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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如何从千头万绪的产业门

类中选择适合重点培育的产业链

条，是内蒙古产业链建设工作的

基础工程。按照符合战略定位、

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关联较强、

成长前景较好且工作中能推动、

易推动的选择标准，采用从技术

可能性到政策可行性再到经济合

理性的选择逻辑，并考虑突出重

点和有限目标要求，建议内蒙古

从以下三方面重点打造 16 条产

业链。

一、国家能源及战略资源

基地重点产业链

建设国家能源及战略资源

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家

战略和内蒙古优势，为内蒙古量

身定制确立的战略定位之一，是

内蒙古在新发展格局下融入国家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点方向，

自然应该成为内蒙古建设产业链

的努力方向和重点领域。但从比

较优势、市场潜力等方面看，应

重点突破以下 6 条产业链。

（一）煤炭及清洁火电产业链

我国一次能源资源禀赋呈

现富煤贫油少气特点，决定了煤

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绝对主体

地位。虽然“双碳”背景下清洁

能源替代会使煤炭消费规模及比

例、火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呈下

降趋势，但这一过程会十分艰巨

而漫长，且从我国煤炭资源赋存

和生产力布局看，内蒙古作为国

家重要煤炭供应基地的分工地位

短期内不会改变。为此，发挥好

煤炭及煤电的资源及产业基础优

势，为区外保供一定规模的煤炭

和清洁煤电，既是国家战略需

要，也是内蒙古发展之必需。在

这一背景下，内蒙古围绕煤矿建

设、煤炭生产、洗选和储运、电

厂建设、电力输配以及煤炭电力

交易等全产业链各环节，积极拓

展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及维

护、资源综合利用、配套服务等

产业链条，进一步巩固内蒙古煤

炭资源转化加工的燃料路线，并

带动配套产业发展，仍然面临重

大历史机遇和潜力空间。

（二）煤基化工产业链

由于煤化工相对于石油化

工具有技术工艺复杂、成本较

高、能耗及污染排放较大等问

题，目前煤化工发展面临着较为

严峻的产业政策制约。但鉴于我

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特

点，用相对富足廉价的煤基化工

替代部分石油化工保障原材料供

给，一直是重大国家战略。尤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下，我国更加强化能源

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煤基

化工替代部分石油化工更显急

迫，这为做大做强煤基化工产业

创造了历史机遇。内蒙古煤化工

产业主要问题是产业链条短、产

业层次低、初级产品多、资源环

境压力较大。鉴于化工产业具有

门类多、链条长、分工细，且越

往下游发展效益越高、资源消耗

和排放越少的特点，内蒙古煤化

工产业链需要坚持“全”“长”

并重原则。在把产业门类做全、

规模做大的同时，大力发展精细

化工、碳基功能材料、高分子材

料、先进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及产

品制造产业，并配套发展化工装

备、辅料、药剂、催化剂及节能

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把

产业链条做长做细，形成上下左

右衔接匹配的完整产业链条。

（三）有色金属产业链

从国家产业政策、布局导

向和内蒙古的产业基础及分工地

内蒙古产业链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摘  要 ：按照符合战略定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关联较强、成长前景较好且工作中能推动、易推

动的选择标准，采用从技术可能性到政策可行性再到经济合理性的选择逻辑，立足内蒙古建成国家能源

及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实施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培育壮大煤炭及清洁火电、

煤基化工、有色金属、稀土、马铃薯加工、乳品加工、风电光伏等 16 条产业链。

关键词 ：产业链  重点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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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看，冶金行业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有色金属领域，因为内蒙古本

身有色矿产资源相对丰富，又有

就近利用蒙古国资源的便利条

件，同时，内蒙古产业基础较好

且拥有充裕廉价电力供应的低成

本优势。为此，内蒙古应该坚持

“探采选冶加一体化”发展思路，

全产业链地发展铜、铅、锌、铝

等主要品种的电解冶炼及下游加

工制造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等行

业，以及供应链环节中的设备、

原料及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等，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四）氯碱化工产业链

