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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鹏

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

东西狭长，其自然环境与经济社

会发展间具有较大差异。蒙西地

区依靠区位优势构建完善现代化

高质量经济发展体系，并形成以

首府呼和浩特市为核心的呼包鄂

乌城市群，辐射带动蒙西地区经

济社会协同发展。而蒙东地区因

缺乏区域性经济增长极，城市规

模较小、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

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的培

育、发展与调整成果明显不足，

导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呈现

空间割裂状态。自 2007 年呼伦

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

市、锡林郭勒盟等蒙东地区 5 个

盟市被纳入“全面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战略以来，蒙东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态势明显提升。内蒙

古应“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

环境，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

发展。”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

日益完善，加快蒙东地区满洲

里、二连浩特等口岸对外开放能

力成为完善新发展格局、推动内

蒙古区域协调发展的共同选择。

一、蒙东地区迎来对外

开放新机遇

（一）提升蒙东地区对外开

放能力是构建全面开放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一环

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以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与优化完善

沿边开放载体和平台，推动蒙东

从对外开放的末梢转变为前沿是

蒙东地区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蒙东地区

加强对外开放可以深化中蒙俄贸

易合作成效，巩固”一带一路”

将蒙东打造为内蒙古对外开放新前沿的路径选择

摘  要 ：“十四五”时期，内蒙古地区正处于做好服务与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蒙东地区经

济增长极缺乏、体制机制改革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等矛盾凸显，急需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能。作为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战略的政策叠加地，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及中欧班列建设和运

行的重要一环，蒙东地区正在成为内蒙古向北开放桥头堡，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为推动

蒙东地区成为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前沿，应率先推动蒙东地区体制机制创新，培育赤峰、通辽区域中心城

市发展，创新沿边开放平台建设与发展模式，探索点轴联动的蒙东区域合作新模式，以创新政策进一步

推动内蒙古对外开放走实走深。

关键词 ：蒙东地区   开放新前沿   中蒙俄经济走廊

高质量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深

化合作有利于构筑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以“新前沿”

目标倒逼蒙东地区，促进蒙东地

区“补齐开放合作短板”。

（二）蒙东地区与蒙古、俄

罗斯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显著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

一路”战略“六廊”中之一，随

着中俄确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内蒙古对外

与蒙俄两国建立 22 对友好城市

关系，《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

贸合作协定》《内蒙古自治区创

新同俄罗斯、蒙古国合作机制实

施方案》《中蒙俄（二连浩特）

工商业高峰论坛合作共识》等政

策文件的签署实施，内蒙古与蒙

古国和俄罗斯之间政策交流不断

加深，为蒙东对外开放带来了外

部环境优势。

现阶段，内蒙古跨境金融、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编号 CXJJS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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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等方面商业模式不断改

进，边贸政策、财政政策、金融

政策、土地政策等配套举措不断

倾斜沿边开放平台，民族的交融

更是使蒙东对外开放的贸易与文

化交流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跨境枢纽作用日益深化。

（三）政策效应叠加，多频

共振助推蒙东夯实对外开放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

为蒙东对外开放凝聚动能。《建

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要

求内蒙古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开采、小商品跨境贸易的基

础上，开拓投资、金融、产能、

航空航天和生态环保合作等领域

的深层次合作，实现“中蒙俄经

济走廊”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

全方位对接。

沿边城市的开放平台和载

体迎来政策新机遇，内蒙古在支

持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设立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基础上，明

