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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雁

一、“民心相通”的主要

成效

（一）教育合作办学稳步推进

内蒙古深入推进“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积极落实国家《关于

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等文件要求，鼓

励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依托自身

优势“走出去”开展境外合作办

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发起倡议成

立中蒙俄“丝绸之路”沿线大学

联盟，近年来与蒙古国科学院、

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国教育大

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呼伦贝尔学院与俄罗斯、蒙古国

多所高校续签、新签教育合作协

议，2022 年 9 月该校有 40 名学生

赴俄、蒙高校攻读硕士学位，5 名

学生被国家留学基金委，赴独联

体攻读硕士学位项目录取。

（二）文旅交流异彩纷呈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内蒙古

积极参与中蒙文化交流周、文化

月、 中 蒙 博 览 会、 中 国 文 化 节、 

CCTSS 中蒙国际出版交流等平台

建设。拓宽媒体交流合作领域。

构建多元化人文交流大格局
夯实内蒙古向北开放民意基础

疫情期间，中蒙双方谱写了“羊

来茶往”的美好佳话，在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举行的以“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十二

届中蒙新闻论坛上，中蒙双方共

同发布《后疫情时代中蒙媒体深

化交流合作倡议》。深化报刊杂

志合作交流。报刊杂志是中蒙俄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满

洲里日报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

国《布里亚特真理报》《信息快

报》《论据与事实报》《贝加尔杂

志》4 家媒体分别达成协议，携

手合作，加强交流合作，提升国际

传播力。丰富旅游项目。内蒙古

利用区位优势，推进中蒙俄三国

地区间的合作上升至国家层面，

促成中蒙俄三国旅游部长会议成

功举办，协调国家相关部门与俄

蒙签署了《中蒙俄茶叶之路旅游

线路开发合作意向书》，并推出了

“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 , 为中

蒙俄三国旅游业深入发展创造了

条件，成为对外交流的新名片。

（三）科技合作交流深入推进

拓 展 科 技 合 作 交 流 领 域，

不断深化与俄罗斯、蒙古国、以

色 列 等“ 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在农牧业、食品加工、生态环境

保护、矿产开发利用、新能源等

领域的科技合作。推动共建国际

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推动建设中

国—蒙古国技术转移网络平台，

构建中蒙技术转移联合协作网络

机构。近年来，在中蒙双方科技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蒙共建

了“中蒙生物高分子应用研究联

合实验室”，为蒙古国培训了大量

的专业技术人才，得到了中蒙两

国科技部门的高度认可。实施人

才引进计划。内蒙古实施面向俄

罗斯、蒙古国及其他沿线国家的

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积极引进高

层人才，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鼓励区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青 年 科 学 家 设 立 流 动 岗 位。 目

前，已在现代农牧业、生态、蒙

医药、信息技术等领域部署认定

了 11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四）医疗卫生交流合作稳步

开展

携手抗疫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2021 年，内蒙古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依托 6 个边境盟市与

毗邻蒙古国省份或口岸部门建立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主动参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推动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合作

机制，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对外合作交流的深度、广

度、力度仍有待提升，未来内蒙古要以常态长效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不断夯实人文交流基础，聚焦新

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推动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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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

政策对接和信息沟通，凝聚抗疫

合力。在蒙方疫情形势严峻背景

下，持续推进对蒙防疫物资捐助。

2021 年，向蒙古国提供防护服、

口罩、核酸检测设备、负压救护

车等价值 400 余万元的防疫物资

援助。受中蒙边界联合委员会中

方委员会的委托，还向毗邻的蒙

古国口岸地区提供总价值 400 万

元的防疫物资。构建长效合作交

流机制。内蒙古与蒙古国在蒙医

药研究、传染病防治、互派医疗

人员、学术交流等方面建立了长

效合作机制。据不完全统计，内

蒙古每年诊疗蒙古国、俄罗斯患者

约 3 万人次。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连续 5 年赴蒙古国开展义诊活动，

每年接收蒙古国 30 名医务工作者

进修培训。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合作交流有待深化 

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相互脱

节。高等学校对沿线国家文化、法

律、经济、社会等分析和研究存在

不足，教育在工程技术、商贸、金

融、旅游等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境外办学面临

诸多问题。内蒙古高校境外办学缺

乏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相关监管

工作缺乏依据，存在队伍不稳定、

流动性很大等问题。

（二）跨境旅游合作问题亟待

解决

跨境旅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蒙古国道路老化问题明显，

俄罗斯边境地区道路等级不高，严

重制约着三国旅游合作发展。旅

游合作政策不完善。二连浩特和

满 洲 里 相 继 于 2015 年 和 2018 年

被列入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

游试验区，但两地的合作政策体

系建设较为缓慢，特别是涉及口

岸人员、车辆、旅游团队通关、

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需

要更高层面上保障试验区政策落

地。旅游合作市场还不完善，旅

游合作跨度、营销宣传力度不够，

影响力不足，跨境旅游的群众基

础不牢固，相互认知度低。

（三）科技创新合作水平较低 

科技合作能力有待提升。内

蒙古与蒙古、俄罗斯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联合实施的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还较少，在实施发展

