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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市是呼伦贝尔市政府驻

地。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东北部。人口约 272 万，有

蒙古、汉、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回、满、朝鲜族等。

面积 26.4 万平方公里，大兴安

岭纵贯市域中部，呼伦湖位居

市域西部。有天然草场 1.49 亿

亩，森林覆盖率为 49%，林业

用地约 2.03 亿亩。矿产资源有

煤、 石 油、 铜、 钼、 锌、 银、

金、铁等。有 8 个国家级一、二

类口岸，满洲里有中国最大陆

路口岸。经济结构中有农牧、

能 源、 木 材 开 采 与 加 工、 化

工、食品等行业 ；铁路有以哈

尔滨—满洲里为干线纵横交错

的 10 条运输线，绥满干线正在

推进 ；公路有国道、省道、县

道、乡道等。

乔巴山市是蒙古国东方省首

府。东方省居蒙古东部边疆，北

面与俄罗斯赤塔相邻，东面和

东南面与中国约有 1150 公里接

壤线。人口 8.26 万，多为哈拉

哈蒙古族，其余有布里亚特、

巴尔虎蒙古族等。面积约 12.36

万平方公里，4/5 面积地势平坦，

大小河流 128 条，湖泊 179 个。

自然区域 70% 为草原，30% 为

森林 ；野生动物 50 余种。经济

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有大

麦、小麦和饲料作物 ；矿产主

要有混合金属、银、金、盐、

石 油、 钼、 钢、 铁、 红 铜、 水

晶石等 85 种资源。赤塔市是俄

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首府。外

贝加尔边疆区位于俄东南部，其

与中国和蒙古有 1500 公里的边

境线。人口约 122.7 万，占全俄

人 口 的 0.85% ；民 族 中 88% 属

俄罗斯族，另有布里亚特人和乌

克兰人等。宗教主要有东正教、

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面

积 43.1 万平方公里，有山地、

高原、河谷和盆地，森林面积占

60%。 农 业 以 小 麦、 大 麦、 荞

麦、燕麦和饲料为主 ；畜牧业以

养羊为主 ；工业主要有采矿、森

林业、机械制造、食品和轻工业

等。矿产资源主要有黑金金属、

彩色金属、贵重金属和稀有金属

等 ；交通有西伯利亚铁路和贝阿

铁路两条干线贯通南北，有中俄

最大陆路口岸后贝加尔斯克—满

洲里铁路公路口岸，中俄陆路

60% 贸易经此完成，是中国进口

俄石油的主要通道。中国是其最

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占其贸易

额的 96.1%，投资总额的 47%。

对海赤乔次区域经济地理

概况，从地缘合作基础看，中蒙

俄三方各有比较优势，但也有相

当大的反差。特别是在地理空间

与人口比例方面，海赤乔次区域

面积共计 82.8 万平方公里，人

口共计 352.75 万 , 即使不计人口

中的非劳动力数量，其人口密度

平 均 仅 为 2.34 人 / 平 方 公 里，

地理空间与人口密度如此巨大的

反差，是中蒙俄三国必须共同关

切的首要问题。因为有无众多技

艺高超的劳动力，直接关乎到次

区域合作的开发收益、消费水平

和需求拉动三大问题，“劳动力

短缺将重创俄经济”就是如此。

因此，在海赤乔次区域建设中，

建议三方在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

中，将劳动力资源作为根本大计

来抓，特别是要扩大提高劳动力

开发和转移的数量质量，充分发

挥其能力和潜力，促进次区域的

合作快速良性运作。当然，劳动

力转移，要照顾彼此在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上的地缘政治安全思

虑。

三、对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功能定位和次序结构的地

缘认知

对海赤乔次区域合作机制，

应该定位为综合类经济区域。

因为它关乎区域生存与发展的

所有领域，既有海赤乔中心城

市带动区域合作发展的特性，

又有三方政企推进的机制 ；既有

自然禀赋同异性的辩证联系，又

有经济发展关联性的互利需要，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中蒙俄

三方各自国内合作机制而言，在

各自中央政府统一部署下，各地

方区省内的区域合作、区省间的

区域协作特别重要，例如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与锡林郭勒盟、兴安

盟、呼和浩特市等区域的合作，

内蒙古与东北三省、京津冀等的

合作均在此列 ；在区省之间，例

如蒙古国的东方省与肯特省、苏

赫巴特尔省的协作，俄罗斯外加

尔湖边疆区与布里亚特、伊尔库

在全球化与区域化齐头并

进的形势下，次区域合作是其辩

证发展和灵活快速发展的途径之

一。现今，中蒙俄三国根据《建

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精

神，协商在中国海拉尔、俄罗斯

赤塔、蒙古国乔巴山（以下简

称 ：海赤乔）建立次区域合作机

制即是如此。本文从地缘上予以

探索，期望对该次区域建设有所

裨益。

一、海赤乔次区域合作

在地缘上需要明确的几个问

题

从地缘主体关系看，海赤

乔次区域合作是中蒙俄三国协

商选定的在跨区域地理空间中

