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特稿 EXVLUSIVE北方经济

包胜利

2014 年 8 月，习近平主席对

蒙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蒙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22 年

11 月，蒙古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新时代推进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 ：“双方一致同意，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蒙将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朝

着共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

作共赢的两国命运共同体方向作

出努力，进一步打造国与国关系

典范”。 

近十年来，中蒙关系从“量

变到质变”的“提级”“飞跃”发

展进程和交往实践，为新时代推

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

建”“两国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诸

多深刻启示。

中蒙两国“外交政策”思

想、理念、原则的确定性、包

容性、契合性，为两国关系的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共

建”“两国命运共同体”奠定

了“价值理念”基础

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准确

把 握 国 际 国 内 大 势， 提 出 一 系

“共建”中蒙“两国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近十年来中蒙关系发展的启示

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

成 了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其 中，

“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 ”“ 共 商 共 建 共 享 ”“ 相 互 尊

重”“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等宗旨、原则、基础、理念、底

线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

和实践的根本遵循，同样适用于

指引新时代中蒙关系的健康发展。

作为我国的“周边国家”，蒙

古国是我国陆地接壤的 14 个邻国

之一，是山水相连、永远搬不走

的邻居。作为友好邻邦，中蒙关

系的发展既要服从于我国的外交

大局，又要依循特殊的邻里相处

之 道。2013 年 10 月 24 日， 习 近

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

提出了“坚持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这一理念及其具

体指导意见和原则，得到包括蒙

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高度认同

和热烈共鸣。

蒙古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

家转型 30 余年以来，尽管政党多

次轮替、政府频繁更迭，但其外

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构想整体上保

持了稳定性、连续性，中国始终

是蒙古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和优

先方向。其对华政策一直保持了

一如既往的明确。尤其是近十年

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蒙古国对华关系原则更加明确，

内涵更加丰富，可谓增量提质。

如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

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指出 ：“双

方 表 示， 将 在 1994 年《 中 蒙 友

好合作关系条约》和其他文件精

神指引下，本着相互尊重独立、

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使用武力，互不干涉内政，平

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相互尊重

各自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发展

和扩大友好合作”，“双方强调，

不从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

全、领土完整的活动，不签署任

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

完整的条约，不加入任何损害另

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同

盟、集团，不参与上述同盟、集

团任何针对对方的活动。不允许

任何第三国家、任何组织或团体

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另一方主

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

“双方再次重申，把基于稳定、

互利、相互尊重原则发展两国传

统友好关系作为本国对外政策首

要、战略方向之一”。2022 年的中

蒙《联合声明》中双方重申“把

发展中蒙友好合作关系作为本国

对外政策优先方向，坚持相互尊

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

尊重两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

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

利 益。 蒙 方 重 申 坚 定 奉 行 一 个

中国原则，支持中方在台湾、涉

港、涉疆、涉藏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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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尊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维护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

同捍卫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国 家 的 外 交 政 策 原 则、 思

想和价值理念和具体双边国家间

的外交工作思路、有关条约、联

合宣言、联合声明等，决定了国

家间外交工作的总基调和底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对

蒙外交工作的具体指示构成了中

方对蒙古的长期的、稳定的、明

确的外交政策、理念、原则等，

与蒙古国基于本国的制度和地缘

政治利益诉求和选择的发展道路

确定的对我外交思路、原则和理

念等，具有很多“交汇点”“共

识”，都把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互利互惠、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等作为中蒙

