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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杰

一、赤峰、通辽“双子星

座”战略提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区

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改

革开放前是均衡发展阶段 ；改革

开放后到上世纪末是效率优先的

集中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国

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蒙古自治

区也把加快蒙东地区发展振兴作

为事关东部各盟市自身发展和全

区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来统筹规

划。2004 年，自治区党委作出

积极呼应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的决策，经过积极争取，内蒙古

东部盟市纳入到国家振兴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规划。

从 2005 年开始，自治区连

续 5 年召开东部盟市经济工作

座谈会，大力支持东部盟市加

快振兴。2010 年在推动呼包鄂

区域一体化发展先行先试的同

时，积极推动开展“锡赤通”区

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自治

区“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加快“锡赤通”经济区发展步

伐。2019 年 8 月， 自 治 区 第 十

次党代会提出，培育“锡赤通”

经济区，提高中心城市和小城镇

辐射带动能力。同年出台的《关

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

新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

东部盟市振兴发展，培育“锡赤

通”经济区，构建联通中蒙俄、

融入东三省充满活力的经济区。

2021 年 11 月，自治区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 ：深入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呼包

鄂乌城市群和赤峰、通辽“双子

星座”，增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

赤峰、通辽“双子星座”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

摘  要 ：赤峰市和通辽市具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区位和政策优势明显，是内蒙古东

部地区承接人口转移集聚的重点地区，非常适合作为蒙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和带动极。同时也

要看到，赤峰、通辽当前还存在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城镇化水平较低、水资源短板突出、内外部环境

面临多重压力等制约因素。本文从“双子星座”战略提出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赤峰、通辽两市在打造

“双子星座”中存在的发展优势和面临的制约因素，只有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扬长避短，才能推动“双

子星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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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内

涵式发展，构建多中心带动、多

层级联动、多节点互动的新型城

镇化格局。赤峰、通辽积极落实

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加强两

地各领域合作，两地政府签署

了《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在

生态环保、产业升级、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等 4 大方面 29 个

具体事项进行了重点协同合作。

到 2022 年 6 月底，已办结完成

3 项，即两市实现了公积金互联

互通互认、实现医保联动，共同

争取到了辽西北调水内蒙古支线

工程的国家资金支持。

二、赤峰、通辽“双子星

座”的发展优势

（一）确立赤峰、通辽新的

增长极符合多中心带动的区域经

济发展思想

内蒙古地域辽阔，横跨东

北、华北、西北地区，行政区

域和经济区域不统一，东西跨

度 2400 公里，为国内东西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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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省区。东西发展不协调，

中西部呼包鄂为全区经济发展

引擎，经济总量占全区 54.3%，

因为距离较远，很难辐射带动

东部盟市发展。东部 5 个盟市

地 域 辽 阔（ 国 土 面 积 占 全 区

的 56.2%），城市分散，经济发

展落后于中西部，经济总量合

计占全区的 31%（人口占全区

48.4%），尚未形成联系紧密的

经济区。要推动自治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就必须确立分区发展、

分区推进的思路。从国内经济发

达省份经验来看，双核驱动甚至

三核驱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关 键， 辽 宁、 河 北、 山 东、 江

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发达省

份都是双中心甚至是三中心，相

对欠发达省区如广西、贵州、江

西也是双中心同步推进。赤峰、

通辽“双子星座”的提出，符合

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符合发挥区

域优势、参与区域竞争、促进区

域合作的大区域经济指导思想。

从实践上看，有利于促进内蒙古

东部地区加入华北、东北经济区

域规划，进而融入国际国内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中。

（二）推动“双子星座”高

质量发展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需要

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

出，统筹区域差异化协调发展，

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推动东

部盟市把保护大草原、大森林、

大河湖、大湿地作为主要任务，

把发展现代农牧业、特色旅游业

和泛口岸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在

放大和发挥绿色生态优势中实现

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兴安

盟、锡林郭勒盟拥有全国最大面

积的森林、草原，众多湿地、湖

泊、河流，是中国规模最大、最

为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一，是重点

生态保护区域，在东部盟市建设

新的增长极只能选择赤峰和通

辽，推动两市协同发展，建设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产业分

工、文化交流、招商引资、对外

开放等方面联动发展，增强区域

性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

（三）赤峰和通辽具有相对

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

赤峰、通辽是自治区东部

经济重镇、区域性中心城市，集

中了蒙东地区的创新资源、产业

集群和高端人才，经济发展居

蒙东地区前列。2021 年，两市

经济总量占蒙东地区的 53.3%，

其中赤峰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75.1 亿元，通辽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411.4 亿元，分列全区

