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抓产业链建设必须立足于内

蒙古现有的产业基础，应该说通

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建设和发

展，内蒙古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从产业链的视角进行分析，

内 蒙 古 产 业 链 建 设 到 底 达 到 了

什么样的水平，需要做出客观评

价，才能做到政策制定有的放矢。

一、内蒙古产业链的发展

历程及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牢牢把握国

家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一系

列政策机遇，抓住我国工业化、

城 镇 化 加 速 带 来 能 源 重 化 工 产

品需求扩张的市场机遇，强力实

施资源转化战略，自治区产业发

展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

面不断提升，对提升地区综合经

济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

近年来，自治区把产业链建设作

为优化产业结构和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初步形成了一

系列特色优势产业链条，产业发

展的链条化、集群化水平不断提

高，成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的产业

和区域增长极。

（一）一些特色优势产业链已

现雏形，资源就地转化质效明显

提升

内 蒙 古 是 煤 炭 大 区， 也 是

“中国稀土之乡”，立足煤炭、稀

土等优势资源转化，不断推进资

源型、能源型产业向高端精深加

工方向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持续加快，煤炭产业链不断

延 伸， 煤 - 电 - 化、 煤 - 电 - 冶

等优势产业链初具规模，基础化

工—精细化工、探采选冶加一体

化等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建成了

一 批 煤 制 油、 煤 制 气、 煤 制 烯

烃、 煤 制 甲 醇 等 现 代 煤 化 工 项

目，乌海市精细化工产品已达 70

余种，全区煤炭就地转化率达到

39.8%，煤电、煤化一体化比重达

到 90% 以上，煤电铝一体化比重

达到 65%。围绕北方稀土等龙头

企业向下游延伸，形成了稀土采

选—冶炼分离—功能材料—终端

应用配套的产业链，稀土永磁、

储氢、抛光等新材料产值位居全

国前列，稀土原材料就地转化率

达到 75%，稀土功能材料及终端

应用产品占比达到 53.6%。

（二）一些新兴项目起爆点开

始布局，新兴产业拓点成链势头

良好

根 据 产 业 向 下 游 延 伸 的 需

要， 推 动 风 电、 光 伏 就 地 消 纳

与氢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布局建设了一批风电制氢、

氢燃料电池等项目。全区首座加

氢站在乌海市投入使用，乌海氢

基熔融还原铁项目已进入调试阶

段， 风 - 光 - 氢 - 储 一 体 化 发

展的势头良好。数字经济加快发

展，数据中心装机能力突破 120

万台，“青城之光”高性能计算公

共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应用 5G 技

术推进了智慧矿山建设。特色装

备制造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

竞争力，包头市规模以上装备制

造企业达到 97 户，形成了重卡和

零部件装备、风光电装备、煤炭

石油综采装备、工程机械装备等

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布局发展新

材料项目，加大稀土新材料开发

力度，稀土永磁、储氢、抛光等

新材料产值位居全国前列。

（三）重点产业链呈现集聚发

展态势，区域经济带动效应初步

显现

充分发挥黄金奶源带资源禀

赋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形

成了以嫩江、西辽河、黄河三大

流域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两大

草原为主的五大乳业优势区域，

构建了以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内蒙古推进产业链建设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把产业链建设作为优化产业结构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初步形成了煤 - 电 - 化、煤 - 电 - 冶、乳业等一系列特色优势产业链条，产业发展的链条化、集群化

水平不断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同时也存在着各产业门类的链条化发展程度不够

均衡、产业链条较短、产业层次较低、协作配套能力弱、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产业

链建设过程中不断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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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等十大乳业

集群为引领的种养加一体化产业

格局，伊利、蒙牛跃居全球乳业

第 5 位 和 第 8 位， 伊 利、 蒙 牛、

圣 牧 高 科 成 为 中 国 奶 业 20 强 企

业，产业集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从铝及铝后加工产业看，立足煤

电产业基础，推动包头市、通辽

市、鄂尔多斯市形成了三大煤电

铝一体化产业集群，包头市以包

头铝业生态园区、稀土高新区希

望园区为重点，形成了 263 万吨

电解铝产能 ；通辽市以霍扎园区

为重点，形成 269 万吨电解铝产

能 ；鄂尔多斯市以达拉特旗工业

园区为重点，形成 49.7 万吨电解

铝产能。乌海及周边地区煤焦化

工、氯碱化工、铁合金等行业集

中集聚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成为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区域。