关系“邻里相处之道”的“价值

理 念 ” 基 础， 具 有 高 度 的 确 定

性、包容性和契合性，构成了中

蒙关系得以快速、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外交理念高度相容和契

合下，中蒙两国高层互访频

繁，为两国关系把舵定向，增

强了双方的战略互信 ；两国各

层级各领域构建了交流沟通机

制，为促进政策对接，落实各

项务实合作，为“共建”“两

国命运共同体”提供政治保障

和“体制机制”基础 

在中国众多的周边国家中，

中蒙两国的高层互访的频密度远

高 于 其 他 邻 国。 仅 2021 和 2022

年，中蒙两国领导人和外事官员

在双边、多边场合，会晤就达 8

次之多，侧面反映出中蒙关系在

新冠疫情仍在肆虐的时期，两国

关 系 出 现 了 逆 势 热 络 和 紧 密 程

度，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关系的政

治引领和战略互信。2022 年，中

蒙之间还实现了多轮次的立法机

构、政府、政党、国防、地方等各

部门、各层级间的对话交流，为落

实元首会晤成果，促进各领域的务

实合作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早在

年初的 2022 年 2 月，中蒙两国签

署了政府间的《联合声明》，2022

年年尾，蒙古国总统访华期间，两

国不仅发布了《联合声明》，还签

署了 16 项合作文件。一年内两国

两度签署有关友好合作和新时代推

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实为罕见。

在 中 蒙 两 国 相 向 而 行 的 外

交理念引领下，高频率的高层交

往和各层级各领域的沟通交流，

正在形成保障新时代中蒙关系健

康、 快 速、 稳 定 发 展 的“ 体 制

机 制 ” 基 础， 折 射 出 中 蒙“ 共

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互

信，中蒙关系正在成为全面、准

确落实习主席外交思想和“周边

外交理念”的典范。

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携

手推进两国现代化建设，造福

两国人民，为“共建”中蒙

“两国命运共同体”夯实“经

济贸易”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

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

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

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

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

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

得裨益和助力”，“要找到利益的

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

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

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

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

融 等 方 面 资 源， 利 用 好 比 较 优

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

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

域经济合作，要同有关国家共同

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

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

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

局”，“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

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

作”。

习主席有关周边外交工作的

重要论述，既对指导周边国家外

交工作具有普遍意义，更是对发

展中蒙关系、建设中蒙俄经济走

廊的明确、具体的批示。近十年

来的中蒙经贸合作就是习主席周

边外交理念的生动写照。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蒙古

注册的各类企业、公司有 7 千家

之多。蒙古国地大物博，矿产资

源丰富，作为内陆国家，其煤炭

等大宗商品主要出口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连续 18 年成为蒙古国最

大贸易伙伴国，1994 年中蒙双边

贸 易 额 为 1.2 亿 美 元，2021 年 为

100 多亿美元，增长了 80 多倍。

此外，为促进中蒙基础设施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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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中蒙有关部门正在加强各

类项目推进。蒙古国也在提升自

身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客 观 来 讲， 蒙 古 国 的 综 合

国力偏弱，其资源开发、经济发

展、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严重

依赖对外出口贸易，尤其是依赖

中方市场。2022 年中蒙联合声明

中虽然强调了“坚持市场原则和

商业规则”，但中国作为大国，

能够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搞我

赢你输，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

搭快车等主张和理念，无疑体现

了中方对周边国家的“道义”外

交。“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则”基础

上加持“道义外交”，使得中蒙经

贸关系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

基础上，始终隐含着“利他”思

想，以换取深化和拓宽中蒙各领

域务实合作，彼此成为“金不换”

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进一步夯实“共建”中蒙“两国

命运共同体”的“经济贸易”基

础。

中蒙两国应从历史地理的

“时·空”维度，挖掘民心相

通、休戚与共的历史人文价值

理念，助力构建“生态环境共

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人

文学术共同体”，为“共建”

中蒙“两国命运共同体”铸牢

“社会民意”基础

近十年来，中蒙两国的人文

交往在中蒙关系中是一大亮点。

2014 年 8 月，习主席访蒙期间，

中蒙两国签署了《中蒙关于推进

科技人员交流的协议》和《中蒙

关于共建中蒙生物高分子应用联

合实验室的谅解备忘录》。据我

驻蒙使馆资料显示，2015 年，中

蒙间人员往来 130 多万人次，其

中蒙古国来华公民上百万人次之

多，几乎占蒙古总人口的三分之

一。目前，蒙古国在华留学生总

数已经超过 1 万人，其中享受中

国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各类

各 级 奖 学 金 的 就 有 约 7000 人。

2017 年 5 月，中蒙签署了《中蒙

关于在蒙古国建立科技园区和创

新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中蒙关于互派青年科学家的

谅解备忘录》。2017 年，中蒙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蒙

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 2018-

2021 年 教 育 交 流 与 合 作 执 行 计

划》。2019 年中蒙建交 70 周年之

际，两国举行了各个领域的人文

交流活动，媒体评出了当年中蒙

交流的“十大新闻”。

新 冠 疫 情 爆 发 后， 中 蒙 两

国政府和人民守望相助，合作抗

疫，谱写了“羊来茶往”的友好

佳话，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提升了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好感

度，成为推动中蒙关系迅速升温

的良好契机。疫情三年间，虽然

人员往来暂时中断，两国之间的

货物运输仍在进行，给经济贸易

往来创造了绿色通道。

2022 年两国《联合声明》中

指出“双方将深化文化教育、科

学技术、观光旅游等领域交流合

作，大力开展人文交流特别是青

少年交流，鼓励教育、科学机构

之间推进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蒙方介绍了‘总统派遣 2100’留

学计划，中方愿积极研究并继续

推进两国互派留学生合作” “双方

积极评价彼此为应对气候变化、

防治荒漠化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一致同意加强两国生态环境、防

沙治沙领域合作。中方高度评价

并积极支持蒙方‘种植十亿棵树’

计划，同意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框架内绿色发展、应对气变工

作 同‘ 种 植 十 亿 棵 树 ’ 计 划 对

接，共同实施合作项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无论是科技合作、观

光旅游、文化交流、青年交往、

学术互访、教育交流，还是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等，

都有利改善共同的环境、增进彼

此的了解、增强相互的信任，润

物细无声般促进两国人民民心相

通，有利于共同培育“共建”中

蒙“两国命运共同体”的“社会

民意”基础。

小结

中蒙两国的外交理念、构想

引领外交工作实践，促进了两国

高层互访，建立政治互信和沟通

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推动

广泛领域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

的融合以及经济贸易和其他领域

的务实合作，进一步铸牢“共建”

中 蒙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价 值 理 念 基

础、体制机制基础、经济贸易基

础、社会民意基础。这些“基础”

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

“共建”中蒙“两国命运共同体”

可资借鉴的内在逻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

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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