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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智仓

摘  要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因

素，其供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内蒙古区情特点及基础设施现状

决定了“十四五”期间要着重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力布局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性与适应性

的关系，城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关系，基础设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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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内蒙古基础设施供给

不足、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滞后、

运行效率不高，已经影响了内蒙

古内外部经济的良性循环，导致

内蒙古国民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

上升，成为制约内蒙古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突出短板。同时，由于基础设施

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布局一旦

形成，再进行调整就会造成人

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因

此，围绕服务国家和自治区重大

战略实施，抢抓国家推进“两新

一重”的机遇，提前谋划现代基

础设施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

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

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

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引导基础设施建设与

生产布局和要素集聚相呼应

从生产布局形成、演变过

程以及国土空间调整的实践来

看，基础设施的配置发挥着重要

的引导、推进和支撑作用。内蒙

古国土空间的特点决定了在配置

基础设施和衡量基础设施存量

“十四五”内蒙古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着力点

时，不能简单与其他地区比数

量、比密度，决定了基础设施布

局必须要打破“均衡化”思维模

式，要科学布局、合理规划，与

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安排相

一致，实施“倾斜式”布局。未

来，内蒙古要着力推动基础设施

要向资源、要素集中集聚的地区

配置，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要与未来生产力布局相适应，提

高基础设施配置效率。集中力

量，突出重点，加快实施一批重

点经济带（区）、城市群和区域

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

强沿黄生态经济带重大基础建

设，推进呼包鄂城市群“枢纽

型”“通道型”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呼包鄂 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

回廊，形成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

半小时经济圈，实现同城化。围

绕赤通经济带建设，推动基础设

施建设适当向赤通经济带倾斜，

助力培育蒙东地区增长极。对其

它地区，按通达性、便捷性的要

求，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不宜

强求全部交通“高铁化”。

二、增强基础设施建设

的战略和兼容功能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具 有 长 期

性，需要提前谋划，提高基础设

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但

过分超前就会造成资金压力过

大、基础设施产能闲置浪费，这

是需要内蒙古避免的。同时，基

础设施还具有先行性、基础性、

不可贸易性、整体不可分割性等

特点。考虑到内蒙古基础设施欠

账较多，供给的稀缺性较为突

出，从内蒙古中长期发展的需

求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

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因此，

“十四五”期间，推动内蒙古基

础设施建设要按照适度超前的原

则，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决策，

增强基础设施的战略支撑作用。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要突出

对外的连接性和全局性。考虑到

内蒙古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平台作

用、枢纽作用，以及内蒙古进一

步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需

要，内蒙古既要打通对外联系的

通道，又要畅通自治区东西部连

接。为此，内蒙古要构筑沟通沿

边、沿河、沿海，连接东西、服

务南北的对外基础设施网络。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要突出战

略性。现在城市功能不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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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大饼式发展，与缺乏对整体发