二、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

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对标产业链现代化的目标要

求，按照供应链、生产加工链、

市场营销链等全产业链的视角进

行考量，内蒙古产业链发展水平

仍然很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一）各产业门类的链条化发

展程度不够均衡，短链、断链、

缺链现象普遍存在

产 业 延 伸 升 级 不 足、 产 业

链较短的问题表现较为突出，煤

炭、冶金、稀土等资源型产业仍

处于产业链前端。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挖煤卖煤、挖土卖土”

的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破解，其根

源也在于内蒙古产业链条仍然较

短。从现代煤化工产业链看，内

蒙古是国家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

产示范基地，但主要生产甲醇、

烯烃、乙二醇等上游大宗基础化

工产品，下游深加工发展明显不

足，就地转化率低，煤制烯烃就

地转化不足 1%，煤制乙二醇转化

率近乎为零。从稀土产业链看，主

要集中于产业链中上游的采选、冶

炼、分离等环节，下游应用产业产

值占比仅为 5.6%，且稀土应用的

原创性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

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虽然内蒙

古稀土资源优势突出，但由于关键

技术受制于人，资源优势尚未转化

为产业优势。从马铃薯产业链看，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直接以马

铃薯为原料加工的各类食品有 300

多种，制成淀粉、各种类型的变

性淀粉及淀粉深加工产品更达上

千种 ；内蒙古马铃薯加工主要以

淀粉、全粉、粉条等低端产品为

主，加工转化率仅为 25%，与北

美和欧盟 60%-70% 的加工转化率

存在较大差距。

目 前， 新 能 源、 大 数 据 等

新兴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

规模，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断链、缺链的问题也很突

出。例如大数据产业，目前全区

服务器总装机能力已突破 120 万

台，综合装机率达到 60% 以上，

但与开发应用明显不足，与下游

产业缺乏紧密联系，产业发展水

平与硬件建设规模很不匹配。再

如新能源产业，内蒙古风电、光

伏装机规模居全国首位，但前端

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后端运行维

护检修等完整的产业链还没有形

成，目前也仅限于发电、卖电环

节，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效应还没

有得到充分显现。

（二）既有产业链基本位于微

笑曲线低端环节，发展低质低效

问题仍然明显

资源型产业链虽然已经形成

了一定规模，但主要是从资源端

向后加工，因此大部分资源型产

业还停留在微笑曲线低端低效的

生产加工环节，产品以原材料和

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精深加工不

够，转化增值水平较低。例如，

电解铝及铝后加工是内蒙古的优

势产业之一，2020 年，电解铝产

能达到 610 万吨，但产品主要是

铝锭、铝棒、铝板带、铝粉等初

级加工产品，产品附加值相对较

低， 近 50% 的 电 解 铝 都 运 往 区

外进行精深加工，高端航空级铝

厚板、汽车车身用铝板带等高端

产品还是空白。再如生物医药产

业，原料药产值占总产值 57％，

小品种特色原料药品种少、产量

低，中药材精深加工不足，饮片

生产企业占全部中（蒙）药生产

企业的 63％。再如牛肉加工产业， 

90% 以 上 犊 牛 通 过 交 易 市 场 发

往全国各地，肉牛加工量占比很

低，且以中低端简单分割产品为

主，缺少精细分割、精细包装的

高端产品，产业链增值收益不高。

（三）产业分工方面上下一般

粗、左右一般齐，低水平同质化

竞争广泛存在

产业分工布局本质上是企业

市场化的选址行为，不同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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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适合在哪些地区布局具有其

特定规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各 盟 市 立 足 于 自 身 资 源 优 势 和

