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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主生  额尔敦乌日图

2021 年 10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印发《呼包鄂乌“十四五”

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出提升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是呼包鄂乌

“十四五”时期的一项主要发展

目标。呼包鄂乌区域位于自治区

中部，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是呼包鄂

榆城市群的重要支撑，是自治区

的重点开发区域和经济发展核心

区，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大局和

全方位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加强呼

包鄂乌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其群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有利

于呼包鄂乌地区发挥资源禀赋优

势，促进融入全国产业链、供应

链和价值链，对呼包鄂乌区域高

质量发展，推动形成优势区域重

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

新格局意义重大。

一、呼包鄂乌城市群基础

设施建设现状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呼 包 鄂 乌 区 域 承 东 启 西、

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呼包鄂乌城市群互联互通水平

连南通北，是自治区打造我国向

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枢纽节点。

“十三五”期间，自治区加快呼包

鄂乌综合交通网络建设，铁路、

公路、航空领域建设齐发力，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大力推动

高铁建设，呼包鄂乌城市群内主

要城市已基本实现 2 小时通达京

津 冀、 太 原 城 市 群、 关 中 城 市

群、宁夏沿黄经济带等。所辖 38

个旗县（市、区）全部通一级及

以上公路，所有苏木乡镇和具备

条件的嘎查村全部通硬化路，依

托京藏、包茂、呼准、荣乌形成

高速公路环线。目前，呼包鄂乌

4 市都建有民用机场，其中 2019

年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旅客吞吐量

1315.2 万 人 次， 在 全 国 235 个 机

场中排名 32 位。

（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呼包鄂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是推进呼包鄂乌智慧城市建

设一体化的基础。当前，呼包鄂

乌 4 市已架构起数字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基座。2022 年全区新建 5G

基站 21487 个，其中 4 市新建 5G

基站 4514 个，4 市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14500 余个，并大力推进数

据中心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服

务模式。呼和浩特市建成开通了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乌兰

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均建成了进

京直通光缆。自治区数据中心服

务器装机能力达到 120 万台，主

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

乌兰察布、鄂尔多斯三个“数据

中心城市”。4 市通过签订《呼包

鄂乌智慧城市建设一体化数据资

源共享管理协议》，进一步明确数

据共享内容、方式和协调机制。

（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五”期间，蒙西电网形

成了“三横四纵”500 千伏主干

网架结构，建成多条特高压输电

通道，电力保障区域由京津冀、

黑 吉 辽 向 江 苏、 山 东、 河 北 延

伸。呼包鄂乌 4 市推进智能电网

建设，多所 110 千伏、220 千伏智

能变电站投产送电。鄂尔多斯、

包头光伏领跑者基地建设稳步推

进，光伏产业得到大力发展。

二、呼包鄂乌城市群基础

设施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分析

摘  要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是“十四五”期间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在这

一提升建设工程中，主要面临城市群内个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

强、能源基础设施需要更新、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狭窄等困难与问题，需要聚焦聚力，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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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不均衡

在 呼 包 鄂 乌 城 市 群 中， 呼

包鄂三市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财政收入相对充足，基础设

施 建 设 投 入 力 度 较 大， 水 平 较

高。相比呼包鄂三市，乌兰察布

市经济总量较小，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较少，这也导致其在基础设

施建设上常年投入不足，欠账较

多。 截 至 2021 年 底 乌 兰 察 布 市

公路通车总里程 17277 公里，高

等级公路里程约占全市总里程的

22.2%，公路网密度 31.4 公里 / 百

平方公里 ；市区实有铺装道路长

度 446 公里、城市桥梁 19 座，机

场旅客吞吐量 4.6 万人次，多项指

标数据远低于其他 3 市。提升互

联互通建设水平需要各相关城市

基础设施都达到高质量高水平，

做到既能加强城市主干（城市与

城市）之间的联通，也要保障城

市内部（城市与旗县、旗县与旗

县、旗县与乡镇苏木）毛细血管

之间的畅通。乌兰察布作为内蒙

古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薄弱，是呼包鄂乌

城市群建设的短板。

（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有待加强

当前，呼包鄂乌城市群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区领先，呼包

鄂乌智慧城市群一体化正在有序

推进，数据共享平台、便民系统、

数据灾备、智慧生态、智慧旅游

等首批建设任务正有序开展。然

而，与发达地区城市群相比，呼

包鄂乌城市群尚存在 5G 基站建设

较少，且主要布置在主城区，城

市郊区、旗县设置不足 ；网络路

由迂回、时延大、丢包率高、网

间通信质量不高 ；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应用和二级节点建设尚未

起步等问题。这些基础设施的短

板形成了数字经济的网络瓶颈，

制 约 了 已 建 成 的 其 他 设 施 网 络

化、规模化运营，影响了呼包鄂

乌城市群对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

（三）能源基础设施需要重

点关注

在 世 界 局 势 复 杂 多 变 的 背

景下，做好保障能源安全工作是

关系到发展安全、国家安全的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呼包鄂乌区

域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要

担负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

责任，在不断增强能源生产保障

能力的同时，更要不断加强能源

通道建设，保障能源通道高效畅

通。在此背景下，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存在以下三点问题 ：一是针

对未来我国生产、生活用电量和

占比继续提高的趋势，呼包鄂乌

区域电网断面输送能力不足 ；二

是区域内新能源电力通道建设不

足，存在弃风弃光等能源利用效

率不高的现象 ；三是天然气管网

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四）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单一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做

