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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少数

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光辉历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当前，我区正处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

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内蒙古发展战略

定位、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

关键时期。

站在新起点

自治区成立 70 年来，经济社

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之所以这样

说，主要看三条 ： 

一是看经济实力。2016 年，

全区生产总值达到 1.86 万亿元，比

1947 年自治区成立之初增长了 642

倍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74069 元，

比 1947 年 增 长 了 145 倍 ；一 般 公

共预算收入达到 2016.43 亿元，比

1947 年增长了 224 万倍。特别是进

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经济实现了

“腾飞”，在总量位次上连续超越多

个省区市，从 2000 年居全国第 24

位前移到 2016 年的第 16 位，经济

实力实现了从全国后列到中等行列

的历史性跨越。人均生产总值由

2000 年全国第 16 位前移到 2016 年

的第 6 位， 走进了全国前列。  

二是看经济结构。从某种意义

上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

实质上是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70

年来，全区三次产业比例由 1947

年 的 76.7:7.1:16.2 演 进 为 2016 年

的 8.8 ：48.7 ：42.5，产业结构实现

了从农牧业为主向工业主导型的历

史性转变。同时，三次产业规模也

都迅速壮大、实力不断提升。全区

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1947 年 4.12 亿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628.65 亿元，

增 长 了 49.7 倍。 粮 食 生 产 已 经 实

现“十三连丰”，连续 4 年稳定在

550 亿斤以上，在西部地区居第二

位，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十位，已

经从粮食的纯调入区成为目前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6 个净调出区之

一。牲畜存栏连续 12 年超过 1 亿

头只，牛奶、羊肉、羊绒产量稳居

全国首位，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农

畜产品输出基地。全区第二产业增

加值由 1947 年的 0.38 亿元提高到

了 2016 年的 9078.87 亿元，增长了

6818.2 倍。其中工业增加值由 1947

年的 0.37 亿元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7758.24 亿 元， 增 长 了 6148.2 倍。

   站在新起点  因应新形势
奋力谱写打造亮丽风景线的新篇章 

安静赜 

煤炭产量居全国前列，一半以上支

援国家经济建设。火电装机已达到

7600 多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达

到 2500 多万千瓦，发电量和外送

电量均居全国第一，煤转油、煤制

天然气、煤制乙二醇产量排在全国

第一，成为全国主要的能源化工基

地。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稀土产业

总产值占全国 30% 以上 ；大数据

服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90 多万台，

居全国第一。目前，全区形成了以

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

造、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为主

的六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95% 以上。

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1947 年的 0.87

亿元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7925.05 亿

元，增长了 1854.9 倍，在吸纳就业

人员 , 方便人民生产生活、优化产

业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中 , 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6 年，内蒙

古的城镇化率已达 61.2%，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3.8 个百分点，实现了

人口结构从农村牧区人口为主向城

镇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三是看生活水平。一个地区

发展的怎么样，最终体现在人民群

众的生活水平上。全区城镇居民人

摘   要 ：本文回顾总结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成就、经验和启示，分析了自治区发展中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思路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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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1978 年 的 301 元

增 加 到 2016 年 的 32975 元， 年 均

增长 13.1%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 的 131 元 提 高 到 2016 年 的

11069 元， 年 均 增 长 12.4%。2016

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24127 元，跃居全国第 10 位。

2016 年 全 区 就 业 人 数 达 1473.6 万

人，比 1952 年增加 1128.66 万人，

增长 3.3 倍。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

城乡全覆盖，社会保障标准达到或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平均期望

寿命由自治区成立前的不到 35 岁

上升到目前的 75.8 岁，人民生活水

平实现了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

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跃升。 

70 年来，内蒙古经济社会的

发展成就和变化远不止于此，还表

现在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

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和基

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性突破等多个方

面，在为今后实现更大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积

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这就

是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折不

扣地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是内蒙古

繁荣发展的政治保证 ；坚持抓住发

展这个第一要务，保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是内蒙古繁荣发展的基本

前提 ；坚持从地区实际出发，不断

完善发展思路，是内蒙古繁荣发展

的关键所在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

对内对外开放，是内蒙古繁荣发展

的必由之路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是内蒙

古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

和启示，既是过去 70 年团结奋斗

的宝贵财富，也是今后内蒙古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必须倍

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因应新形势

 
面向未来，内蒙古仍然处于可

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多重

叠加的发展机遇。

一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机遇。当今世界经济在深度

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科技和产业变

革孕育新突破，催生一系列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带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加