中国家杰出青年来华工作计划等

引才工作中，内蒙古科研院所、

大学、高新技术企业等为俄罗斯、

蒙古国高水平青年科学家设立流

动工作岗位数量不足，能够吸引

来华工作的人数还比较少。外国

专 家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相 对 滞

后。与发达省区相比，内蒙古外

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在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办理

流程，创新外国专家服务举措等

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四）文化交流合作需提质扩量

文化交流以官方为主导，民

间参与较少。内蒙古与俄蒙两国

的文化交流，政府是主要推动者

和参与者，大部分交流活动是由

官方组织，每项活动有特定参与

者，受众面小，各类民间团体、

学术机构、企业、个人等进行的文

化交流活动较少，带动民间团体参

与对俄蒙文化交流的力度不够，使

得文化交流在加强沟通、深化了解

方面未收到预期效果。

（五）医疗合作力度有待深化

医疗合作制度不够完善。中

蒙两国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

资质认定标准不一，影响双方更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内蒙古赴蒙

古国进行义诊活动和输出药材、

器械等手续办理繁琐，不利于双

方开展广泛的医疗活动，亟需简

化相关流程。医疗合作的广度不

够。中蒙双方在外科手术、蒙医

蒙药等方面的合作尚未开展，仅

限于互派医务人员进行考察学习

交流、义诊活动等，内蒙古与蒙

古国都缺乏对高层次医疗人才联

合培养。  

三、对策建议

（一）巩固和提高合作办学水平

巩固和提高与俄罗斯、蒙古

等国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水平，

争取国家支持内蒙古高校引进外

国优质资源并扩大高等院校联合

办学资质范围，探索“走出去”

办学，鼓励内蒙古高校依托自身

优势稳妥开展境外办学。加强人

才联合培养。支持有条件的高等

学校集中优势学科，选好合作契

合点，做好前期论证工作，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语言、交通运输、建筑、医学、

能源等专业领域联合培养学生。

支 持 高 校 建 设 国 别 区 域 研 究 中

心，推动国别区域研究。把职业

教育纳入对外合作规划，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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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促进高

等学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

化产教融合。

（二）提升文化交流辐射力影

响力 

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完善

政府间和民间交流机制。以政府

支持、民间主导为基础，建立中

蒙俄三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友好城市之间的定期和不定

期、线上线下，会议、会晤、互

访等合作交流长效机制，以文化

交流为基础，解决人文合作交流

领域的实际问题，不断拓展文化

会展、教育科技、体育赛事、医

疗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范围、深

挖合作潜力。不断提升民间对外

交往认识水平，多领域多角度谋

划好民间对外交往目标任务，通

过民间渠道大力推动中蒙俄经济

走廊发展，进而推动已达成共识

落地落实。持续扩大文化交流领

域、范围，通过文化展览、论坛

活动、节目互译互播等方式形成

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平等互鉴

的文化品格、坚定务实的文化自

信，构建高度的文化认同感，提

升文化交流辐射力影响力。

（三）促进创新主体协同共享

实施面向俄罗斯、蒙古国及

其他沿线国家的杰出人才引进计

划，鼓励区内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青年科学家设立流动岗位，

扩大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内蒙古工

作计划规模，加强专家工作站建

设。创新专家工作站建设合作模

式，促进各创新主体资源的互联

互通、协同共享。搭建创新平台

载体。推动共建联合实验室、联

合研究中心等国际创新平台载体

建设。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技术转移网络平台，构建技

术转移协作网络机构，开展国外

先进科技成果在内蒙古的落地和

应用示范。

（四）完善旅游合作交流和推

广体系

深化国际旅游合作，不断完

善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

推进旅游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交流沟通、产品开发与营销

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

加大对外合作交流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制度创新。持续推进跨境旅

游持续升温，加强与周边国家旅

游市场、产品、信息、服务标准交

流合作，创新交流合作的机制、内

容和方式，推动满洲里边境旅游试

验区、二连浩特跨境旅游合作区建

设，支持边境地区完善对外文化交

流和旅游推广体系。统筹跨境旅游

服务保障和管理引导。完善出境游

目的地管理机制，加强对出境游客

的引导和管理，建立出境旅游服务

保障体系。

（五）加强中医药（蒙医药）

国际合作

立足周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不同国情和当地民众医疗保

健需求，开展各具特色、多种形式

的中医药（蒙医药）国际交流与

合作，精准设计并实施合作策略、

模式与项目，推动中医药（蒙医

药）开放发展。健全中医药合作

机制。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

医医院，加强分院区基础设施建

设和设备配置，科学合理配备专

业技术人才，高水平建设中医药

（蒙医药）国际医疗服务中心。

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蒙医

药）远程医疗平台，构建内蒙古

自治区内各中医（蒙医）医院与

蒙古国相关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

协作体关系。搭建中医药（蒙医

药）国际合作平台。推进与周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院士

工作站、医学技术转化中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深

化共建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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