展战略的谋划有密切关系。在谋

划基础设施时，针对中长期发展

的需要，既要解决当下的矛盾，

更要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余地。

同时，基础设施要体现高标准。

适度超前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

也体现在标准质量的超前，就是

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避

免基础设施一建成就落后。因

此，推动内蒙古基础设施建设，

要高标准规划、高标准设计、高

标准施工组织、高标准管理。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要兼顾

包容性。基础设施归根结底要为

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发挥服务和

支撑作用。随着生活方式日益多

样化，对基础设施需求也更加多

元，需要基础设施在服务对象

上，从以经济发展单一支撑功

能，向全面支撑经济发展和居民

便捷生活等转变。因此，未来内

蒙古基础设施既要加强医疗、教

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也要推动公共服务设施的精细

化、便利化、智能化。

三、推动城市与乡村基础

设施相衔接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内

蒙古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相

对滞后，存在“灰色地带”“真

空地带”，这既是城乡发展不平

衡的基本表现，也是制约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要原因。改变如此现

状，就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

村牧区延伸，推动园区基础设施

向周边村镇延伸，推动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人畜饮水、供热

燃气等生活性基础设施向乡镇延

伸。

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

伸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农村牧

区基础设施布局。“十三五”期

间，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存在

“一刀切”和“撒胡椒面”逆向

建设现象，这种逆向建设使得部

分几近消亡的村庄得到固化，造

成了农村牧区基础设施的空置和

浪费。未来，农村牧区人口将进

一步向城镇转移、向中心村镇转

移，空心村的数量会进一步增

加，有的村庄会进一步收缩，这

种趋势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因

此，“十四五”期间农村牧区基

础设施建设，要打破按既有村庄

建设的格局，根据人口转移趋

势，向中心村镇集中布局、集中

建设，提升中心村镇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吸引和引

导周边农村牧区人口向中心村镇

集聚，改变村庄、人口分布零散

的局面，进一步集中集聚要素推

动乡村振兴。同时，解决农村牧

区基础设施配置效率问题。

四、促进传统和新型基础

设施协同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的特点，其建设

也是适应经济形态变化、促进产

业升级、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环

节。“十四五”期间，在补齐道

路、水利、能源通道以及油气管

网等领域的缺口同时，要适应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一方面，系统推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 5G 基础设施

布局，全面推动光网改造和移动

通信网升级，推动实现城市、县

城、乡镇、以及工业园区等行业

应用密集地区连续覆盖，进一步

推进窄带物联网、视联网建设。

推进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转

型，超前部署超大容量光传输系

统、高性能路由设备和智能管控

设备。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区块链等领域基础性业务开

放平台。大力发展绿色数据中

心，优化全区大数据发展布局，

集中力量和资源着力打造呼和浩

特、乌兰察布云数据中心，推动

集成深度学习、人机协同、跨域

集成等功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发展。围绕能源、农畜产品加

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煤化工

等产业，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发

展。

另一方面，推动新型基础

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跨界融合发

展。当前内蒙古传统基础设施的

存量已经为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相

结合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同

时新基建也正在成为改善传统基

建运行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

内蒙古要充分发挥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的优势，以电力、交

通、水利、市政设施、工业园区

等为载体，推进新基建与传统基

建融合发展，发展特高压、智慧

电网、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

慧市政、智慧医疗、智慧工厂

等。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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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势，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

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加快形成

适应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需要的

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要以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

新能源、制造业、新材料等基础

设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构建公

共服务平台和产业生态圈，推动

产业变革。

五、完善基础设施全生命

周期管理机制

基础设施建设是管长远、

基础性的工程，其全生命周期包

括立项审批、建设运营以及安全

风险防控，其中每个环节对基础

设施作用的发挥都会产生不同程

度影响。当前，基础设施过程中

普遍存在重立项、重投资，轻效

益、轻安全，重数量、轻质量现

象。在内蒙古化债压力较大、基

础设施效益不优的情况下，未来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从完善

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入

手，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投

资有效性，提升基础设施运行效

率，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性

和安全性。

（一）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立

项审批机制

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立项

的原则、标准，根据不同地区的

实际需求、经济密度、人口密度

以及基础建设效益，源头上加强

基础设施审批，避免各个地区都

建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

生基础设施浪费。

（二）完善基础设施投资运

营机制

受政府债务化解压力影响，

政府单一主体投资基础设施的模

式已难以持续。需要充分发挥自

治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引

导基金对不同功能区投资的引导

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对项目跟投

跟贷、联合投资。利用好国家扩

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机

遇，加大地方债对重点区域、重

点项目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

度。鼓励通过项目资产证券化等

多种形式，规范有序盘活基础设

施项目存量资产。通过 PPP、特

许经营等市场化的形式，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营市场化。

（三）完善基础设施安全性

评估机制

要强化底线思维，加强基

础设施风险管控、安全评估和安

全设施设备配套，提升基础设施

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等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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