速向中高端迈进，《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能

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深入推进，产业、

要素和市场分工体系加速重构，我区

正面临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大契机。 

二是“五化”深入推进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当前我国煤

炭、火电产能过剩，我区的资源型产

业遇到较大挑战。但我国仍处于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和绿色化深入推进阶段，同时欠发

达国家市场空间广阔，国内外对能

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产品的绝对需求

仍然较大。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化，煤炭价格已明显回升，煤炭企

业经营效益明显改善。内蒙古煤炭生

产的技术水平、安全生产水平在全国

都名列前茅 , 全区煤矿平均生产规模

为每年 196 万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6 倍 ；采煤机械化率 95%，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 20 个百分点。

三是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

发、新一轮东北振兴和推进“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建设的机遇。我区既有对接京津冀、

环渤海地区的地缘之利，又有靠近京

津冀、东北等资源消费中心市场和

出海口的便利条件，还有西出中亚、

北上俄蒙的经济通道优势。我国继续

实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内

蒙古是全国唯一同时享受西部开发和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优惠政策的地

区。国家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内蒙古

是这些战略举措的重点受益区，面临

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度融

入国内外产业链价值链的重大机遇。 

四是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的机遇。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内

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今年颁

布实施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

划，进一步加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发

展的支持力度。今年即将编制完成的

呼包鄂榆城市群规划，把呼包鄂榆城

市群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

国家级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国家明

确支持内蒙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和林格尔国家新区建设，内蒙古拥

有多重叠加的政策机遇。 

同时也要看到，我区未来发展

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内蒙古作为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区情还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与发达

地区比，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内

蒙古增长 10 个百分点达不到广东、

江苏 2.5 个百分点带来的经济总量

（去年广东 7.95 万亿元，江苏 7.6 万

亿元）；产业层次还不高，非资源型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发展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只有 4.8%，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一半以上，服务业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9 个多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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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于全国 641

元和 754 元。此外，基础设施体系还

不够完善，生态环境仍较脆弱。 特

别是当前内蒙古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还不牢固，经济运行积累的潜在风险

较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些企业

经营困难，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

重，新常态下的新矛盾新问题逐步显

现。对此，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积极

有效应对。 

谱写新篇章

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

国北部边疆亮丽风景线，需要重点在

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

一是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上下功夫。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

更加明显的实际，首要的任务是着力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决不能让经济

增长滑出底线。稳增长的关键是稳投

资，根本上要靠稳企业。对于内蒙古

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讲，投资仍是经

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要保持足

够的投资强度，优化投资结构，创新

投融资方式，提高投资的有效性。经

济能不能稳得住，主要取决于企业能

不能修复动力、充满活力。要进一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

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努力保持

市场供求关系稳定，在减税、降费、

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降低企业负

债水平，促进企业降本增效，以微观

的“活”支撑整个经济的“稳”。

二是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下

功夫。 加快转型升级是建设现代化

内蒙古的主攻方向。要围绕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新型化工基地、有

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绿色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和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等“六

大基地”的产业定位，推进铁路网、

公路网、航空网、市政网、水利网、

能源网、信息通信网“七网”同建，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大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蒙中

医药等“七业同兴”，更加注重在服

务业领域培育支柱产业，积极构建多

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要坚持创新引领、“五化”协同、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质量

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后劲更

足、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子。 

三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功

夫。我们搞改革、谋发展，都是为

了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要牢牢

守住民生底线，坚决打好脱贫攻坚

战，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

路上掉队。不断提高教育、就业、

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编织好社会安全网。精心维

护民族团结，倾心倾力帮助少数民

族群众解决困难问题，让各族群众把

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

四是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上下

功夫。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

持续发展的基础。要牢牢守住生态

底线，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

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

巩固扩大生态保护建设成果，认真落

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着力解决

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问题。着

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化与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融合

互动，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深化生态文化体制改革，大力营造崇

尚生态文明、共促绿色发展的社会风

尚，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

五是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

夫。深化改革开放是建设现代化内蒙

古的治本之策。要全面深化各领域

的改革，抓好中央部署的各项改革

措施落地实施，为经济社会发展增

加“稳”的压舱石、注入“进”的驱

动力，特别要着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我区先行先试的三项改革，在加

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龙头企业

同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同俄罗

斯、蒙古合作机制方面持续用力，确

保三项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以更

宽广的视野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

内联八省区、外接俄蒙的区位优势，

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

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形成北上南下、

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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