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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的节点地区，内蒙古在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中应当发挥哪些作

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战略枢

纽作用

经贸通道布局影响着经贸合

作的走向，通过优化通道布局，

推进经贸走廊建设，对盘活通

道沿线地区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

边疆，向北与蒙古、俄罗斯两国

接壤，东南西三面与我国东北、

华北、西北八个省区毗邻，是环

渤海经济圈的腹地，是连接欧亚

联运大通道、绥满欧亚联运大通

道、津蒙欧亚联运大通道四条联

通欧亚的铁路通道必经之地，是

东北、华北沟通大西北的重要通

道，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京津冀

等经济腹地“西出”的重要通道

和枢纽。内蒙古通过优化通道布

局，充分发挥通道优势是强化通

道联系的必然要求。内蒙古边境

线总长 4261 公里，分别占我国与

俄罗斯、蒙古国边境线的 28.8%

和 68.7%。全方位的口岸开放格

局基本形成，从东到西分布着 10

个公路口岸、2 个铁路口岸、4 个

水运口岸、3 个航空口岸，其中，

满洲里和二连浩特分别是我国最

大的陆路口岸和我国对蒙古国的

最大口岸。现开通了乌兰察布、

临河、乌海、乌斯太等国际陆

港。“十二五”期间，满洲里和二

连浩特国家开发开放试验区已获

批。国家“十三五”规划在推进

边疆地区开发开放中明确提出支

持内蒙古建成向北开放的重要窗

口。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内蒙古自

治区内联八省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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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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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内蒙古将

更有条件为京津冀、长三角等经

济腹地通过内蒙古与俄蒙合作提

供便利，更好地为全国开放大局

服务。

二、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重要的

国际物流基地作用

凭借便利突出的区位优势，

内蒙古以口岸为节点，对内连接

各大经济腹地、对外连接俄蒙的

运输体系已逐步形成。中俄间陆

路运输的 65% 和中蒙间货物运

输的 95% 经过内蒙古各口岸，

全区铁路、公路口岸整体通关能

力货运达 1 亿吨，客运达 520 万

人次，全国进出境货运量超千万

吨的 5 个陆路口岸有 4 个在内蒙

古。其中，以满洲里、二连浩特

为节点的两条欧亚大陆桥是我国

通往欧洲最便捷的运输通道，目

前国内开通了途径满洲里口岸的

苏满欧、营满欧、津满欧、湘满

欧、鄂满欧、渝满欧等中欧班

列。甘其毛都口岸和策克口岸的

出境货运量在 1000 万吨以上，是

对蒙战略资源的重要通道。经满

洲里的欧亚通道对内以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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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将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进一

步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和向北开放，这为内蒙古发挥区位、口岸和特色产业等优势，主动融合和全面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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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片区为支撑，属于我国新一

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范畴，

未来发展对通道建设的支撑能力

将一步加强。同时，依靠毗邻东

北三省的优势，可以接受东北经

济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不仅能够

促进沿线地区的共建共享，也能

推动提升通道综合通达能力，实

现与欧亚通道国内部分的末端即

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天

津等港口的联运，增强通道来往

的活力 ；对外可以直接通过西伯

利亚欧亚大陆桥直达欧洲腹地。

同时，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目前

已具备集铁路、公路、航空、水

运、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

网络互联互通的综合性输运能

力。 其 中，2015 年 呼 和 浩 特 白

塔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吞吐量

188765 人次，白塔航空口岸货邮

吞吐量 3676 吨，是全区最大的

航空口岸和西北地区重要的航空

口岸，具有明显的对外开放航空

大通道的优势和作用。此外，口

岸物流业发展规模日益壮大，多

层次的口岸物流网络节点设施体

系正逐步形成，建成了一批重点

物流园区。充分发挥口岸优势，

以跨境战略通道建设为重点，大

力发展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尽

快打通我国与蒙俄的国际大通道

和其它重要通道，构建经满洲

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和策克

口岸，连接腹地、对接蒙俄、沟

通欧洲和中西亚的人流、物流、

信息流国际大通道，有助于提高

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快推进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