进行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和生产

效益互利合作的过程。它既是

国家的主权平等性和利益现实

性的体现，又是彼此合作意愿

前瞻性与协商发展理智性的体

现。因为它是兼顾中蒙俄三方

利益的适当区域，既蕴含着中

对中蒙俄经济走廊海赤乔次区域合作的地缘认知

蒙俄经济合作开发互利共赢的

本有之义，又满足了三方地缘

安全平衡以促进政治互信的现

实需要。这是对海赤乔次区域

地缘合作关系原则的明确。

从地缘架构建设看，海赤

乔次区域合作将是一项长期的、

广泛的、动态的活动过程。由

此，对海赤乔次区域合作，应遵

循科学发展规律，把协同力、推

进力和承受力有机地融合起来，

既不能急，也不能等 ；既要大

胆，又要稳妥地有效推进。这是

对海赤乔次区域地缘合作运行调

控的明确。

从地缘关系保障看，海赤

乔次区域合作，虽是三国边境次

区域合作，但它涉及到宏观、中

观和微观层面的关系问题。具体

为宏观上涉及到三个国家，甚或

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问题，中观

上需要三个国家省区层面的实际

统筹，微观上需要毗邻核心城市

的积极运作。由此而来，必须利

用好中蒙俄三国最高决策层对

此提供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

摘   要 ：海赤乔次区域合作在地缘关系中反映出兼顾性、动态性和机遇性，在地缘利益上要应对地理

潜能开发的人力资源问题 , 在地缘功能上应具备综合经济区域要素，在次序上要以交通建设为先，在经贸上

要以产能合作为主，在地缘合作保障上要利用好多渠道的资金，在地缘心理上应增进民心相向建设。

关键词 ：中蒙俄经济走廊  海赤乔  次区域合作  地缘认知

正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砥砺奋进，再

接再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继续奋斗。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号召 ，展

现出中国对建设中蒙俄经济走

廊的关怀和期望 ；蒙古国新总

统巴特图勒嘎的执政，为蒙古

国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政治基础 ；俄罗斯普京总统

明确表态考虑明年“竞选连任

问题”，虽然政坛难断明日事，

但普京长期执掌俄罗斯所积累

的政治资本是毋容置疑的。因

此， 中 蒙 俄 海 赤 乔 次 区 域 合

作，有着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良

好机遇和政治保障。这是对海

赤乔次区域地缘合作政治信心

的明确。

二、对海赤乔次区域经

济地理现状与开发潜能的地

缘认知

从地理空间范围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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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COVER北方经济 COVER 封面 2017 10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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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态考虑明年“竞选连任

问题”，虽然政坛难断明日事，

但普京长期执掌俄罗斯所积累

的政治资本是毋容置疑的。因

此， 中 蒙 俄 海 赤 乔 次 区 域 合

作，有着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良

好机遇和政治保障。这是对海

赤乔次区域地缘合作政治信心

的明确。

二、对海赤乔次区域经

济地理现状与开发潜能的地

缘认知

从地理空间范围看，中国

张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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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状态 ；俄罗斯经济处于尚

待观察的修复此前经济大跌落

的缓进之中。对此，中国政府

在资金方面，对俄罗斯“设立

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

总规模 1000 亿元人民币，首期

100 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东北

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合

作。”中国政府与蒙古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政府合作连接备忘

录、经贸合作协议、铁路中欧

班列合作协议、标准合作协议

等。同时，俄蒙在申请适用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

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 亿元人

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专项贷款（5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贷款（1000 亿元等值

