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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调研组

呼和浩特市实施强首府工程的

优势和不足都比较明显，如何在发

挥优势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是

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比如，文化

旅游资源比较富集、优质，发展

基础和条件较好，政策导向和未

来市场需求（除短期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外）等都比较看好，而城

市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较大，困

难较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推

动首府建设全区文化旅游城市，

通过“扬”发展生态、绿色产业

之“长”，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

“避”城建、民生等投入大，困难

多之“短”，统筹谋划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和城建民生投入，使二者

相辅相成、互相支撑，推动呼和

浩特市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做表率。

一、比较优势明显

一是资源要素优势。呼和浩特

市文化旅游资源要素优势明显，从

分类看，按照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

准衡量，全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

源分为 8 个主类（呼和浩特市有 7

个）、34 个亚类（呼和浩特市有 21

个）。从内容看，内蒙古的特点就

是“大”，尽管呼和浩特市整体面

积较小，但作为自治区的窗口和首

将呼和浩特市打造成为全区文化旅游城市的建议

府名片，是到大草原、大沙漠、

大农田、大河湖、大边境等独特

壮美风光最便捷、最快速的地方。

同时，呼和浩特市作为自治区文化

中心，民族文化、农耕文化、黄河

文化、丝路文化等中华文化多元共

融、底蕴深厚，西口文化、戍边文

化等民俗文化异彩纷呈。特别是，

呼和浩特有不少“最字号”“源字

号”“独字号”的文化旅游资源，

并且在历史的锤炼和资源开发利用

中，形成并具有了很好的组合性、

代表性和多样性。从融合看，呼和

浩特市又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

的最典型区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集中展示区域，是民族团结代表区

域，是呵护好“模范自治区”崇高

荣誉的重点区域。

二是产业发展优势。呼和浩

特市拥有 4A 级旅游景区 18 家，

位居全区前列 ；五星级旅游饭店 5

家，全区第一 ；国内外旅行社 277

家，全区第一 ；常年（除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外）文化旅游营业收入全

区第一，接待游客全区第一 ；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比全区第一（40%

以上）。已建成的大型博物馆、展

览馆、文化馆等场馆规模大、种类

全、数量多 ；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

8 家，居黄河几字弯各盟市之首 ；

旅游商品产量和产值也位居全区前

茅。文化旅游智慧化程度居全区前

列，正在实施“智慧青城”项目，

全区首个城市大脑上线运营，文化

旅游智慧程度快速提升，多个细分

领域位居全区之首。

三是区位交通优势。呼和浩特

市地处内蒙古中心位置，属于京津

冀协同发展辐射区，新一轮西部大

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交

汇区，是联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

陆桥、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桥梁，

是我国向北开放和向西开放的重要

节点城市。目前，呼和浩特市是自

治区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立体

现代交通最完备、最便捷、最快速

的城市。按照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建设规划，“十四五”末，呼和浩

特市将跻身于全国高铁网重要节点

城市，将形成呼包鄂乌“一小时”

高铁交通圈，进京“两小时”高铁

交通圈，区位交通优势将更加凸显。

四是市场需求优势。如果不是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呼和浩特

市的旅游业仍然火爆。但疫情是一

时的，发展是长久的，文化旅游

作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市场需求旺盛仍是发展趋势。从

摘  要 ： 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资源富集，发展基础较好。作为首府，既是内蒙古的经济、文化中

心，也是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门户和窗口。建议整合全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景区，以主城区为中心，周

边旗县景区景点为延伸，集中力量打造 5A 级旅游景区。建设文化旅游城市，有利于提升首府形象和功

能，有利于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做

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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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发展看，

不管是接待旅游人次，还是实现旅

游收入，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的年

均增长均在 20% 以上，远远超过

其他行业。特别是呼和浩特市作为

自治区的首府城市、服务型城市、

国内外游客的首站城市，不管是过

去，还是未来，其文化旅游市场的

优势和机遇都非常乐观。

五是政策导向优势。自治区

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呼和浩特

市的发展，特别是自治区十一次

党 代 会 报 告 和 2022 年 自 治 区 政

府工作报告，都将呼和浩特市高

质量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作出部

署、提出要求、重点支持。呼和

浩特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内蒙古提出“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的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决策部

