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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

倡议。5 年多来，以政策沟通、

设 施联 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

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遵循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

倡议扎实推进，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

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中蒙俄经济走廊纵贯欧亚

大 陆，东联 亚太 经济圈，西 联

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一带一

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

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蒙俄三

国同属新兴经济体，地理毗邻，

互为好邻居、好伙伴，有着巨大

的合作发展空间，近年来在三方

的共同努力下，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6 年

三国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明确了发展愿景、

合作内容和实 施 机制 ；2018 年

三国签署《关于建立中蒙俄经济

走廊联合推进机制的谅解备忘

录》，进一步完善了三方合作工

作机制。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

实现国际通信陆缆连接，中俄、

中蒙边界互联互通项目取得积极

进展，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开工

建设 ；中国与蒙古国签订边贸本

币结算协定，与俄罗斯签署一般

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协定 ；在防

汛防洪、边境防火、森林资源保

护利用、野生物种保护、防沙治

沙等诸多领域，三方合作持续深

化。2018 年，中俄、中蒙进出口

贸易分别达 到 1066.5 亿美 元、

79.3 亿美元，是 2013 年的1.2 倍、

1.3 倍，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俄罗

斯和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

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

加平衡的方向演进 ；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在给

世界各国带来难得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不可回避的挑战 ；保护

主义、民粹主义阴影难消，经济

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 ；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组重

构，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

性显著上升。在这样的环境下，中

蒙俄三国要胸怀共同未来、把握

发展大势，合力构建适应未来发

展趋势和三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结

构、政策框架、制度体系，不断

挖掘和释放合作潜力，推动中蒙

俄经济走廊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共建创新发展的中蒙俄

经济走廊

创 新就是 生 产力， 是 推动

三国合作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加

强体制机制创新，在深化高层磋

商、完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建

立健全重大项目协同推进机制以

及相关的支持政策体系，逐步形

成涵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涉

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行业

协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化安排，

条件成熟时推进三国自贸协定建

设。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

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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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摘   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蒙俄三国要胸怀共同未来、把握发展大势，合力构建适应未来发展

趋势和三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制度体系，不断挖掘和释放合作潜力，共建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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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模式，协同推进科技交

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

作和技术转移，积极开展创新型人

才的交流培养。要加强智库创新合

作，更加注重提升研究的创新性、

协同性、开放性、整体性，围绕关

键领域和重点环节，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共建协调发展的中蒙俄

经济走廊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

的不平衡，中蒙俄经济走廊绵延

超过 1 万公里，沿线地区和中蒙

俄三国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样

突出。要深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中国人讲“要想富、先修

路”，三国交界地区是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的重要支撑，也往往是

发展水平有待提升的区域，有必要

在既有成果基础上，通过打通瓶

颈路、断头路和加密联络线、发

展多式联运等方式，形成高效便

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不断拉紧沿

线先进地区与边疆地区的经济联

系，把先进地区要素资源转化为

边疆地区特别是边境城市加快发

展的重要动力。要把经济走廊建

设与三国区域发展政策，比如，中

国的东北振兴战略、俄罗斯的远

东开发战略等，紧密结合起来，

共同谋划发展一批具有比较优

势、可以明显带动税收和就业增

长的产业和项目，以开放合作促转

型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和次

区域合作机制，引导更多的中蒙俄

三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建

设好呼伦贝尔中蒙俄合作先导区。

共建绿色发展的中蒙俄

经济走廊

当前， 全 球范围内生态 退

化、污染加剧、气候变暖 等问

题日趋严重，推进可持续发展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应有之意。要

加强绿色信息共享，依托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环保合作中心等

平台，及时通报和交流能源、环

境、生态等方面的监测数据，分

享绿色经济政策和法规等信息，

衔接环境保护标准。要发展绿色

投融资，推动建立中蒙俄经济走

廊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出台绿色

产业扶持政策，引导资金投向绿

色环保和低碳制造等产业。要

面向广大民众，合作开展一批生

态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

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公益或慈善活

动，为绿色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共建开放发展的中蒙俄

经济走廊

古往今来，人类 从闭塞走

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要深化中蒙俄

三国彼此间的开放，进一步提升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加快优化营商环境，以国际产能

和装备制造合作为抓手提升投资

合作水平，协同推进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发展，巩固提升边境和

跨境经济 合作区功能，拓展经

贸合作新空间，不断做大经贸合

作“蛋糕”。要“向东”深化与欧

盟合作，积极吸引欧盟企业参与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同时发挥

“16+1”、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机

制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推动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搭建展会、洽谈会等在内的各类

合作平台，促进中东欧地区成为

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欧盟的纽

带。要“向西”积极拓展与日本

和韩国的合作，以中国东北、俄

罗斯远东和蒙古国东部地区为重

点，谋划开展一批第三方和第四

方市场合作项目，逐步构建分工协

作、充满朝气的东北亚产业体系。

共建共享发展的中蒙俄

经济走廊

民心相通方能成其久远，建

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根本出发点

就是提升三方广大民众的福祉。

要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相

结合，注重发挥三方人文优势，

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跨境旅

游、生态环保等领域，进一步丰

富交流途径、提升交流水平，以

人文交流促进经贸合作、以经贸

合作深化人文交流。要采用互派

留学生、合作办学以及互办文化

年、艺术节、电影节等方式，增

进三方青年相互了解和友谊，为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行稳致远打下

良好基础。

( 作者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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