氯碱化工是内蒙古另一个

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较好且

能够与煤基化工融合共生，又契

合国家石油替代战略的产业门

类。内蒙古现有氯碱化工主要产

品 PVC、PVA 等 已 经 形 成 了 较

强的区域分工优势，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在于生产工艺相对传

统、初级产品为主、受制于资源

环境压力等。但从技术进步趋势

看，目前传统电石生产工艺的清

洁化、节能化、无汞化改造技术

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等离子制乙

炔工艺试验也前景可期。在这一

背景下，内蒙古加快推进传统电

石行业清洁化、节能化、无汞化

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拓展下游

产品深加工产业链，配套发展耗

氯、耗碱、耗盐的副产品综合利

用产业，提升氯碱行业的质量效

益和区域竞争力，使乙炔化工产

业链成为内蒙古重要的特色优势

产业。

（五）氟硅化工产业链

氟硅化工属于化工产业中

的小门类行业，虽然产业规模不

大，但却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军工、电子信息等领域，市场价

值极高。尤其是对于内蒙古来

说，萤石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

源，内蒙古赋存量较大且大部分

为铁矿石和稀土矿的伴生副产资

源，发展氟化工产业既可推进内

蒙古钢铁和稀土行业副产萤石资

源的加工利用，又能利用铜铅锌

冶炼行业副产的硫酸产品，实现

化工和有色两个产业链条的有机

衔接。内蒙古硅石资源丰富，除

了发展多晶硅、单晶硅等无机硅

产业外，拓展硅化工及加工品的

有机硅路线，既可扩展内蒙古硅

资源开发路径，又可极大地提升

开发效益。同时，有机硅化工可

以与氟化工衔接耦合，衍生发展

多种精细化工产品，极大地丰富

和提升内蒙古化工产业链条水平。

（六）稀土产业链

内蒙古是世界稀土资源赋

存最多的地区和全球轻稀土的主

要供应地，但内蒙古稀土产业链

的低端低效开发特征十分明显。

虽然在稀土矿开发、冶炼、分离

等上游环节具有资源占有、产能

较大、技术领先、成本较低等分

工优势，在稀土钢开发、永磁材

料、储氢材料等下游应用环节也

有所发展，但总体上发展方式较

为粗放、应用领域仍然较窄、产

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条处于不完

整、低层次、效益低的境况。无

论从促进国家战略资源的保护性

开发和高效利用考虑，还是从内

蒙古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

求出发，做强做精做深稀土产业

链，都是内蒙古的长远战略和当

务之急。为此，内蒙古需要树立

稀土全产业链治理理念，从技术

研发、产业延伸、链主企业培

育、产品交易等多个层面出发，

促进内蒙古稀土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和提质增效，建成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战略资源基地。

二、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重点产业链

农牧业是内蒙古既具传统

优势、产业基础较好，又能服务

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产业，因

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必然成为内

蒙古产业链建设的重点领域。但

受制于农畜产品的自然特点，建

议在农业领域重点发展玉米、马

铃薯，畜牧业领域重点发展乳、

肉、毛绒等 5 条产业链。

（一）玉米加工产业链

内蒙古玉米产量占全区粮

食产量的 75% 和全国玉米产量

的 10%，对国家粮食安全和自

治区农业稳定均具有基础性保障

作用。内蒙古玉米加工已经具备

较好的发展基础，但仍然存在着

加工转化率低、产业链条较短、

产品结构初级化等问题。未来需

要在大力发展特种玉米、专用玉

米、青贮玉米和禽畜过腹转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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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重点支持玉米精深加工企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玉米加工企业

扩能改造和产品提质升级，推动

由淀粉、酒精等初级加工向酸、

糖、醇、胶、药精深加工升级，

开发氨基酸、生物制药、生物化

工等高附加值产品，并强化秸

秆、玉米芯等副产物综合利用，

打造玉米深加工全产业链。

（二）马铃薯加工产业链

内蒙古马铃薯播种面积、

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且马铃薯加

工也已取得长足进展。主粮化战

略使马铃薯在我国种植业结构调

整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为内蒙古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提供了历史