产业基础，布局发展了能源、化

工、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虽然

在整体上有链条，但地理上不集

聚，就产生了产业分工上下一般

粗、左右一般齐的问题，盟市之

间、同一盟市不同旗县区之间、

各工业园区之间普遍存在着产业

同质化竞争问题。大部分工业园

区以煤化工、冶金、建材、农畜

产品加工等资源密集型、能源密

集 型 产 业 为 主 导 产 业， 错 位 发

展、集约发展的优势没有充分发

挥，盟市级以上园区 50% 的首位

产业相同或相近，园区内部产业

关联配套差，上下游协作、耦合

共生效应不明显，影响了产业链

水平的提升。这一问题比较突出

的是乌海及周边地区，7 个工业园

区主导产业几乎都集中在煤焦化

工、氯碱化工、铁合金等行业，

由于产业雷同且基础设施、产业

布局分散，产业链条上、中、下

游配套等优势互补不充分，没有

形成良好的经济梯度，产品初级

化、低端化特征明显。

（四）产业集中集聚集约化发

展程度仍然不足，协作配套程度低

由于上中下游产业紧密协作、

相对稳固的发展格局尚未形成，产

业链上中下游之间协作配套率、

产品销售的本地化率、物料及配

套的本地化率都比较低。从新能

源 产 业 链 看， 风 机 制 造 主 要 停

留在生产重量和尺寸大的叶片和

塔筒等部件，且区内配套率仅为

35%，光伏发电装备主要集中在

上游的单晶硅、多晶硅环节，轮

毂、轴承、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

件和太阳能电池片、逆变器等产

品基本为空白。煤化工项目所需

技术、设备、催化剂基本靠区外

供应，煤浆泵、循环泵、造粒机

等关键核心设备依赖进口，煤制

烯烃核心工艺包 80% 需要进口。

包头作为全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装备制造业本地零部件协作配套

率不足 20%，包钢集团本地销售

占比仅为 20%，北奔集团 504 家

供应链企业中只有 51 家是本地企

业，军工企业本地采购比例不足

10%。乳产业链和肉牛产业链也

存在类似情况，种牛区内冻精自

主供给率为 20%，苜蓿干草区内

市场需求供给率为 40%，不足部

分长期需要进口。

（五）龙头骨干企业带动能力

弱，大中小企业高度配套的发展

格局尚未形成

产业的竞争力最终还是体现

为企业的竞争力。总体来看，内

蒙古企业的竞争力仍然较弱，缺

乏有控制力的龙头企业，与国内

同行业领军企业相比，在企业规

模、创新能力、协作配套能力等

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小企

业的带动能力较弱。例如，全区

最大的风机整机生产企业内蒙古

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0 年生

产整机 530 台，仅为国内最大企

业金风科技年产量的 1/7，只占全

国整机产量 3.5%, 全区最大的叶片

生产企业年产量仅占全国的 6%。

再如，全区 58 户规模以上医药企

业，多数企业产值 1-2 亿元，产

值超过 10 亿元的只有 5 家。2020

年全区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营

业收入 179.8 亿元，同期云南白药

营业收入已达 190.38 亿元，超过

内蒙古全部规模以上医药企业的

总和，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

链集聚区尚未形成。还比如，肉

羊产业自治区级以上龙头企业 91

家，但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的企业

仅 1 家，仍处于小、散、弱的低

层次发展阶段，竞争能力和带动

能力不强。

（六）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程

度不高，科技支撑能力仍然较弱

技术可能性是产业生成的基

础，生产工艺和产品创新技术的不

断叠代又是产业层次跃升的前提，

因而科技创新能力在产业链现代

化过程具有龙头和牵引作用。与

发达地区相比，内蒙古产业链的

差距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方面，

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指标在全国

均处于第三梯队靠后位次，创新

投入水平长期较低、企业创新动

力不足、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衔

接不够紧密等问题依然突出，科

技创新能力弱仍然是制约内蒙古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突出瓶

颈。由于缺创新、缺技术，生产

的很多产品还是低端产品、中间

产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

发活动的仅占 10% 左右，百强民

营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没有研发投

入，这也是内蒙古长期处于产业

链中低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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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