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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关注内蒙古边境人口新特征 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内蒙古发展要素外流破解机制研究》课题组

一、内蒙古边境地区人

口变化特征分析

（一）边境旗市区与人口基

本概况

从边境旗市区分布情况看，

内蒙古目前拥有 20 个边境旗市

区，分布在包头、呼伦贝尔、巴

彦淖尔、乌兰察布、兴安盟、锡

林郭勒、阿拉善四市三盟，其中

呼伦贝尔拥有边境旗市区最多，

为 6 个 ；锡林郭勒与阿拉善紧

随其后，分别为 5 个和 3 个。东

部地区边境旗市区最多，为 13

个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2 个

和 5 个。从人口数量看，边境旗

市区人口最多的 3 个盟市为呼伦

贝尔、兴安盟、锡林郭勒，全部

为自治区东部盟市，占边境旗市

区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 63%。

20 个边境旗市区中，20 万人以

上的人口大旗只有一个，为兴安

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10-20 万

人口的旗市有 4 个，分别为阿拉

善左旗、满洲里市、四子王旗、

乌拉特中旗，其余边境旗市区人

摘  要 ：人口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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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均在 10 万以下。

（二）边境地区总人口持续

减少，男性人口下降更明显

内蒙古边境地区总人口数

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1 世纪

初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后期出

现低速发展阶段，甚至出现人口

负增长现象。从人口总量看，

2020 年，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内蒙古 20 个边境旗市

区总人口数量超过 160 万，比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19 个边境

旗市区（扎赉诺尔区当时隶属满

洲里市）减少 20 万以上。从旗

市区情况看，对比六普和七普数

据，2010-2020 年， 内 蒙 古 20

个边境旗市区中仅有 4 个旗市人

口为增加，分别是额济纳旗、阿

拉善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二连

浩特市，每地增加人口平均不足

3000 人，其余边境旗市区人口

数量均为减少，人口数量减少在

万人以上的旗市区为 8 个，人口

数量减少最多的是四子王旗和阿

尔山市。从人口性别看，对比六

普和七普数据，10 年间内蒙古

20 个边境旗市区男性人口减少

比女性多近一倍，2020 年，边

境地区男女性别比约为 1.076，

仍高于全区比例 1.042。

（三）边境乡村人口大幅减

少，边境城镇人口微增

从城乡人口结构看，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20

年 内 蒙 古 20 个 边 境 旗 市 区 城

镇 人 口 超 过 108 万， 仅 比 2010

年 增 加 约 1.1 ％， 乡 村 人 口 则

明 显 大 幅 减 少，10 年 间 减 少

约 30％，边境旗市区平均城镇

化率提高了将近９个百分点，

已接近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7.48%。从旗市区情况看，对

比六普和七普数据，20 个边境

旗市区的城镇化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提升幅度最大的为四子

王旗、阿巴嘎旗、乌拉特中旗。

据七普数据，2020 年，20 个边

境旗市区中城镇化率最高的市区

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二连

浩特市，而城镇化率最低的地区

为科尔沁右翼前旗、四子王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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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境地区汉族人口下

