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封面 COVER北方经济

外交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旅游

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通

过《呼伦贝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

规划》，使呼伦贝尔中俄蒙合作

先导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同

时，2012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满

洲里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 ；2016 年作为全区首个保税

区——满洲里综合保税区通过验

收 ；互市贸易区、产业园区顺利

推进。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制

定、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

将会借助以上平台向我市倾斜。

（二）同俄蒙关系不断深化

一是边民友谊深厚。从历

史上来看，呼伦贝尔市与俄罗斯

  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开创呼伦贝尔对外开放新局面

作为全国唯一位于中俄蒙

三国交界之地的呼伦贝尔市，在

对外开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与

俄蒙边境线长 1733.32 公里，占

自治区边境线的 41%，拥有的口

岸数量占自治区的一半。同时，

呼伦贝尔市也是“中蒙俄经济走

廊”的一个重要端口，是进入俄

蒙的重要的通道。这一特殊的地

理区位，决定了我市在 “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中、在推进“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必将发挥

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对外开放

水平和层次的提高，将会进一步

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一、呼伦贝尔市在对外开

放中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我市在对外开放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取得显

著成就，为我市加快对外开放步

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搭建对外开放新平台

2012 年国务院确定设立呼

伦贝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2015

年国家八部委（即国家发改委、

冯雪娟

和蒙古国不仅山水相连，而且在

民俗、文化等方面有许多相似和

相同之处，接壤的边界地区居住

的主体民族分别是蒙古族和俄罗

斯族，尤其是与蒙古国接壤的口

岸城市中 80% 以上的居民具有

蒙汉双语沟通能力，语言相通、

习俗相近、文化相似、关系和

睦，这种同宗同源的人文优势以

及三地人民一衣带水的关系是其

他省区的边民无可比拟的，为合

作创造了良好氛围。二是蒙古国

驻呼伦贝尔领事馆正式开馆。

2015 年 6 月 18 日蒙古国驻呼伦

贝尔领事馆在海拉尔开馆，成为

继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之后，蒙

古国在内蒙古建立的第三家领事

机构。三是缔结友好城市。目前

在我市范围内与俄罗斯、蒙古国

已经缔结了七对友好城市。通过

民间交流等平台，在商贸会展承

办、人文教育交流等诸多领域建

立了不同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

（三）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

呼伦贝尔市已经形成了公

路、铁路、航空并举的立体化的

交通运输网络。跨境中欧班列实

现常态化，目前通过满洲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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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班列有 32 条线路，占全国的

80%。来自包括苏州、天津以及

东三省的 47 个地区的货物，通

过满洲里口岸出口至俄罗斯、蒙

古和中东欧国家。

满洲里口岸承担着中俄贸

易 70% 以上的货运量的运输任

务。目前满洲里的口岸运输能

力为 4000 万吨，正在建设之中

的新国际货场的输运能力也是

4000 万吨，建成之后，整体的

口岸输运能力将达到 8000 吨，

可满足不断发展的中俄贸易扩张

的需要。

（四）赴俄蒙投资合作项目

初具规模

2015 年我市全年共备案国

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合同 13

个，合同总金额 9.44 亿美元。

（五）呼伦贝尔市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中国（海拉尔）中俄蒙经

贸展览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二

届，呼伦贝尔市的国际影响力得

以扩大。第十二次经贸展览会，

规 模 宏 大， 共 设 室 内 外 展 馆 7

个，近 2.5 万平方米，有北京、

山东、辽宁、河北、广东等 12

个省区及港、台展商国内展商参

展，除俄罗斯和蒙古外，新增印

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伊朗、

埃及、坦桑尼亚、加纳、马拉

维、新加坡等 14 个国家的国外

展商参展。

二、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

面临的机遇

（一）从国际看

中 俄 蒙 三 国 关 系 不 断 升

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更加紧密，中蒙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我国与俄蒙战略互

信不断增强，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得到三国高层高度关注，

并且取得实质性进展，三国元

首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共同签署

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

要》。因此，我市对外开放面临

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从国内看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深入实施，呼伦贝尔市成为

