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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平  司咏梅  代建明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

出新路来、推动内蒙古经济总量

进入全国中游”是内蒙古新的战

略目标。按照这一目标要求，需

要深入分析内蒙古与全国中游省

份经济总量的差距，瞄准追赶目

标，合理确定年度发展目标、发

展速度，细化分解未来几年经济

发展的年度增量，明确发展方向

和重点，为达到全国中游水平提

供路线图和时间表。

一、内蒙古经济总量进

中游的基础和愿景

世 纪 之 初 的 前 10 年， 内 蒙

古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机遇、能源

矿产资源需求快速增长的市场机

遇，创造了经济增速连续 8 年全

国第一的“内蒙古现象”，经济总

量在全国各省的排名由第三梯队

跃升到第 15 位。但随着我国经济

增长进入新常态，受国内经济增

速放缓、能源矿产资源市场需求

持续减弱、统计数据挤水分等多

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

下行，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下

滑到目前的第 21 位。

锚定目标缩小差距  推动内蒙古经济总量进中游

从 2022 年 各 省 市 区 经 济 增

长情况看，位于全国 15-20 位即

中游水平的分别是江西、重庆、

辽宁、云南、广西、山西等省市

区，内蒙古的后一位是贵州省，

根据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和各省

市区“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内

蒙古与位于全国中游的各省市区

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明确发展差

距，确定内蒙古的追赶目标。

（一）与第 20 位山西省的差距

山 西 省 位 于 全 国 第 20 位，

2022 年内蒙古与山西省的经济总

量相差 2483 亿元，同比增速低于

山西 0.2 个百分点，近三年年均

增长速度低于山西 1.2 个百分点。

从未来发展预期看，2023 年山西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到

2027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5 万亿

元，山西省“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8% 左右。按

照内蒙古“十四五”年均增长速

度 5%、经济总量达到 3 万亿元的

目标，到 2027 年，内蒙古与山西

省经济总量仍有 5000 亿元的差距。

（二）与第 19 位广西壮族自

治区的差距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全国第

19 位，2022 年内蒙古与广西的经

济总量相差约 3142 亿元，同比增

速高于广西 1.3 个百分点，近三

年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广西 0.6 个

百分点。从未来发展预期看，广

西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2.2 万

亿，“十四五”规划预计年均增长

6.5%，依此估算，2027 年将达到

3 万亿元，内蒙古将与广西经济总

量相当。

（三）与第 18 位云南省的差距

云 南 省 位 于 全 国 第 18 位，

2022 年内蒙古与云南省的经济总

量 相 差 5795 亿 元， 同 比 增 速 低

于云南 0.1 个百分点，近三年年

均增长速度低于云南 1.7 个百分

点。从未来发展预期看，云南省

“十四五”规划提出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全国中游水平的目标，到

2025 年达到 3.5 万亿元，“十四五”

期 间 年 均 增 长 速 度 达 到 7.5%-

8%，依此估算，到 2027 年云南省

经济总量将达到 4.2 万亿元，内蒙

古与云南省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扩

大到 1 万亿元以上。

（四）与第 17 位辽宁省的差距

辽 宁 省 位 于 全 国 第 17 位，

2022 年内蒙古与辽宁省的经济总量

相差 5816 亿元，同比增速高于辽

宁省 1.6 个百分点，近三年年均增

摘  要 ：把内蒙古的经济总量追赶到全国中游水平，提升内蒙古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分量和位次，

对于增强内蒙古发展的内生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稀释各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深入分析内蒙古与全国中游省份经济总量的差距，有效发挥“三驾马车”拉动作用、三次产业协同

共进的推动作用和重点地区的引领作用，充分释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载体的增长潜力，以经济

跑出加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稳中快进。

关键词 ：晋位升级     经济总量     提质扩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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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高于辽宁 0.7 个百分点。从

未来发展预期看，辽宁“十四五”

规划确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6%，

2023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提 出 到

2027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4 万亿

元，内蒙古与辽宁省经济总量仍有

4000 亿元的差距。

（五）与第 16 位重庆市的差距

重 庆 市 位 于 全 国 第 16 位，

2022 年内蒙古与重庆市的经济总

量相差 5970 亿元，同比增速高于

重庆市 1.6 个百分点，近三年年

均增长速度低于重庆 1.4 个百分

点。从未来发展预期看，重庆市

“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年均增长速

度 为 6%，2023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提出到 2027 年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4 万亿元台阶，按照内蒙古提出的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 万亿元的目