三、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资源能

源合作的战略作用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

基地，也是蒙古国、俄罗斯的煤

炭、木材等各类自然资源的主要

输入地区，已配套建立起了一批

进口资源的加工基地，已成为中

国能源进出口的重要通道，也是

中蒙俄经济走廊上的跨境能源中

转站。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

克、珠恩嘎达布其等重要口岸，

积极支持煤炭、铜精矿、铁矿

石等战略性资源进口，主动服务

中蒙重要资源进口。中俄输油管

线途径内蒙古达到东北、华北等

地区，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途经

内蒙古已列入规划建设当中。内

蒙古与俄蒙产能合作势头良好，

2015 年，内蒙古向蒙古国出口电

力 10.91 亿千瓦时，贸易值达到

6.47 亿元。目前内蒙古风电、光伏

等新能源的上网电量及输配电技

术均处于较高水准，在毗邻蒙古

国的沿边旗县也构建起 500 千伏至

220 千伏的稳定输变电体系，具备

向毗邻国家的用电项目跨国供电

的条件。此外，内蒙古能源资源

勘探、开发和加工企业加快能源

加工技术的向俄蒙的输出，同时

在俄蒙投资建厂，大大降低了产

能合作的成本。因此，未来一个

时期，充分发挥中蒙俄经济走廊

战略资源能源合作的战略枢纽作

用，有助于丰富我国能源进口渠

道，保障能源安全，也有助于降

低我国与俄蒙产能合作成本，进

一步加强与俄蒙产能合作，推动

区域资源能源合作的利益分享。

四、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产业合

作示范基地的作用

内蒙古与蒙俄产业结构的

差异性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为

内蒙古与蒙俄通过产业合作，培

育外向型产业提供了合作的空

间。与内蒙古毗邻的俄西伯利亚

及远东地区作为俄罗斯亚洲部

分，其经济类型大多同自然资源

开发相关联，如电力、冶金、石

油加工、化学工业、森林采伐、

木材加工、制浆造纸工业等，形

成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落后的产

业结构，小型机械设备、家用电

器、小型汽车等产品均需要从中

国大量进口。蒙古国经济欠发

达，部分地区还很落后，也需要

从中国及内蒙古进口相当数量的

食品、轻工业品、小型机械设备

等。内蒙古在围绕建设“五大基

地”的过程中，绿色农畜产品加

工、煤化工等自身特色优势产业

的生产、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已

位居国内前列，与周边国家相比

优势也比较明显，具备产业对外

输出的条件。首先应发挥内蒙古

与蒙古国、俄罗斯之间各自产业

的比较优势，开展产能合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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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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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铁路、公路口岸整体通关能

力货运达 1 亿吨，客运达 5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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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的 5 个陆路口岸有 4 个在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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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点的两条欧亚大陆桥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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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片区为支撑，属于我国新一

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范畴，

未来发展对通道建设的支撑能力

将一步加强。同时，依靠毗邻东

北三省的优势，可以接受东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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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与俄蒙产能合作，推动

区域资源能源合作的利益分享。

四、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产业合

作示范基地的作用

内蒙古与蒙俄产业结构的

差异性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为

内蒙古与蒙俄通过产业合作，培

育外向型产业提供了合作的空

间。与内蒙古毗邻的俄西伯利亚

及远东地区作为俄罗斯亚洲部

分，其经济类型大多同自然资源

开发相关联，如电力、冶金、石

油加工、化学工业、森林采伐、

木材加工、制浆造纸工业等，形

成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落后的产

业结构，小型机械设备、家用电

器、小型汽车等产品均需要从中

国大量进口。蒙古国经济欠发

达，部分地区还很落后，也需要

从中国及内蒙古进口相当数量的

食品、轻工业品、小型机械设备

等。内蒙古在围绕建设“五大基

地”的过程中，绿色农畜产品加

工、煤化工等自身特色优势产业

的生产、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已

位居国内前列，与周边国家相比

优势也比较明显，具备产业对外

输出的条件。首先应发挥内蒙古

与蒙古国、俄罗斯之间各自产业

的比较优势，开展产能合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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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加强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沿

线国家和地区能源矿产等传统产

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

深入合作，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

关联产业协同发展。这一方面能

够培育符合自身发展优势的外向

型产业，又能达到互利共赢的目

的。再次，完善产业合作发展的

平台，尤其是要加快跨境经济合

作区、互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建

设工作，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

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

业园区，为沿线各国开展优势互

补合作提供试验区和先导区。此

外，鼓励乳业、钢铁、水泥、玻

璃、电解铝等企业“走出去”进行

产业合作，建设海外生产加工基

地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

会提出，要建设国家重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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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内蒙古自治区发挥良好