人民币）、“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专项贷款（500 亿元等值人民

币）等方面，享有平等的资格

和机会。在如此充裕资金保障

的情况下，建议海赤乔次区域

合作尽快操作运行，赢得近水

楼台先得月之好处。

如何操作呢？建议通过双

边或多边协议，以点线开发、

工程项目等开发形式获取基本

保障资金 ；以开放姿态，欢迎

国资、民资、外资、国际资本

等金融体系，在地位平等、权

责相符的原则下，进行独立参

与、并列参与、交叉参与、短

期参与、分期参与、全程参与

等，为海赤乔次区域合作成功，

为中蒙俄三国人民的福祉获取资

金上的鼎力支持，并争取此探索

出次区域合作资金融通的新路子。

五、对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民心相向的地缘认知

从地缘心理看，民心相通仅

仅是一种彼此知晓的客观情况，

至于心理是否相向，则存在着

多种可能性。因此，海赤乔次

区域合作必须抓好从民心相通

到民心相向的工作。从地缘历

史认同看，海赤乔次区域演变

着中蒙俄三国历史文化交流和

民族融合的深厚关系。今天，

在地缘关系全球化的驱使下，

为了使中蒙俄三国人民的文化

交流升华为文明融合，中国与

俄、蒙两国的教育部门签署了

一系列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双边交流培训基金和

专项奖学金。中国内蒙古还出

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

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鼓励

和加大中蒙俄三国人文、科技与

时俱进的交流，组织了相关的博

览会、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

等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对从民

心相通达到民心相向的境界，有

一定积极意义，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因此，建议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在实现民心相向上，努力通过

守望相助、耳濡目染地相处，使

中蒙俄三国人民达到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的生活与交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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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克、阿穆尔以及远东边疆区的

协作，都是次区域合作畅顺的充

要条件。因此，建议中蒙俄三方

尽快组建海赤乔次区域合作机制

联络小组，就合作机制边调研、

边设计、边推进 ；在地缘合作领

域中，现在急需分门别类抓好交

通、市场开发、产能、经贸、人

文科技交流、法律对接、商务服

务、劳务合作、国际组织参与、

企业参与、融资投资、智库协作

等的建设。 

从地缘合作基础设施看，

海赤乔次区域合作中基础设施参

差不一。中国现与俄罗斯有相对

较好的基础设施，如中国呼伦贝

尔有直通俄罗斯赤塔的铁路、公

路和航空运输体系，有 6 个口岸

向俄罗斯开放，2 个口岸对接蒙

古国。但从发展基础看，上述设

施已无法适应互联互通的要求

了，如从中国阿尔哈沙特口岸

到蒙古国乔巴山—乌兰矿共约

320 公里，全为无路标的崎岖自

然路，承载量低，颠簸不堪，且

易迷路。由此建议，在海赤乔次

区域合作中将交通建设放在第一

位，硬件和软件建设同步推进，

有时软件建设甚或需走在前面。

要将其作为有序协商的系统工程

来抓 ；要统筹好交通的增长率与

利用率之间的效益问题。

从地缘经贸结构看，海赤

乔次区域经济概况表明，三方在

资源禀赋、能源开发、产业部

类、市场潜力、技术水平、人力

资本等方面互补性强，如俄罗斯

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蒙古国

的煤炭、铁矿石、木材在中国均

有广阔市场，中国的建材、机

电、日用品、蔬菜水果和第三产

业等，都可解俄蒙之需。这种客

观上的关联性，促使三方及早协

商营建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机

制。同时，要明白距离产生美的

道理。由于蒙古国东方省、俄罗

斯外贝加尔湖边疆区都远离其首

都而与中国呼伦贝尔市紧邻，

这样，呼伦贝尔市在地理和距

离上均是他们产品销出的必经

之路。同时，由于呼伦贝尔市

紧靠黑吉辽三省和京津冀经济

发展区，不仅具有先进的陆海

空运输通道，而且具有通向亚

非欧美和大洋洲等国家的广阔

经贸平台，因此，建议海赤乔

次区域合作须以产能合作为主

线，建立优势互补的经贸合作

机制。同时要注意产能的消化

力、中转力和持续力有机发展

的问题。

四、对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资金融通的地缘认知

从地缘关系史看，钱是地

缘关系良性发展的粘合剂、润滑

剂和强心剂。就海赤乔次区域

合作的资金保障看，中国经济

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如 2017

年上半年经济回升增长 6.9%，

超出预期 ；蒙古国经济处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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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进之中。对此，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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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

