的 GDP、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人口规模

为例，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广泛的

不平衡性，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双方的经

济合作互信度，甚至会产生一些贸易摩擦。因此，

在促进中蒙经贸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区

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

（三）人文历史文化因素

从人文历史文化因素来看，中国与蒙古国、

俄罗斯部分地区地缘相近、历史文化相通、人文

融合基础深厚。尤其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俄罗

斯在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上存在着广泛的历史和现

实的联系，语言沟通、文化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

便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中蒙俄三国在文

化认同上的差异性，这样的地域环境无疑会对中

蒙跨境物流运输的便利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一）推进规划和纲要落实

中蒙今后合作的重点就是将中蒙俄经济走廊

规划和纲要落到实处，实现中蒙经贸合作的良性可

持续发展。互联互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

要领域，实现中蒙跨境经贸物流便利化是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蒙应该商议共同启动一批示范性较强的项

目，带动其他相关项目建设。在确定最可能实施

的项目里包括建设双向道路、电子化项目、加大公

路建设项目等。加大对公路建设项目的投入，可以

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三个国家实现汽车跨境运

输，实现俄罗斯和中国都可以通过蒙古国进入对

方口岸。中蒙俄三国政府共同建设亚洲公路项目的

融资情况，可由三国交通部门商定。

（二）加快中蒙跨境自贸区建设进度



41

COVER 封面 2018 10

中蒙应不断强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

促进自贸区建设。在中蒙自贸区选址方面，应该基

于双方领土主权原则，尽量设立在毗邻区域内。

通过建立中蒙自贸区，推进中蒙经贸合作不断深

化，进而优化双方区域合作格局，推动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繁荣发展。在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筹备方面，中蒙可以积极利用丝绸之路基金、亚

投行机制的低利息贷款或者可以商议利用 PPP 模

式，通过中蒙政府共同出资、国家财富基金和私营

企业等相关社会资本的共同参与，进而最大限度

地激活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中。

（三）提升中蒙跨境物流运输能力

提升中蒙跨境物流运输通道的运输能力，可

以有 2 个思路 ：一是对既有通道进行升级改造，

充分挖掘和提升现有通道的运输能力，提高运

输效率，促进资源合理使用 ；二是结合三个需要

建设新的通道 ：中蒙地区产业布局需要、空间发

展需要以及企业物流运输的需要，建设新的通道

（跨境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以提升中蒙跨境物流

运输能力，努力实现运输供需平衡。运输通道的

建设要不仅能够满足当前中蒙两国贸易运输的需

要，也能满足未来两国贸易结构变化发展的长远

需求。

（四）健全中蒙口岸物流服务体系

中蒙口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需要不断改

善。要注意到由于中国和蒙古国各个口岸的发展阶

段存在着不平衡与差异性，因此可以制定差异化

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兼顾各方利益。以二连浩特

口岸为例，可以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重点发展国

际物流产业，内设宽、准轨铁路专用线，建设各

类货场，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 ；二是重点发展

流通加工和国际贸易产业，依托中蒙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建设对蒙贸工一体化产业集聚区。三

是为进一步推动口岸过货物流业与贸易、加工、旅

游等产业融合，依托地区自然与人文优势，顺势打

造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基地。

（五）加大公路合作建设项目的投入

建议中蒙俄三方共同投资修建通过蒙古国境

内连接中俄的高等级公路。在这条公路上，不仅

蒙古国的车辆能够进入中国和俄罗斯的口岸，俄罗

斯和中国的车辆都可以通过蒙古国进入对方口岸

或指定的物流园区（俄方的恰克图和中方的二连浩

特），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三个国家实现汽车跨境

运输，提高运输效率，减少货物换装损失。三方

就这条公路的建设、使用、维护和收费等事宜进

行磋商，达成协议。三方共同建设、管理，可以

增加中俄两国通过蒙古国的跨境物流货源，实现

以路养路，良性循环。

（六）加大对中蒙物流企业的扶持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初期可得成果中，

可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企业的活力是经贸

活动的关键动力，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集

聚可以形成比较优势，促进特色产业的形成、发展

以及国际市场的现实需求，最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的发展。因此可加大对中蒙物流等相关企业的扶

持，鼓励双方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建设中蒙跨境自贸

区，在自贸区内设立下货点，实现门到门运输，同

时，辐射带动大陆桥沿线区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壮大物流规模，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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