中蒙俄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重要支

点，这不仅使呼伦贝尔市成为新

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而且

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洼地变为政策

高地，是呼伦贝尔市向北扩大对

外开放千载难逢的新机遇。

三、抢抓“一带一路”发

展机遇，开创呼伦贝尔对外

开放新局面

（一）做好政策沟通工作

一是要研究清楚制约呼伦

贝尔市开放的问题。例如，“怎

么开放？”“怎么对接？”“如何

减少通关手续？”“怎样推进中

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等都需要

解决。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俄蒙经

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俄

蒙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重大战略

和走向，要知己知彼。二是分不

同层次来解决问题。要搞清楚，

哪些是需要国家解决的问题，需

要国家哪些政策支持，哪些是需

要自治区解决的问题，哪些是我

们通过努力能够自己解决的问

题，进而做好政策沟通，从不同

层面努力。三是要建立好沟通联

系机制。我们与俄蒙合作，不是

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要得到俄

罗斯和蒙古国的支持。双方或者

三方的相关人员要定期会晤，解

决出现的问题。

（二）积极构筑全方位开放

平台

要努力完善各类平台的功

能，用好用足国家的政策。一是

全面推进呼伦贝尔中俄蒙合作先

导区建设，全力支持满洲里国家

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建设，创新

对外开放机制。二是完善综合保

税区功能，推进互市贸易深度开

放，积极申报自由贸易区，建设

海关监管和保税仓库。三是全力

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旅游

区、边境经济合作园区等平台建

设。

（三）推进贸易畅通发展

呼伦贝尔市虽与俄蒙接壤，

但是外贸依存度不高，欠发达的

市情没有根本的改变，进口的

多，出口的少。每天有大量的矿

产品、木材等运到中国，国内每

天有大量商品从我们的口岸运出

去。但是，本地区可供出口的商

品极少。呼伦贝尔市拥有众多口

岸，却对拉动本地区经济发挥的

作用不大。因此，要充分发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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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贝尔市各地特色经济的优势，

努力培植优势产业，扩大在俄蒙

出口额以及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规模，要想方设法，助力企业走

出去，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一是加快发展进出口加工

业。通过呼伦贝尔市进出口加工

业的发展，不断拓展对俄蒙开放

的深度和广度，带动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通过发展高端深加工木

材制品，争取将我市建成依托国

际资源的国家级木结构装配式建

筑产业化基地，推动木材加工

业，构建跨境产业链。扩大进口

油菜、小麦的加工规模，用足用

好满洲里综合保税区政策，强化

跨境铁路班列辐射带动，推动口

岸工业迈出新的步伐。二是做大

做强农畜产品业。俄罗斯农业发

展相对滞后，因此对蔬菜、水果

的需求居高不下。作为全国最大

的陆路口岸，满洲里口岸已经成

为中俄边境最大的果蔬出口基

地，在中国陆路口岸中，蔬菜出

口居全国首位。但令人遗憾的

是，这些出口的

蔬菜水果不是本

地生产的。

面 对 这 种

情况，要加快海

拉尔区、满洲里

市、牙克石市、

阿荣旗、扎兰屯

市、 额 尔 古 纳

市、陈巴尔虎旗

等地区的设施农

业建设，培育绿

色优质果蔬出口基地，发展订单

农业，形成稳定的绿色菜果生产

能力。

总之，不要让我们的口岸

仅仅是一个通道，对本地区没有

发挥重要作用。相关部门要做好

对接工作，让开放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的一个动力。我们的资源开

发利用观念也要从主要使用自有

资源，向整合世界资源转变。

另外，俄罗斯希望开发远

东地区，但是缺少资金、技术、

人才，所以借助远东的能源、资

源优势，积极加大与中国、日

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

作，期望以“资源换资金”拉

动、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

经济发展。蒙古国也有意愿想成

为中国最大的焦煤供应方。我国

可以顺势加大实施力度，为我国

探寻更多的可靠资源供给地。

（四）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近几年来，呼伦贝尔市加

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无论是

道路，还是边检设施，都有较大

提升，特别是满洲里市，在硬件

建设方面，已经成为国内比较先

进的海关。但是总的来看，基础

设施条件还是不能够满足对外开

放的发展要求。例如，室韦、黑

山头口岸至今没有通火车，严重

影响了运力。而俄罗斯、蒙古国

基础设施更是落后。

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是要优先打通关键通道建设，

加强三方协调，大力推进以阿日

哈萨特—乔巴山跨境公路、海—

拉—黑—普跨境铁路、额布都格

口岸大桥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 ；二是要想方设法帮助俄方及

蒙古国加强道路及设施建设。

（五）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

交流

要不断拓展友好合作城市

和人文交流渠道，在教育、卫

生、体育、环保、科技等领域深

化与俄蒙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外部发展空间。

（六）打造“海赤乔”次区

域国际合作金三角

推进“海赤乔”次区域国

际合作金三角建设，通过加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多层次产

业合作、大力发展商贸物流、深

化人文合作、完善跨国生态环

保，以及在俄蒙合作机制等方面

先试先行，总结出可复制推广的

经验，促进“中俄蒙经济走廊”

分阶段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作者系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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