机遇。内蒙古应该以优质脱毒种

薯、淀粉型加工薯、薯条（片）

加工薯、菜用商品薯等专用薯为

重点，建设绿色化、标准化、规

模化种植带，并以提高加工转化

率为目标，以主食化、工业化、

鲜食化为方向，开发马铃薯精淀

粉、变性淀粉、主食产品、休闲

食品、健康营养食品等产品，打

造全国马铃薯精深加工集群中

心。同时，配套发展马铃薯脱毒

种薯选育等科技研发推广、生产

资料供应、仓储营销、地理品牌

宣介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内蒙

古马铃薯产业的质量效益。

（三）乳品加工产业链

乳品产业链是内蒙古做得

相对最为成功的农畜产品加工产

业链之一，不仅原料奶生产环节

的奶牛饲养规模、鲜奶产量位居

全国第一，而且在乳品加工环节

拥有伊利、蒙牛两大龙头企业和

品牌优势。但从整个产业链条的

协调匹配和均衡发展看，供应链

环节中目前两大乳品企业的加工

生产线设备、包装设备及材料基

本依赖国外进口，国内配套度极

低 ；原料生产环节存在奶源质量

不高、饲养模式滞后等问题 ；加

工环节存在高端乳制品开发不

够，市场影响力不如国外乳企品

牌等。为此，需要在继续巩固提

升原料奶生产和乳品加工制造环

节优势的基础上，强化乳品技术

创新、高端乳品开发、乳品装备

制造及包装材料等产业链环节的

补齐和完善，打造全国全球性竞

争优势。

（四）肉类加工产业链

肉类是内蒙古又一项具有

区域比较优势且又具有广阔成长

前景的产业门类，尤其牛羊肉不

仅产量全国第一位，而且区域品

牌知名度、美誉度很高。但目前

内蒙古牛羊肉加工产业相比乳品

加工业的发展却存在巨大差距，

尤其是并没有形成全国知名的企

业品牌，产业发展对于区域经济

的贡献与乳业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为此，内蒙古要坚持以牛羊

肉为主、猪禽肉为辅的方针，下

大力气培育和壮大肉类加工龙头

作为链主企业，引领肉类加工向

深加工和高端化方向发展，前向

带动养殖业提档升级，后向拉动

生产性服务业跟进配套，力争形

成又一条能够与乳业比肩的农畜

产品加工产业链。

（五）毛绒加工产业链

内蒙古曾经是毛绒加工产

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尤其是

羊绒加工产业曾经全国领先、世

界知名，但目前却出现了严重的

衰退问题。如毛纺企业基本全部

倒闭，羊绒的收储、分梳、纺线

等加工企业大部分转移到区外，

重振毛绒产业的昔日辉煌成为内

蒙古的当务之急。需要进一步加

大阿尔巴斯、阿拉善、罕山等绒

山羊地方品种保护繁育与品种改

良力度，在源头上把好原绒质量

关的同时，支持加工企业与国内

外纺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国

际驰名纺织企业广泛合作，加强

生产技术改造、工艺设计和产品

创新，研发制造高科技、高附加

值、高竞争力羊绒制品，支持龙

头企业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升

羊绒制品的国内国际竞争力和产

品附加值。

三、可以重点培育的新兴

产业链条

内蒙古“十四五”规划纲

要确定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通

用航空、大数据云计算等发展重

点。从产业链角度看，内蒙古装

备制造业主要优势在于矿山设

备、运输设备、化工设备等特色

领域，基本属于煤炭、电力、化

工、冶金等产业链的供应链环

节，可以放在能源及战略资源基

地相关产业链中一体谋划。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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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产业也主要依靠化工行业、金