确其作为面向东北亚重点口岸城

镇功能。自治区陆续下发《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

进外经贸和口岸发展的实施意

见》《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 <

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

开发开放规划 > 重点工作分工

方案》等系列政策组合拳建中蒙

俄经济走廊交通运输网、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改

善融资服务、推进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等方面为增强沿边开放平

台与载体能力。

二、蒙东向北对外开放

的现实基础与面临问题

（一）区位优势凸显，但仍

存在多方障碍

内蒙古东部紧邻蒙古国与

俄罗斯，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使得

蒙东地区建设成为向北开放桥头

堡大通道的天然基础，是我国建

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通道的重要

门户。蒙东地区总面积占内蒙

古自治区总面积一半以上，共

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口

岸 12 个①。 然而，地缘障碍影

响蒙东地区对外开放问题也较为

突出。首先，因发展阶段和实际

国情不同，三国之间发展战略存

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其次，受新

冠疫情影响，换货量、动植物检

验检疫、食品安全等环节协调合

作面临困难。最后，蒙东地区地

处生态交错区，中蒙、中俄间分

布较多生态敏感地带，双边及多

边合作多项开发项目因维护生物

多样性、防止湿地及森林保护、

预防土地荒漠化等原因搁置。

（二）蒙东开放合作稳步推

进，但深度不足制约其形成向北

开放新高地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政策支撑下，蒙东地

区双边贸易投资不断扩大，中、

蒙、俄三国在道路通畅、电子通

讯、信息通达等方面得到不同程

度的增进完善。中蒙设立二连浩

特 - 扎门乌德经济合作区，中蒙

博览会逐渐成为国际型贸易、物

流、文化交流平台，“中国 - 俄

罗斯博览会”改造升级，中蒙俄

合作交流稳步推进，发挥沿边口

岸作用并向腹地延伸。以赤峰、

通辽作为区域中心型城市，以满

洲里、二连浩特为核心口岸，多

轴联动推动蒙东地区服务与融入

新发展格局模式初步形成。

近年来，中蒙俄经济走廊

的建设推动蒙东地区对外开放程

度改善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足

以形成向北开放新高地。一方

面，蒙东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

低，2020 年 蒙 东 5 盟 市 对 外 贸

易依存度为 7.48%，不足全国水

平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赤

峰、通辽区域中心型城市城镇化

水平较低，缺乏规模和集聚效

应。截至 2020 年底，赤峰、通

辽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低

于 全 区 14.37 个 百 分 点 与 17.45

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仅为首府呼

①对俄口岸 ：满洲里铁路口岸、满洲里公路口岸、黑山头公路口岸、室韦公路口岸 ；对蒙古国口岸 ：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珠恩嘎达布其公路口岸、额布都格公路口岸、阿日哈沙特公路口

岸、阿尔山公路口岸 ；国际航空口岸 ：海拉尔航空口岸、满洲里航空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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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浩特市的 22.1% 和 77.6%，产

城融合发展不足，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较低。最后，蒙东 5 盟

市跨区域合作水平不足。对内而

言，“锡赤通”发展战略范围较

大、中心节点城市距离较远、产

业结构同质化严重，难以铺开实

施。基于地理空间的区位优势利

用不足，与京津冀城市群、辽中

南产业群和哈大齐工业走廊联结

程度不足。

（ 三） 加速 推 动 体制机制

“补短板”，但合作机制落地程度

不足

中蒙俄经济走廊自提出起，

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以达到“贸

易畅通”就是各方力求达成的目

标，这不仅需要各国各地区有良

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要求内蒙

古政府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补齐对外贸易机制短

板。中蒙俄三国针对提升投资贸

易便利化，分别出台多项法案以

改善营商环境。然而，无论是从

蒙东 5 盟市间的地区合作，还是

从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区域合作

角度而言，合作机制落实落地还

存在较大不足。一是贸易保护主

义不断抬头，跨国企业准入门槛

抬高、保护性贸易增多、审批审

查时间过长、通关效率较低、商

品认证不符标准等情况制约蒙东

进一步对外开放。二是蒙东地方

政府沟通成本较大。沿边问题涉

及国家权益，能源、生态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沿边开放平台及

载体等重点领域事宜需中央层面

与他国政府进行对接，二连浩

特、满洲里作为蒙东乃至中国北

方重要的陆路口岸，与经济发达

地区沟通成本较高。三是城市建

设同质化严重。蒙东 5 盟市产业

规模小，工业园区较为分散且定

位不清晰。且由于口岸运营主体

多为民营企业，口岸间差异化发

展不足，为抢夺资源进行低水平

的竞争，口岸关系未能以“合作

优先”替代“竞合为主”，滞后

的统一市场建设将持续影响蒙东

5 盟市未来城市的发展建设。

三、将蒙东打造为内蒙古

对外开放新前沿的路径选择

2021 年是中国“十四五”

