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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包鄂乌区域经济发展演进分析
皇甫欢欢

2019 年，《自治区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实施意见》明确把呼包鄂乌

地区作为内蒙古四大重点区域之

一，提出要以呼包鄂及乌兰察布

协同发展为引领构建区域发展格

局，提升区域人口和经济集聚水

平，形成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

增长极。2021 年是“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也是呼包鄂乌四市

由协同发展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迈进的起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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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建一体

化发展空间格局、协同打造区域

科技创新高地、协同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等方面推进呼包鄂乌城

市群建设，由此，呼包鄂乌一体

化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呼包鄂乌区域发展

的现实基础

呼包鄂乌区域位于内蒙古中

部，是国家呼包银榆经济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能源矿产资源

富集区和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核心

摘  要 ：本文以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学者对工业阶段的划分和配第·克拉克定理为理论基础，利

用 2007 － 2021 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呼包鄂乌区域三次产业结构、人均 GDP、就业结构、人口城市

化率，以此判断各市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并结合呼包鄂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条

件和产业结构特点，对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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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域面积18.62万平方公里。

近年来，呼包鄂乌在经济发展、

城镇人口、交通运输等方面均有

较大变化。     

2021 年，呼包鄂乌区域常住

人口 1004.19万人，占自治区常住

总人口的 41.84% ；其中，呼和浩

特全市常住人口 349.6 万人，包头

全市常住总人口 271.8 万人，鄂尔

多斯全市常住人口 216.84 万人，

乌兰察布全市常住人口 165.95 万

人。地区生产总值 12033.7 亿元，

占自治区 58.66%， 是自治 区 的

经济增 长极 ；其中， 呼和 浩 特

3121.4 亿元，位居自治区第三 ；

包头 3293 亿元，位居自治区第

二 ；鄂尔多斯 4715.70 亿元，高

居自治区榜首；乌兰察布 903.6

亿元，四市的生产总值总和超过

了自治区其他八个盟市的总和。

财政收入方面，2021 年，自治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49.9 亿元，

呼包鄂乌区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02.1 亿 元， 占 比 42.64%。 交

通运输方面，重大基础设施基本

联通，京呼高铁建成通车，集大

原高铁开工建设，包银高铁积极

推进，“轨道上的呼包鄂乌”已

见雏形。科技创新资源方面，呼

包鄂乌区域拥有 3 家国家级高新

区和多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创新资源相对丰富，是自治区创

新能力最强区域。

二、呼包鄂乌区域经济

发展阶段研判

经济发展 伴随着产业结构

优化、就业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

不断演变。从产业结构来看，是

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优

化的过程 ；从就业结构来看，是

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

不断转移、从而带动人均收入水

平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空间结构

来看，是各类生产要素不断在地

理空间上聚集的过程。由于近代

经济演进伴随着工业发展，故而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别与工业化进

程密不可分，以库兹涅茨、钱纳

里等学者对工业阶段的划分和配

第·克拉克定理为理论基础，选

取三次产业结构、人均 GDP、就

业结构、人口城市化率 4 个指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2022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新发展格局下呼包

鄂乌城市群协同管理的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22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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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呼包鄂乌区域经济发展阶

段。

（一）三次产业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

茨认为，工业化作为产业结构变

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也通过

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

通过选取呼和浩特、包头、

鄂尔多斯、乌兰察布 2007－2021

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对四市

近 15 年的产业结构进行比对分

析。根据库兹涅茨判断工业化阶

段理论，呼和浩特 15 年来产业

结构总体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

产业比重逐年降低，第三产业比

重逐年升高的趋势，产业结构为

“三二一”的状态，根据库兹涅

茨的依据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呼和浩

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如 图 2，2007-2021 年， 包 头

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逐年降

低，且均低于 10%，第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呈现此消

彼长的波动状态，2007-2014 年

第二产业 是比重最大的产业，

2015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

第二产业，产业结构由“二三一”

向“三二一”转变，根据库兹涅

茨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包头

市迈向后工业化阶段。

如图 3，2007-2021 年，鄂尔

多斯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均低于10%，第二、三产业也呈

现此消彼长的波动状态，但第二

产业始终都是占比最大的产业，

产业为“二三一”的结构，根据

库兹涅茨工业化阶段的理论，鄂

尔多斯市处于工业化后期。

图 1   呼和浩特市 2007-2021 年产业结构

图 2   包头市 2007-2021 年产业结构

图 3  鄂尔多斯市 2007-2021 年产业结构

图 4  乌兰察布市 2007-2021 年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 ：《呼和浩特统计年鉴》及《呼和浩特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包头统计年鉴》及《包头市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鄂尔多斯统计年鉴》及《鄂尔多斯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 ：《乌兰察布统计年鉴》及《乌兰察布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8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如图 4，2007-2021 年，乌兰