属冶炼等产业链条的延伸耦合来

实现，也可作为化工、有色等产

业链的延伸环节一体谋划。为此

可以重点发展以下 5 条新兴产业

链。

（一）风电及光伏产业链

在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的背景下，国家推动能源结

构清洁化为内蒙古进一步发展风

光发电产业创造了历史机遇。目

前内蒙古风光发电产业链短链断

链问题突出，风电产业链主要集

中在风电厂环节，前端的风机装

备制造有所发展，但齿轮箱等核

心零部件企业为区内整机企业配

套率较低，轴承、控制系统需在

区外配套。光伏产业链只有上游

的多晶硅、单晶硅等原材料产业

和少量的中游硅片加工企业，为

光伏电池组件生产配套的光伏玻

璃、 电 池 片、EVA 胶 膜、 背 板

等产业全部空白。为此，内蒙古

需要在积极争取继续扩大风光发

电产业规模的同时，坚持全产业

链发展思路，大力补齐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链短板，力争将新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打造成为内蒙古

重要的优势特色产业。

（二）生物医药产业链条

内蒙古生物多样性丰富，

经过长期严酷的自然选择，这些

生物在基因及抗逆性等方面形成

了独特性状，具有极高的食用、

药用和保健用开发价值。目前内

蒙古生物医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

段，需要广泛引进消化和吸收现

代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

程等技术和项目，同时结合传统

医学的治疗方法和制药工艺，坚

持生物技术产品研制、规模化生

产和流通服务等全链条突破，形

成健全完善、优质高效的生物医

药产业链。

（三）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链

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包头、

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等地区建立

了一大批数据中心，服务器装机

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但前端数据

中心建设所需的服务器等关键设

备生产企业尚不配套，能够进行

底层系统和工具软件开发的企业

也几乎是空白，引进的数据存储

企业也多为基本存放和灾备。今

后要在继续巩固和强化数据中心

优势的同时，大力引进前端服务

器等装备制造企业，加速推进经

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信息化、

数字化进程，同时要通过实施

“东数西算”工程加大引进区外

企业大型互联网企业力度，并带

动中游的软件开发、系统运维及

下游大数据开发等企业向内蒙古

集聚，建立完整匹配的数字经济

产业链条。

（四）氢能产业链

内蒙古发展氢能产业具有

独特竞争优势，如在制氢环节中

应用化工副产品制氢不仅具有技

术和成本优势，而且可以与化工

产业链实现耦合发展，应用风电

光电等绿色能源发展电解水制

氢，可以实现氢能产业与绿色能

源产业共生互促。内蒙古作为矿

产资源开发大区，在氢能应用环

节中发展氢原料电池、氢能源汽

车等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为此有必要在氢能产业尚处于路

径探索、规模扩张、市场培育、

先期布点阶段，加快项目引进，

尤其在化工副产品制氢、绿色能

源电解水制氢、氢原料电池、氢

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核心竞争优

势，力争在全国氢能产业分工和

布局中抢占先手棋。

（五）石墨新材料产业链

随着石墨烯研发和应用技

术的不断进步，石墨成为晶体

管、触摸屏、超轻防弹衣、超薄

超轻型飞机材料、锂电池等高新

技术领域的材料新宠。目前我国

传统石墨产品处于产能过剩状

态，国家对石墨项目的工艺技术

标准、准入规模、能耗、水耗等

都有严格限制，但石墨烯产业是

国家大力支持且正处于扩量布点

的初始阶段。内蒙古石墨资源多

为大鳞片石墨，发展石墨深加工

产业的资源和配套条件较好。在

坚持石墨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同

时，要积极实施高纯石墨、膨化

石墨、球形石墨和高纯鳞片石墨

等深加工项目，尤其要紧跟石墨

烯技术进步及产业化趋势，引进

石墨烯生产项目，建成石墨烯应

用研发和生产基地。

（课题组成员 ：内蒙古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  司咏梅、赵云平 ；内蒙古

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蕴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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