总规模 1000 亿元人民币，首期

100 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东北

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合

作。”中国政府与蒙古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政府合作连接备忘

录、经贸合作协议、铁路中欧

班列合作协议、标准合作协议

等。同时，俄蒙在申请适用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1000

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产

能合作专项贷款（1000 亿元人

民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专项贷款（5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贷款（1000 亿元等值

人民币）、“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专项贷款（500 亿元等值人民

币）等方面，享有平等的资格

和机会。在如此充裕资金保障

的情况下，建议海赤乔次区域

合作尽快操作运行，赢得近水

楼台先得月之好处。

如何操作呢？建议通过双

边或多边协议，以点线开发、

工程项目等开发形式获取基本

保障资金 ；以开放姿态，欢迎

国资、民资、外资、国际资本

等金融体系，在地位平等、权

责相符的原则下，进行独立参

与、并列参与、交叉参与、短

期参与、分期参与、全程参与

等，为海赤乔次区域合作成功，

为中蒙俄三国人民的福祉获取资

金上的鼎力支持，并争取此探索

出次区域合作资金融通的新路子。

五、对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民心相向的地缘认知

从地缘心理看，民心相通仅

仅是一种彼此知晓的客观情况，

至于心理是否相向，则存在着

多种可能性。因此，海赤乔次

区域合作必须抓好从民心相通

到民心相向的工作。从地缘历

史认同看，海赤乔次区域演变

着中蒙俄三国历史文化交流和

民族融合的深厚关系。今天，

在地缘关系全球化的驱使下，

为了使中蒙俄三国人民的文化

交流升华为文明融合，中国与

俄、蒙两国的教育部门签署了

一系列教育领域合作文件，中

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双边交流培训基金和

专项奖学金。中国内蒙古还出

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一带一

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鼓励

和加大中蒙俄三国人文、科技与

时俱进的交流，组织了相关的博

览会、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

等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对从民

心相通达到民心相向的境界，有

一定积极意义，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因此，建议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在实现民心相向上，努力通过

守望相助、耳濡目染地相处，使

中蒙俄三国人民达到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的生活与交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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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都是次区域合作畅顺的充

要条件。因此，建议中蒙俄三方

尽快组建海赤乔次区域合作机制

联络小组，就合作机制边调研、

边设计、边推进 ；在地缘合作领

域中，现在急需分门别类抓好交

通、市场开发、产能、经贸、人

文科技交流、法律对接、商务服

务、劳务合作、国际组织参与、

企业参与、融资投资、智库协作

等的建设。 

从地缘合作基础设施看，

海赤乔次区域合作中基础设施参

差不一。中国现与俄罗斯有相对

较好的基础设施，如中国呼伦贝

尔有直通俄罗斯赤塔的铁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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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硬件和软件建设同步推进，

有时软件建设甚或需走在前面。

要将其作为有序协商的系统工程

来抓 ；要统筹好交通的增长率与

利用率之间的效益问题。

从地缘经贸结构看，海赤

乔次区域经济概况表明，三方在

资源禀赋、能源开发、产业部

类、市场潜力、技术水平、人力

资本等方面互补性强，如俄罗斯

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蒙古国

的煤炭、铁矿石、木材在中国均

有广阔市场，中国的建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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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的关联性，促使三方及早协

商营建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机

制。同时，要明白距离产生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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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外贝加尔湖边疆区都远离其首

都而与中国呼伦贝尔市紧邻，

这样，呼伦贝尔市在地理和距

离上均是他们产品销出的必经

之路。同时，由于呼伦贝尔市

紧靠黑吉辽三省和京津冀经济

发展区，不仅具有先进的陆海

空运输通道，而且具有通向亚

非欧美和大洋洲等国家的广阔

经贸平台，因此，建议海赤乔

次区域合作须以产能合作为主

线，建立优势互补的经贸合作

机制。同时要注意产能的消化

力、中转力和持续力有机发展

的问题。

四、对海赤乔次区域合

作资金融通的地缘认知

从地缘关系史看，钱是地

缘关系良性发展的粘合剂、润滑

剂和强心剂。就海赤乔次区域

合作的资金保障看，中国经济

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如 2017

年上半年经济回升增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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