署，加强生态保护建设，申报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改善首

府基础设施条件和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等政策导向。文化旅游业作

为生态、绿色产业和第一大服务

业，这些政策都可为发展文化旅

游业提供重要基础支撑和政策保

障。

六是民生期盼优势。第七次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十年间，呼

和浩特市常住人口增加 57.95 万

人（同期内蒙古全区减少 65.7 万

人），成为自治区新增人口最多

的城市。人口较快向首府集聚流

动，既是呼和浩特市吸引人口能

力增强的体现，也是人民对首府

民 生 事 业 向 更 高 水 平 发 展 的 期

盼。集聚人口、增加人流是建设

文化旅游城市的内在需求，而建

设文化旅游城市也为首府创建设

施完善、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

人文环境和发展环境提供了导向。

二、发展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文旅发展质量有待整合

提升。总体上，呼和浩特市的文化

旅游业仍处于散、小、乱的粗放阶

段，尽管部门融合了，但产业融合

还很不够，服务融合还不到位。融

合不够就会出现发展质量不高、配

套服务不优，甚至出现过度服务、

过度管理，进而影响到发展环境

的问题。从产业方面，呼和浩特

市的文旅产业发展质量和档次还

需要提高，比如说，目前仍没有

一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与 周 边 的

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形成了差

距，是打造全区文化旅游中心城

市的短板，也是树立呼和浩特市

区内外、国内外形象的弱项。

二是首府经济支撑能力较弱。

文化旅游业是投入较大的产业，

而呼和浩特市的经济体量和财力

水平不足。据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呼和浩特市 GDP 为 3121.4 亿

元，不仅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

排名靠后（第 23 位），而且在呼

包鄂经济核心区也位居末位（第

三）；自身财力也较弱，2021 年呼

和浩特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9

亿元，在 27 个省会城市中，排名

依然靠后（第 24 位），而同时期

的债务率较高。文化旅游业是综

合性产业，既具有“一业兴、百

业旺”的较强带动性，也受到整

体经济水平的较大制约和影响，

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市自身的经

济总量和财力水平难以支撑高标

准文化旅游业的投入。

三是首府市场资金量较少。文

化旅游作为产业，其发展壮大既

要靠政府资金投入，更要靠市场

资金进入。而呼和浩特市的市场

资金量较少，对建设文化旅游城

市的市场资金支撑不足。如，2021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6640 亿

元，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排名

靠后（第 23 位）；特别是在 2017-

2020 年，全国 60 个主要城市中，

仅呼和浩特市和海口市资金增长

为负。在近年来货币发行相对宽

松的背景下，呼和浩特市汇聚的

市场资金却在减少，不利于文化

旅游产业市场化融资。

四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不高。呼和浩特市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和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市经

营管理水平短板突出。据中国城

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城市建设

水平综合评估报告》显示，呼和

浩特城市建设水平综合得分 288.1

分，位居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第 25

位，仅高于拉萨和西宁。同时，在

各省会城市中，呼和浩特市人口密

度较小，但交通拥堵较为严重。据

百度地图联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

院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城市交

通报告》显示，2021 年呼和浩特

通勤高峰拥堵指数为 1.492，位居

27 个省会城市中的第 19 位，基本

上在向经济发达和人口密度较大的

地区看齐。

五是发展环境不优。呼和浩特

市发展环境整体需要加快改善，不

论是营商环境，还是人居环境，

都与各省会城市有差距，更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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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绿色文化旅游城市的要求差距

较大。营商环境方面，据粤港澳

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

国 296 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呼和浩特市营商环境位居全

国 27 个省会城市倒数第一名。人

居环境方面，呼和浩特市总体宜

居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呼和

浩特市是唯一没有入选全国文明

城市的省会城市，空气优良天数、

PM2.5 年均浓度、绿化率等环境指

标均排在各省会城市后列。

三、几点建议

一是转变思路，统筹推进文

化旅游城市建设。尽管呼和浩特市

建设文化旅游城市存在很多困难，

但思路决定出路，目标决定路径。

要借助区市共建首府的政策机遇，

发挥呼和浩特市地域较小，4A 级

旅游景区相对集聚，山川河海、草

原牧歌、大召寺庙、胡汉和亲、老

街古城、红色文化、特色美食等文

旅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统筹全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整合区

市共建资金，以呼和浩特市区为中

心，周边 4A 级景区和文旅资源为

延伸，综合打造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建设文化旅游城市和生态文化

景观首府，提升文旅产业发展水

平、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及宜居宜业

环境水平。

二是规划先行，找准文化旅

游发展定位。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

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打造高品质

的文化旅游城市就需要长远考虑，

高点规划，生态优先，找准定位，

特色发展。高点规划就是要提高层

级，从战略层面统筹文化旅游系

统性规划编制，既要考虑文化旅

游本身需要，也要统筹其他主导

产业、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

供给等，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长期战略中考量，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编制文化旅游规

划，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生态优先就是把保护生态、保护

文 物、 保 护 文 化 遗 产 等 放 在 首

位，让呼和浩特市真正成为生态

之城、绿色之城、文化之城。找

准定位就是要对呼和浩特市的文

旅资源进行再认识、再挖掘，站在

全国、全区、全市的角度，找准

呼和浩特市长远发展战略定位，

可谓“谋定而后动”。特色发展不

是谋求另类，而是要立足自身特

色的资源要素打造特色的产品和品

牌 ；要在开放合作中，谋求差异化

发展，进一步凸显特色 ；要注重传

承、发展、挖掘嫁接和现代科技创

新等，实现特色发展。

三是深度融合，推动文旅城

市建设与其他发展互为支撑。文化

旅游业是综合性绿色产业，与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具

有天然的融合性。文化是旅游的根

和魂，旅游是文化的体和形，要加

强文化旅游间的深度融合，最重要

的是把体和形做大，让根和魂扎

深。要加强与其他主导产业的深度

融合，统筹推进农畜产品加工业、

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

等六大产业集群都与文化旅游深度

互补融合。要加强与基础设施和社

会事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旅游

所需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

全可以与其他生产生活共建共用共

享。建设文化旅游城市必然需要加

强生态保护建设，文旅与生态具有

天然的深度融合性和互补性，但需

要一体规划、一体建设。

四是优化环境，推动首府宜居

宜业宜游。优化发展环境应成为呼

和浩特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也是加快文旅产业发展的

关键要素。如果发展环境好了，文

旅经济就繁荣发展起来了，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就会汇聚

而来，进而实现文旅产业“一业

兴”，带动相关产业“百业旺”。全

面优化法治环境，强化行政权力制

约监督，推进公正司法，全面提

升司法能力、司法效能和司法公

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

法治社会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效

能，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

环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

化水平，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清理

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法

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全

力打造诚信环境，要大力推进“信

用呼和浩特”建设，以诚信政府为

引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法规制度

和标准体系，深入开展诚信典型选

树，加大诚信执法和审判执行力

度，严厉打击诚信违法行为，强化

诚信宣传教育，营造“知信、守

信、用信”社会氛围。不断优化人

文环境，加快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全面提升首府公民道德素养，营造

人文首府的浓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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