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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景洋

一、兴安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优势

（一）国家政策鼎力扶持

内蒙古兴安盟位于东北经

济区，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

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

滞后。在国家“西部大开发”

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几轮驱动

下，兴安盟经济总量和经济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批重大项

目顺利实施，当地一些企业的技

术水平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

来，为落实“东北振兴”战略，

推动沿边地区经济增长，国家先

后出台了涉及国企改革、社会保

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一系

列相关扶持政策，如 2013 年出

台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

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2016 年

出台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2019 年出台的《关于支持东北

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等，重点解决历史上

兴安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优势、制约因素及优化路径

遗留、就业和社会保障、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

突出问题。国家政策的鼎力扶

持为兴安盟经济社会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

（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兴安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

生态天成、土地肥沃、水质纯

净、空气清新，是典型的农牧

业大盟，现有耕地约2316万亩，

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达 1559 万

亩，粮食产量为 134 亿斤，位居

全区第二，人均粮食商品量位

居全区第一，是保障内蒙古作

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重要基石 ；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也为畜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2 年

肉牛存栏数达 131.9 万头、奶牛

存栏数达 14 万头、肉羊存栏数

达 985 万头、奶类总产量达 15.4

万吨。除农业外，兴安盟还具有

丰富的林业和草原资源，森林

覆盖率达 33.3%，草原覆盖率达

75.4%，年饲草产量近800万吨，

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和服务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达 97% 以上，水资源

总量 50 亿立方米，是嫩江和松

花江流域的源头，年均降水量为

400—450 毫米，雨热同期，四季

分明，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盟”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优越的自然

生态禀赋成为兴安盟经济社会发

展的摇篮。

（三）地缘因素优势突出

兴安盟地理位置独特，外

攘蒙古国，内连东三省，南接京

津冀，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通道，也是

国家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兴

安盟地处黑吉辽三省扇形中心，

区内唯一“四位一体”阿尔山口

岸联接蒙俄，是中国东北经济区

的西出口，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规划的第四条欧亚大陆桥及大

图们江经济区的桥头堡，还是国

际确定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和蒙古国通向最近出海口的重要

节点，正在规划的“两山铁路”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内蒙古明确了建设“两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

头堡”的五大任务。对于兴安盟，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培育新

动能、增添新活力，将地区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新格

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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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成，将成为东北陆海新通

道的关键节点地，不仅可实现与

蒙古国东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

远东地区以及国内黑吉辽和京津

冀经济圈的有效衔接，实现通疆

达海 ；而且也会是日本、韩国等

发达经济体通往欧洲的最近陆上

通道，实现辐射日韩，进而成为

助力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

的枢纽。独特的地缘优势必将

为兴安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

的动能。

二、兴安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制约因素

（一）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兴安盟“十三五”时期对

外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全国平均水平及经济发达地区相

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对外

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创

新投入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

对外开放水平低、对外开放环境

差仍然是制约兴安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兴安盟经济

发展中的“软肋”。

（二）基础设施建设不全

“十三五”期间，兴安盟交

通基础设施实现了提质升级，铁

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加快

发展，初步实现了立体交通网。

但“邻而不接，接而不畅”等问

题依然存在，铁路干线运输能力

和通道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提升，

距达到盟内交通枢纽与对外交通

网络的互联互通仍有差距，是当

前兴安盟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三）营商环境优化不够

近年来，兴安盟政府高度重

视营商环境的改善，干部工作作

风持续改进，政务服务、要素保

障、法治监督、创新创业等方面

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总体营

商环境仍有待提高，存在招商引

资规模偏小、结构欠佳，引进重

大项目、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

产业、外资项目少，政府部门多

头监管、审批效率不高等问题。

三、兴安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优化路径

（一）发展经济科技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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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长

期以来，科技资源不足和科技人

才短缺一直是制约兴安盟创新发

展的短板弱项。作为农牧业大

盟，兴安盟产业资源优质且丰

富，要借助自治区“科技兴蒙”

行动实施的有利契机，打破当前

创新资源短缺的壁垒，把“招才

引智”作为突破口，按照“不求

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工

作理念，引导本地企业与区内外

大院大所的技术、成果、人才等

优质资源开展务实合作，进而达

到“借船出海”的目的，推动兴

安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实践证明，开放带来发展，

封闭必然落后。在新的历史机遇

下，兴安盟要矢志不渝坚持扩大

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实现阿尔山口

岸全年开放，推动“两山铁路”

建设，打造国家和自治区向北开

放桥头堡 ；借助自身地缘优势，

积极融入“东北振兴”战略，立

足农业，扶持轻工业，优化重构

产业体系，不断加强区域合作，

畅通经济循环 ；借助“飞地经

济”模式，探索建立自贸区、跨

境物流区、俄罗斯城、蒙古城

等，打破固有路径依赖，创新探

索区域国别经济合作共赢。在更

高起点、更高目标、更高层次上

持续推进扩大开放。

（三）生态优势发展胜势

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只有

同行同向，才能催生络绎不绝的

变革性力量。兴安盟山清水秀，

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要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就是生产力保

护”的认知，不断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深耕战略性新兴

产业，让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竞争优势和发展胜势。同时

要牢牢守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盟”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两块金字招

牌，全力坚守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进一步打造成国家重要的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国家自然

生态旅游目的地，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实现经济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

（四）发展模式绿色低碳

兴安盟推动产业绿色低碳

发展有基础也有优势，生态环境

本底优越，产业基础较为扎实，

市场前景广阔。推进产业绿色低

碳化，目标就是推进生产方式绿

色化和产业结构绿色化，坚持生

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因势利

导、因地制宜发展低碳清洁型、

循环高效型、环境治理型和生态

利用型产业。为此，兴安盟要不

折不扣落实“双碳”目标工作任

务，并纳入到全盟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和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加快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尤其是增强

绿色农牧业发展新优势，同时推

动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兴

起，让绿色低碳成为兴安盟经济

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总之，兴安盟要充分发挥

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富集、

地理位置优越等自身优势，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紧扣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

以科技为引领，以更强的吸引力

和更宽广的视野参与区域国别经

济合作，以绿色低碳为目标方

向，实现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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