标，与重庆市经济总量的差距将

扩大到 1 万亿元。

（六）与第15 位江西省的差距

江 西 省 位 于 全 国 第 15 位，

2022 年内蒙古与江西省的经济总

量相差约 8916 亿元，同比增速低

于江西 0.5 个百分点，近三年年

均增长速度低于江西 2.2 个百分

点。从未来发展预期看，江西省

“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增

长 速 度 为 7%，2023 年 政 府 工 作

报告提出，到 2027 年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4.3 万亿元左右，内蒙古与

江西省经济总量的差距可能扩大

到 1.3 万亿元。

二、内蒙古经济总量进位

争先的建议

速度快是总量增的前提，内

蒙古要把经济总量做到全国中游

水 平， 就 必 须 让 经 济 跑 出 加 速

度。这就需要内蒙古围绕“三驾

马车”、三次产业、重点地区，充

分释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

点载体的增长潜力，促进经济增

长稳中快进。

（一）促进“三驾马车”各显

神通

精准有效扩投资。一是保持

投资方向的精准性，解决好钱往

哪里投的问题，深入挖掘投资增

长潜力，围绕打基础、利长远、

补短板、调结构优化资金投向，

把握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在现

代能源经济、先进制造业、现代

农牧业、现代服务业和区域中心

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短板领域谋划、储备、实施一些

大项目、好项目，不断夯实发展

基础，确保产业发展有后劲、要

素集聚有支撑。二是推动资金来

源多元化，解决好钱从哪里来的

问题。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

用，做实项目储备，推动更多项

目获得中央专项债券支持。发挥

好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吸引更多民间投资。同时，

把招商引资摆在突出位置，推行

“飞地”招商、“整链”招商、以

商招商等模式，瞄准产业链、创

新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确保资

金投入拥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

水”。

千方百计促消费。消费“暖

起来”，经济才能“热起来”，需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打好各类政策“组合拳”，

使消费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向好的

主要拉动力。一是切实增强消费

能力，让消费“跑起来”，关键是

百姓“钱袋子”鼓起来。扩大消

费的核心在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

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

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

消费能力，要多措并举稳定就业

预期，恢复消费信心。二是推动

消费品提质升级，顺应消费升级

趋势，根据不同群体消费需求的

变化加强产品前瞻性功能研发，

扩大优质新型消费品供给，特别

是增加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的消费品供给，不断满

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

需求。三是加快培育新型消费，

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加

强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

康、交通等消费跨界融合，布局

发展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

消费、智能消费、互动消费等新

型消费。

外贸出口补短板。保持外贸

出口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发挥好国

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区位优

势，促进对外贸易增量提质，持

续扩大出口规模，提高外贸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培

育发展对外贸易新业态，促进跨

境电商综试区、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

加快发展，推动传统外贸企业转

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组织企业

走出去开展贸易对接活动。二是

高质量建设对外开放平台。发挥

自治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保税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等平台推动作用，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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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

斯、满洲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提升中国—蒙古国博

览会、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国际

博览会等展会平台影响力。

（二）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共进

提升农牧业发展效益，建设

农牧业产业强区。紧紧围绕高质

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做强做大企业等方面持续发力，

促进农牧业提质增效。一是不断

夯实农牧业发展基础，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加快发展节水农牧

业、设施农业，推进肉牛、肉羊

现代设施养殖场建设，提高农牧

业单产水平。二是延伸农畜产品

加工产业链条，推动农牧业适度规

模经营，做大做强做优重点龙头企

业，提高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比重，

加强“蒙”字标品牌打造，提升产

品附加值。

推动工业提质扩量增效，建

设制造业大区。一要突出强基筑

优“提质”，做大做强区属国有企

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台搭

建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着力构

建“头部企业 + 中小企业”生态

圈。二要突出梯度培育“扩量”。

聚焦内蒙古重点发展的 12 条产业

链、8 大产业集群，推动新能源

等优势产业超常规发展，集中打

造风光氢储产业集群和呼包鄂通

装备制造基地，努力在新能源领

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加快

培育未来，以高质量建设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着力点，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变现的路径和

机制，把更多自然资源转变成经

济财富。三是突出激发动能“增

效”，落实好各类创新激励政策，

用活用足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

政策，充分发挥土地指标的增资

效应，利用“亩均论英雄”改革

等对工业园区、城镇建设的牵引

倒逼作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

使用效益。

推动服务业扩规模、提质量，

实现锻长补短。一要提升国内市场

份额，让内蒙古产品和服务走向全

国。尽快完善支持政策，发展文

化旅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研

发设计、信息软件、商务会展、

运维服务等服务业，培育形成一

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内蒙古知名

品牌。二要做大消费市场，吸引

更多人到内蒙古消费。促进线上

线下消费深度融合，推动现代服

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牧业

深度融合，形成跨界融合的产业

生态系统，打造更多消费中心城

市、区域消费中心，不断优化消

费环境，提高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三）发挥重点地区责任担当

开展各盟市争先晋位考核评

比。鼓励各盟市立足自身优化特

色和发展基础，科学设定追赶目

标，制定赶超计划，细化赶超方

案，完善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做

大经济总量，自治区对各盟市争

先进位情况组织开展评比，对成

效明显的盟市进行表彰奖励。

做大做强呼包鄂乌城市群。

大力推进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

提高城市群区域竞争力。推动鄂

尔多斯、包头超常规发展，发挥

好带动全区扩大经济总量的“领

头雁”作用，加大对鄂尔多斯建

设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全产

业链发展新能源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支持包头高质量建设“世界

稀土之都”和“世界绿色硅都”，

尽快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扩大产

业规模。深入实施强首府工程，

落实好自治区支持呼和浩特市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充分挖掘和释

放首府发展潜力，提升首府城市

“首位度”，更好承担首府职能、

发挥首府作用。

高质量建设蒙东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牢牢把握国家在通辽

和赤峰设立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 区 的 重 大 机 遇， 大 力 推 进 赤

峰、通辽“双子星座”建设，把

承接产业转移作为加快发展的动

力引擎，积极推进招商引资，承

接引进一批投资额度大、带动能

力强、发展后劲足的产业项目，

尽快扩大产业规模，加快建成区

域中心城市，有效提升人口吸引

力和经济承载力。

推动西部盟市产业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西部盟市调结构、转

功能、提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支持乌海、阿拉善盟提高资源集

约利用水平，加强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精准延长煤基产业链，实

现煤化工、氯碱化工、盐化工绿

色低碳转型。推动清洁能源产业

提速发展，聚焦“清洁能源 +”和

“+ 清洁能源”，打好绿电招商牌，

建设绿电成本洼地、绿能经济高

地。

（作者单位 : 内蒙古自治区宏观

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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