察布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逐年降低，但仍在 10%-20%，

第二、三产业比重呈现此消彼长

的波动状态，2007-2016 年第二产

业是比重最大的产业，2017 年，第

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

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

转变。

（二）人均 GDP

钱纳里等 学 者 认为， 经济

增长是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可

用人均 GDP 水平来衡 量，人均

GDP 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正相关，

工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

就越高，并将人均 GDP 水平按照

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

个时期。

2021 年， 呼和 浩 特 市人均

GDP 为 89284.9 元，按当年平均

汇率（1 美元 =6.4515 人民币，下

同）计算为 13839.4 美元 ；包头

市 人 均 GDP 为 121155.3 元， 人

均 GDP 为 18779.4 美元 ；鄂尔多

斯 市 人 均 GDP 为 217473.7 元，

人 均 GDP 为 33709 美 元 ；乌 兰

察布市人均 GDP 为 54450.1 元，

人均 GDP 为 8439.9 美 元。 对照

钱纳里模型中人均 GDP 判定经济

发展的标准，呼包鄂三市处于钱

纳里模型中的经济稳定增长（后

工业化）阶段，乌兰察布市处于

工业化后期 ；呼包鄂乌区域人均

GDP 为 119834.9 元， 按 照 2021

年平均汇率计算，得出人均 GDP

为 18574.7 美元，处于钱纳里模

型中的经济稳定增长阶段。

（三）就业结构

配第·克拉克定理通过工业

化过程中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

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反映

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表

明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

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对照配

第·克拉克定理的标准对呼包鄂

乌地区 2020 年的就业结构进行

分析，如表得出 ：呼和浩特、包

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均处于

工业化中期，整个呼包鄂乌地区

处于工业化中期。

（四）人口城市化率

2021 年， 呼和 浩 特 市常住

人口 349.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78.5 万人，城市化率为 79.7% ；

包头市常住人口 271.8 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235.7万人，城市化率

为 86.7% ；鄂尔多斯市常住人口

216.8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69.31

万人， 城 市化 率为 78.08% ；乌

兰察布市常住人口 165.95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 100.91 万人，城市

化 率为 60.81% ；呼 包鄂 乌区域

常住 人口 1004.19 万人， 其中城

镇人口 784.42 万人，城市化率为

78.11% ；按照钱纳里等学者对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的划

分，得出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

多斯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乌兰察

布处于工业化后期，呼包鄂乌区

域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五）综合判断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呼包鄂

乌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根据

判定指标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

阶段也不尽相同，存在区域发展

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从产业结构

看，呼和浩特、包头处于后工业

化阶段，鄂尔多斯处于工业化后

期，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乌兰

察布处于工业化中期 ；从经济发

展水平看，呼包鄂三市处于后工

业化阶段，乌兰察布处于工业化

后期 ；从就业结构看，四市均处

于工业化中期 ；从空间结构看，

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处于

后工业化阶段，乌兰察布处于工

业化后期。

三、呼包鄂乌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破除区域行政壁垒，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国内外发达城市群的经验表

明，提升城市群综合竞争力，要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政府间

沟通协作，突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和缩小地区差异。一要建 立健

全政策体系，将政府作用和市场

作用有机结合，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到区域的协同发展规划和治理

表   2020 年呼包鄂乌地区就业结构

数据来源 ：根据各地 2021 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从业人员数（万人） 从业人员构成（%）

呼和浩特

包头

鄂尔多斯

乌兰察布 ( 城镇非私营单位 )

呼包鄂乌

总人数

162.3

130.8

115.75

15.34

424.19

二产

35.6

32.5

35.81

2.62

106.53

一产

13.62

14.31

18.25

0.46 

14.62 

二产

21.93

24.85

30.94

17.08 

25.11 

一产

22.1

18.72

21.12

0.07

62.01

三产

104.6

79.58

58.82

12.65

255.65

三产

64.45

60.84

50.81

82.46 

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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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相互衔接、补充、支撑

的规 划体系和政策框架，加强

政 策协同，统 筹区域 发 展，将

体制机制的优势实质性发挥。

二要明确功能定位，构建合理的

区域产业格局，要立足于各市现

有资源条件、发展基础和优势产

业，明确各自在构建区域现代产

业体系中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

以明确的产业分工为指引发展优

势产业，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和

同质性竞争。三要完善交通网络

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将区域性的“断头路”打

通，实现交通网络互联互通，继

续完善铁路、公路、区域快速公

交的通达性，实现 1 小时各市互

通。

（二）发挥各地比较优势，

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呼包鄂乌应立足本地要素禀

赋与比较优势，建立优势互补、

配套协调的产业分工体系。呼和

浩特市应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进一步强化其在自治区中心城市

地位，强化首府服务功能。包头

市应重点发展稀土新材料、装备

制造等产业，增强产业的辐射带

动作用。鄂尔多斯市要依托 煤

炭、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优势，

发展风光氢储车产业，建设成为

国家现代能源生产基地，并大力

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乌兰察布市要利用其区位

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并

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绿色化智能

化水平，提升地区经济实力。呼

包鄂乌区域应在自治区形成优势

充分发挥，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劲

增长极。

（三）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合力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

的驱动作用，是促进要素流动与

集聚，助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突

破，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的关键所在。一要围绕重点产

业和关键技术，加强呼包鄂乌龙

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科技创新主体，联合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创新体系，不断增强 R&D 投

入，整合城市群内创新资源，探

索建立区域协同创新体制改革

试验区，形成区域内人才自由流

动、创新要素合作的长效机制。

二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

育一批掌握行业“专精特新”技

术的龙头企业，引导和支持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深化产学研深

度融合，推进创新联合体发展壮

大。三要根据各自产业特点和优

势，积极打造平台，引才育才聚

才，培育和发展各类创新创业园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

孵化器、研发机构等平台，使得

区域性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促

使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依

托条件和能力不断增强，为区域

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合力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不仅是各类市场

主体反应最强烈、地区形象最直

观的体现，也是事关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因素。内蒙古的营商

环境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呼包

鄂乌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的手段强化

政府监督服务，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区域营商环境。

一要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堵点、

痛点、难点问题，以市场主体的

需求为导向落地各项政策措施，

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强化企业

的金融服务、降低市场主体获得

信贷的门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等。二要注重政策的系统集成，

打好改革的组合拳，用好用活国

家政策，合力优化营商环境，以

区域软实力的提升吸引高新技术

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户投

产。三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推动政

务服务联 通 互认，实现与企业

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

“异地通办”，提升企业和群众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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