降明显，东部少数民族比例更高

从人口的民族构成看，内

蒙古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比例超

过 30%，远高于全区少数民族

比例 21.62%，多民族集聚融合

的特征更加明显。七普数据显

示，2020 年内蒙古 20 个边境旗

市区汉族人口相比 2010 年减少

超过 20 万，下降约 16%，而少

数民族人口同期只减少了约 2 万

人，下降不足４%。从旗市区情

况看，七普统计显示，2020 年

内蒙古东部边境旗市区的少数民

族比例，远高于中西部边境旗市

区，中西部 7 个边境旗市区的少

数民族比例，均在 30% 以下，

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边境旗市区

则为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

旗、东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

旗，全部为东部旗市区。

（五）边境人口受教育水平

相对较低，但教育结构逐步优化

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看，七普

统计，2020 年内蒙古 20 个边境

旗市区大专以下人口比例最高，

占边境旗市区总人口比例超过

78%，本科学历人口比例最低，

仅占约 7%，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2010-2020 年，边境旗市区人口

教育结构逐步优化，高学历人口

比例有所提升，大专人口比例

由约 6% 提高到超过 9%，本科

人口比例由不足 3% 提高到超过

7%。从旗市区情况看，除阿拉

善盟外，其他盟市所属的边境旗

市区人口大专与本科学历人口比

例均在 20% 以下，而阿拉善盟

所属的阿左旗、阿右旗、额济纳

旗三地大专与本科学历人口比例

均超过 20％。

（六）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

快，部分边境旗市区老龄化程度

严峻

从各年龄段人口分布看，

2010-2020 年，内蒙古 20 个边境

旗市区 0-14 岁人口比例下降 0.7

个百分点，15-64 岁人口比例下

降 5.1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却上升 5.8 个百分点。总

体上看，边境旗市区青壮年人口

群体依然占据主体地位，但人口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不过仍

低于全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3.1% 的平均水平。从旗市区情

况看，据七普数据，2020 年人口

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边境旗市区

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

旗、扎赉诺尔区，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例均超过 15％，明显高

于全区平均水平。

二、内蒙古边境地区人口

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是削弱稳边固防的群众

力量。居住在边境沿线的群众，

是加强边境管理、戍边固防的有

力保障，但目前我区边境地区总

人口持续减少，其中青壮年人口

流失状况更加严峻，可能会对守

边固防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是削弱地区经济增长后

劲。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看，老龄人口占比呈持续上升趋

势，反映出边境地区人口红利呈

持续减少。由于人口数量下降，

老龄化压力进一步加大，将导致

劳动力供应不足，特别是对劳动

密集型行业产生一定影响。同

时，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人口

将不断扩大，医疗需求激增，将

推高政府社保支出，加重财政负

担。

三是制约社会事业更好发

展。伴随着人口及人才流失，边

境地区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

事业发展将受到一定制约，医疗

人才匮乏与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

求激增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成

为制约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核心

因素，同时也会造成教师队伍流

失严重，招录困难进一步加剧，

教师队伍老化等因素，无法满足

边境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四是导致乡村基层组织老

化和弱化。边境地区本身就存在

生源不足、教育投入偏低的问

题，为了维持基础教育，提高教

育资源利用率，某些地区不得不

实行合村并校，乡镇中小学撤

并，部分青少年被迫择校就读，

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年

轻人口外出求学和打工，从而导

致边境地区村委会、社区等基层

组织人力资源缺乏，难以满足治

边控边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

要。

三、促进边境地区人口

安全与发展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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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边境人口安全，

以科学手段管理人口

一是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内

蒙古边境人口安全问题，内蒙古

边境人口安全对戍边固防、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因此

加强边境人口管理十分必要，建

议联合公安、卫生健康、人才、

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设立边境

地区人口安全专门机构。二是加

强顶层设计，加快边境地区人口

安全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综合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

等各种因素，建立边境地区“人

口信息数据库”，对人口进行动

态监控，全面跟踪、掌握边境地

区人口数据，定期分析边境地区

人口变化状况及趋势，制定可行

的目标管理体系，整理出详实的

人口资料。三是建立边境地区人

口安全水平状况评估制度，科学

合理设计边境地区与人口安全相

关的指标体系，依照指标体系定

期对边境人口形势进行科学评估

分析，进一步完善边境人口安全

预警机制，及时发现人口安全隐

患，优化人口布局，推动边境地

区人口稳定增长。

（二）发挥特色产业优势，

以经济发展集聚人口

一是发挥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优势，推动“原字号”深度开

发，大幅提升农畜产品附加值，

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培育和

引进力度，大力发展以林下产

品、沙漠产品为代表的特色加工

产业，实现以产业聚人气。二是

充分发挥北方边境地区夏季凉爽

宜人、空气清新、辽阔壮丽的气

候环境优势，以温泉疗养、马术

培训、森林氧吧等休闲康养新业

态，吸引人口进行候鸟式和季节

性的迁徙、居住和消费。三是转

变思维，以发展眼光看待和解决

问题，积极发展冰雪产业，变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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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为宝，化雪成金，将边境地

区“冬季漫长寒冷”的劣势转化

为优势，让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

山，实现“靠寒吃寒”。四是充

分发挥内蒙古向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战略地位优势和在中俄蒙经

济走廊建设中的纽带作用，打造

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

带，积极推进面向俄罗斯和蒙古

地区的交通物流枢纽建设，持续

推动口岸产业加工基地建设，加

快延边实体经济发展和经贸往来。

（三）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以优厚政策吸引人口

一是通过高工资和福利留

住吸引人口，以按服务年限递进

提升艰边补贴等形式，持续提高

边境地区的工资福利待遇，扩大

边民补贴的发放范围，提高发放

标准，提升边民生活质量。对于

进驻边境区域的企业提供就业补

贴，以投融资、工商、税收等方

面的政策优惠，吸引人口和产业

聚集。二是多措并举加强人才招

聘与引进力度，在引进人才时重

点以德才兼备为准绳，注重人才

的个人发展与价值体现，使其能

留得住、用得好、形成归属感，

采用定向培养、协议服务、征信

约束等形式向边境地区输送亟需

的医疗、教育及其他特殊人才，

提高人才队伍稳定性。三是由

“鼓励生育”向“激励生育”转

变，加大边境地区生育补贴和税

收减免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多子

女家庭给予高中阶段学费减免、

区内大学降分录取等支持政策，

为边境地区育龄女性提供更加宽

松优厚的产假、二孩补贴、生育

保险制度，激发多孩生育意愿，

提高边境地区人口出生率。

（四）改善居住就业环境，

以良好氛围留住人口

一是完善边境地区农牧区

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社会公

共服务水平，尤其在教育、医

疗、文体方面加大对边境农牧区

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推动公共

服务“软硬兼施”，逐步实现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加

强沿边重点乡镇政策支持，推进

“美丽边境线”建设，围绕“创

新探索，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突出特色”，重点建设一批边境

特色新型小城镇，着力培育供给

侧边境小镇经济，与美丽乡村建

设形成有机衔接，在抵边一线集

中建设一批新村，使其成为边境

线上重要发展节点。三是支持农

牧民创业创新与农牧民工返乡创

业，推动乡村农牧业与服务业融

合发展，积极拓展休闲农牧业与

乡村旅游等业态的增收和就业渠

道，解决农牧民就近就地就业创

业难的问题。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以

长效机制稳定人口

一是从边境地区人口老龄

化问题的实际出发，加快推进边

境地区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提升

社会养老服务功能水平，确保政

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二是进一

步加大对养老院、福利院的资金

投入，改善老年人生活基础设

施，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增加

养老方面的医疗财政支出，针对

老年人会面临的突发性疾病，做

好应急措施。三是积极布局老龄

产业，加快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建

设，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

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加

快发展“银发产业”，积极推进

“智慧用老”，利用老年群体知

识、技能和经验丰富的优势，开

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

做到“老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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