第 4 和第 5 位。资源条件方面，

人口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

重要，而赤峰和通辽是自治区人

口大市，人口总数居全区第 1 和

第 3 位。农牧业资源丰富，赤峰

市是全区玉米、杂粮杂豆等农产

品的主产区，通辽市地处世界三

大玉米黄金带和肉牛养殖黄金

带，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区

之首，两市的“敖汉小米”“科

尔沁牛”“库伦荞麦”等绿色农

畜产品享誉全国。赤峰市和通辽

市的煤炭、有色金属、风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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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等资源优势明显，旅游、医

药、人文等资源丰富，确实有条

件成为引领蒙东地区高质量发展

的增长极。

（四）赤峰和通辽还具备比

较优越的区位和政策优势

在地缘优势方面，赤峰市

和通辽市处于京津地区、东北工

业区、环渤海港口城市群的外

围，既是这些地区的生态保护

带，也是它们对蒙俄乃至东欧各

国贸易直线距离最短的地区。赤

峰市是国家规划的公路运输枢纽

城市，也是自治区距离出海口最

近的城市。通辽市是东北与华北

的交汇中心，与东北经济区中的

哈尔滨、长春、沈阳一起被国务

院规划为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

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和内蒙

古推进向北开放的重要战略节

点。在政策优势方面，赤峰市和

通辽市处于“一带一路”“西部

大开发”“东北振兴”“京津冀协

同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叠

加覆盖地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为

赤峰市、通辽市的发展提供了更

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向南可以

抓住京蒙协作不断深化的有利契

机，加大京津冀地区的招商引资

和沟通对接力度，承接产业转

移 ；向东可联通东北三省核心

区，直接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

作 ；向北可连接北部三盟市口

岸，成为“一带一路”北线陆海

联运的新节点，打造东北地区物

流集散地，构建面向国际国内双

循环发展的开放合作实践区。

三、赤峰、通辽“双子星

座”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产业同质化程度高

受地形地貌、行政区划归

属变更等影响，赤峰与承德、朝

阳，通辽与沈阳、长春的经济联

系较为紧密，导致赤峰和通辽两

市倾向于“背向发展”。产业协

同不够紧密，产业布局和规划不

尽合理。两市产业都是以煤炭、

电力、煤化工、电解铝等资源能

源型传统工业为主，产业结构趋

同，资源环境、发展基础、产业

定位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产业布局没有放在整个蒙东地区

乃至自治区角度进行整体考虑，

制约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即

使在市域内部，也存在产业布局

比较分散，产业梯度差异较小，

互补性不强、集中度低等问题。

（二）城镇化水平较低

2021 年末，赤峰市拥有常住

人口 401.9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 53.7％ ；通辽市常住人口

285.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0.6%，为全区最后两位，且均远

低于自治区和国家平均水平，分

别低于自治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14.5 个 和 17.6 个 百 分 点。 人 口

外流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且

内部各区域发展不平衡。赤峰、

通辽两市常住人口分别比 2010

年 减 少 31.9 万 人、28.7 万 人。

小城镇规划滞后、水平不高，县

域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有限。中心

城市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城镇在吸纳人口、汇聚人才、促

进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作用

发挥不充分。

（三）水资源短板突出

赤峰和通辽两市地处西辽

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少，普遍缺

水。同时，由于产业结构不尽合

理，过度消耗地下水资源，因此

还存在着结构性缺水问题。地

下水超采区分布广泛，西辽河

平原漏斗中心区地下水位下降

达 12 米。水粮矛盾尚未彻底破

解，赤峰市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

的 79.3%，地表水灌区用水方式

依然粗放，用水浪费现象较为严

重。可以说，水已经成为赤峰、

通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

有限的水资源量将对打造“双子

星座”形成制约。

（四）内外部环境面临多重

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迅速

扩散，加速了全球发展环境的恶

化。从国际上看，全球化可能迎

来更加汹涌的逆潮，中国部分产

业将面临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转移的压力，赤峰、通辽

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空间可

能变小变窄，资源型产品的市场

预期转弱，招商引资难度越来越

大。从国内来看，各地重塑竞争

新优势，地区之间竞争加剧，赤

峰和通辽也将面临其它地区更加

激烈的竞争。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宏

观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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