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比

较优势，参与产业合作提供了明

确的指导。为此，一方面，要通

过加强与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

家和地区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

作，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

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环

渤海等经济区在多方面、多领域的

密切合作，推动腹地资本、技术、

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内蒙古延伸，延

长产业链条，共同打造跨区域、优

势互补的产业集群，将内蒙古自治

区建设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的

产业合作示范基地。

五、内蒙古要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中发挥跨境旅游基

地的战略作用

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地区

有着悠久的草原文化和独特的自

然风光。目前因为国界的限制，

整个区域文化、旅游资源还没有

得到有效的规划和开发，亟需中

蒙俄三国形成合力。内蒙古与俄

蒙在历史文化、民俗习惯有相同

之处，在开展跨境文化交流方面

有着先天优势。同时，内蒙古位

于环渤海地区的腹地，文化合作

的潜力和消费市场巨大。内蒙古

已经积极开展了跨境文化旅游相

关工作 ：建立了中俄蒙三国五地

旅游联席会议制度，与俄罗斯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西伯

利亚州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设

立了支持俄罗斯入境旅游专项资

金，8 个口岸开通了中蒙边境旅

游，联合推广中俄蒙“茶叶之

路”旅游线路，举办了百峰骆

驼“重走茶叶之路”活动，组织

实施了中俄蒙国际汽车自驾集结

赛、内蒙古—赤塔—乌兰乌德首

届区域旅游环线自驾游等活动，

连续举办了 15 届中俄蒙国际冰

雪节等大赛。2015 年内蒙古全

年接待入境旅游者入境 160 万人

次，入境创汇 9.7 亿美元。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

把内蒙古“建成国内外知名旅游

目的地”，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旅

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

要建设“满二跨境旅游协同发展

区”。为此，内蒙古要依托境内

外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域、民族

文化，加强与毗邻国家和周边地

区的合作，共同开发旅游资源、

共同塑造旅游品牌、共同打造旅

游精品线路、共同分享旅游客源

市场，打造中蒙俄跨境旅游基

地，进一步丰富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的内容，提升其内涵。

中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之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又为

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

的发展机遇。内蒙古只有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发扬优势，在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积极发挥作

用，才能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的“守望相

助”“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

中国梦”的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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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  推动中蒙俄旅游快速发展
— —以吉林省为例

一、中蒙俄三国旅游合

作取得的成绩

（一）大力推进跨境旅游产

品开发，积极培育边境旅游新

业态

1. 多方协调，推进边境旅

游产品开发。中俄方面 ：一是

协调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旅游、

交通等部门共同对上工作，促

成两国政府层面修改中俄运输

协定，解决了 7 座以下小型自驾

车通关问题的政策障碍 ；二是

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旅游部门

协调，赋予延边州以外，省内

其他地区多家旅行社赴俄边境

旅游承办资质 ；三是正式开通

长春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

境旅游巴士直通车 ；四是中俄

朝三国环形跨国游产品等（长

春 市 — 珲 春 市 — 俄 罗 斯 海 参

崴—朝鲜罗先市—珲春市）成

为边境旅游的亮点，推出东北

亚陆海空联运环海邮轮旅游项

目（珲春—朝鲜罗先市—俄罗斯

海参崴—韩国东海市—日本境港

市—日本东京—韩国首尔—长

春）、中俄韩陆海空联运邮轮游

（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港—韩

国束草市—首尔—长春）等跨境

旅游新业态。中蒙方面 ：协调

蒙古国家旅游局、蒙古国使领

馆、内蒙古兴安盟旅游局，协商

推动开通长春经阿尔山至蒙古东

方省的自驾游线路，中蒙有关旅

游企业签署了共同开发跨境旅游

线路的协议。

2. 以活动为载体，多角度

推动边境旅游工作。一是开展中

俄自驾跨境旅游活动。2017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60 余人乘坐 16

辆小型自驾车开展以“跨境自

驾，畅游中俄”为主题的中俄跨

境自驾游活动。这是吉林省与俄

罗斯开展边境旅游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个活动，填补了吉

林省对俄边境旅游的空白。二是

举办跨境自驾游培训活动。组织

省内具备跨境自驾游资质的旅游

企业进行跨境自驾游培训。进一

步提升了吉林省旅游企业的风险

意识、安全意识与服务意识，进

一步规范了吉林省跨境自驾游旅

游项目的开展。三是 9 月底组织

接待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委“两

区”创建北部片区座谈会，为吉

林省边境县（市）创建边境旅游

实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提供有

益的借鉴。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

力，吉林省边境跨境旅游事业取

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014 年全

省边境出入境 40 万人次 ；2015

年全省边境出入境 51 万人次 ；

2016 年全省边境出入境 62 万人

次，增速连续多年超过 20% 以

上。

（二）贯彻国家沿边开放战

略，积极推进边境旅游实验区和

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发建设

2014 年初，吉林省在第一

届中俄朝图们江区域旅游厅局长

柳 涛  

摘  要 ：在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代表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中，旅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中蒙俄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国。近年来，三国旅游交流合作日益加强，成为推进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的亮点。本文从吉林省的角度首先介绍了中蒙俄三国旅游合作取得的成绩，继而分析了中蒙俄三国

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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