开局之年。蒙东地区作为内蒙

古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重要基

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东北振兴战

略、兴边富民行动等顶层设计的

交集地，应多措并举，着力打造

蒙东地区成为内蒙古对外开放新

前沿。

（一）推动蒙东地区体制机

制创新

蒙东地区构建向北开放新

前沿，需要立足政策顶层设计，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要立足中蒙

俄经济走廊交流合作，推动蒙东

地区成为东北亚开放合作新前

沿 ；要立足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

建设，构建蒙东关键城市节点，

提升城市承载力的同时辐射带动

区域城市均衡发展 ；要提升沿边

开放平台与载体建设与发展，与

腹地城市联结形成经济发展轴，

探索中蒙俄区域合作新模式，最

终点轴联动蒙东地区高质量发

展 ；要加强双边人才交流合作，

并加强边民扶持、财税、金融、

投资、产业、土地、人才引进等

方面政策配套衔接，以此推动边

境地区次区域合作。

（二）培育赤峰、通辽区域

中心性城市发展

赤峰、通辽拥有的独特区

位条件，既受东北振兴战略影

响，又属西部大开发战略扶持范

围，享受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多重

叠加的机遇，在基础设施、产业

累积、外贸交流、教育等方面都

有积累了较好的基础，产业发展

平台基本建立。自治区强力推进

赤峰、通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有助于赤峰、通辽做好与西部大

开发、东北振兴方面的衔接工作。

一方面，赤峰、通辽是多

中心带动、多层级联动、多节点

互动的新型城镇化格局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赤峰、通辽人口数

量、经济总量在蒙东地区占有重

要位置，是内蒙古东部地区重要

的龙头城市。加快赤峰、通辽区

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有助于进一

步释放赤峰、通辽开放带动作

用。另一方面，内蒙古发展不平

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东西发展

的不平衡，其原因在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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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量不大、发展不充分。加

快赤峰、通辽区域中心城市建

设，有利于带动蒙东经济社会发

展，从根本上改善“西强东弱”

的区域发展态势。

（三）创新沿边开放平台建

设与发展模式

加强满洲里、二连浩特边

境口岸间的合作，切实做到形成

战略化、差异化、特色化口岸合

作关系，并积极带动口岸腹地地

区加工业发展，实现从原材料贸

易向高附加值贸易的转变，实现

口岸仓储、运输、贸易、加工、

互市一体化，加快满洲里、二连

浩特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

济”转变。积极推动边合区与

国家级经开区结对帮扶工作，在

满 洲 里 - 东 营， 二 连 浩 特 - 日

照基础上，完善对口帮扶长效机

制。促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建设，发展外向型优势制造

业，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发展。

（四）探索点轴联动的蒙东

区域合作新模式

当前，“锡赤通”因经济总

量较小、产业合理度低、地理覆

盖面过广、中心城区距离远等

因素，辐射能力不足，目前难

以实行。因此，应先发展“赤

锡”“通霍”“海满”经济发展

轴。赤锡经济发展轴以赤峰市中

心城区和锡林浩特市为节点城

市，外联蒙古国、俄罗斯，内联

辽中南，依靠自身有色金属工业

基地与煤化工原材料富集的优

势，在服务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

同时，积极承接以城市发展为核

心的其他产业 ；通霍经济发展轴

以科尔沁和霍林郭勒市为节点，

依靠通辽与吉林的区位优势，增

强建材与煤化工等原材料的贸易

合作 ；海满经济发展轴以海拉尔

与满洲里为节点城市，融入哈大

齐工业走廊，增强其电力负荷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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