好资金保障工作。当前，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及地

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

“十四五”期间，从呼包鄂乌互联

互通建设目标来看，呼包鄂乌城

市群既要加快完善铁路、公路、

机场、水利设施等传统基础设施

建 设， 也 要 在 5G 网 络、 数 据 中

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方面发力，而仅建设途

径呼包鄂乌的 6 条高铁，投资额

预 计 1260 亿 元。 可 见， 呼 包 鄂

乌“十四五”期间基础设施项目

任务重、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

量大，特别是新基建需要大量资

金，仅依赖财政资金的投入远远

不够，如何完善配套金融措施、

拓展融资渠道尤为重要。

三、提升呼包鄂乌城市群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对策思路

（一）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薄弱城市短板

呼包鄂乌城市群内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不一，特别是乌兰

察布存在明显短板。乌兰察布市

应强化发展要素保障，加强土地

供应保障，完善公路、铁路、电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与

呼包鄂 3 市差距，做好呼包鄂乌

4 市基础设施融合衔接。公路方

面，在加强呼包鄂乌城市群高速

公路网络建设，做好对外通道建

设的同时，完善农村牧区路网，

增加公路密度，形成纵横交错，

外通内畅的公路网。铁路方面，

积极推进集宁至大同至原平高速

铁路，集宁至通辽铁路扩能电气

化改造，集宁至二连浩特铁路扩

能改造，加快推进二连浩特 - 乌

兰察布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示范

工程建设。航空口岸建设方面，

加快国际航空口岸建设进度，大

力发展国际物流和进出口资源加

工业，改扩建乌兰察布机场，新

建凉城机场，增加更多新航线。

物流基地方面，依托中欧班列、

三乌通道，推进七苏木中欧班列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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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物流园区、集宁现代物流园

区、北方陆港国际物流园区以及

善丹呼日勒口岸建设。

（二）适度超前建设数字信息

基础设施

呼包鄂乌要打造数字经济优

势并保持领先，必须适度超前建

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强化互联

网 和 骨 干 传 输 网 互 联 互 通， 优

化 网 络 基 础 资 源 配 置， 加 快 5G

部署。一是加快加大 5G 基站建

设。按照同步设计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的原则，尽快实现主城区精

品覆盖、一般城区连续覆盖、县

级城市热点覆盖、工矿园区等特

殊 场 景 有 效 覆 盖， 同 时 加 大 5G

应用推广。二是扩大数据中心发

展优势。继续强化数据中心服务

器装机能力，加强呼和浩特、鄂

尔多斯、乌兰察布三个“数据中

心城市”建设，吸引科技企业和

重大项目落地。三是快速推进新

能源汽车充换电桩建设。自治区

财 政、 市 级 财 政 每 年 安 排 专 项

资 金， 支 持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站

（桩）、燃料电池加氢站建设，尽

快实现 4 市公路服务区、客运场

站、公交场站全覆盖。

（三）重点加强能源网基础设

施建设

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口

粮”，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在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的国际格局中，内蒙古

（特别是能源富集和重要通道的

呼包鄂乌地区）在不断优化能源

领 域 结 构、 逐 步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的同时，要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建

设，进一步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

力。一是全力推进电网基础设施

建设改造。推动呼包鄂乌智能电

网建设，优化调整网架建设，提

升对以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系

统的适应性，推动区域存量特高

压输电通道配套新能源建设，提

升外送新能源电量能力。二是有

序推进输气管道建设。继续加大

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大牛

地气田、东胜气田等天然气勘探

开发力度，推进跨区域管网设施

建设和提高管网输送能力、加大

储气设施建设力度和提高应急调

峰能力。

（四）不断拓宽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渠道

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庞

大的资金投入，单纯依靠政府收

入、银行贷款或者建设单位自筹

资金很难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多渠

道多方式投融资之路势在必行。

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

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然而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呼包鄂乌经济增

长乏力、增速放缓，区域内财政

收入下行压力继续增大，与此同

时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金 额 增 加 较

多，4 市应努力争取上级政策和

资金支持，优化相关资金支出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引导民

间资本进入重大基础设施领域，

促 进 民 营 企 业 参 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构建民营企业合理盈利的参

与机制，有利于提升基础设施发

展质量和效率。自治区及呼包鄂

乌各级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投入城

市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市场、政

策和环境，不断放宽民间资本进

入基础设施领域限制，积极推动

REITs（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试点项目储备、申报

等工作，用好 BOT、TOT、PPP、

PFI、ABS 等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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