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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业发展  提升内蒙古首府经济竞争力

单玉红

摘  要 ：交通运输业正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力

量。本文从提升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市核心竞争力出发，建议抓紧推进呼和浩特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完

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积极发展通道和枢纽经济，进一步深化行业改革，为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为带动引领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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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

（一）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起到有力支撑

 2017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 10% 左右 , 呼和浩特

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全市第

三产业比重为 15% 左右，交通基

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0% 左右。

（二）运输网络不断完善，

全社会运输量快速增长

 2017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公路完成货运量 19076 万吨、

货物周转量 371.7 亿吨公里 ；公

路客运量 435 万人、铁路客运周

转量 22.7 亿人亿公里。铁 路营

业 里程 328 公里、 公 路 通车 里

程 7743 公里、民用航空航线 172

条、通航城市 80 个、吞吐人次

1078.9 万人。

（三）行业快速发展，区域

物流中心功能不断完善

公路、铁路、民航形成立体

交通体系，形成四通八达、遍布

城乡的运输网络，加上区位优势

和产业基础，呼和浩特市物流业

快速发展。目前，共有各类物流

企 业 643 家， 具 备 仓 储、 配 送

功能的物流园区（配送中心）70

多 家， 涵 盖医 药、 快 递、 农 副

产品、家用电器、家具建材、电

子商务等各个行业。其中具有一

定规模的综合性物流园区 10 余

家、区域性配送分拨中心 50 多

家，拥有常 温 库、冷藏 库仓 储

面积 44 万平方米，合计仓储能

力 110.9 万吨。呼和浩特市成功

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

区，跨境电商及跨境物流项目集

聚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快件始

发国由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个

城市增至 14 个国家 27 个城市。

（四）行业转型升级不断深

入，交通运输竞争力持续加强

随着国家关于供给侧改革大

方针的不断推进，呼和浩特市交

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工作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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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化。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

过政府部门综合施政，行业不断

突破，实现了不断深化改革的良

好势态，甩挂运输、多式联运、

无车承 运人、网约车、共享 单

车、定制公交等新型经营模式不

断涌现。目前，呼和浩特市加入

环渤海湾甩挂运输联盟的物流企

业 2 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 4

家、平台在册车辆数 3410 余台、

网约车平台企业 9 家、在册网约

车数量达 10 万余台、自行刷卡的

公共自行车 10140 台、共享单车

入驻我市 3 家、在营车辆 10 万台

（分别是哈啰单车 7万台、膜拜

单车 1 万台、青桔单车 2 万台）。

在通过物流运输拉动经济增长的

同时，进一步优化了市内客运通

行环境，对吸引外部投资起到了

较为关键的作用。

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交通运输业发展优势及存在

问题

（一）发展优势

1. 呼和 浩 特 市区位优 势 突

出。呼和浩特市在依托“一带一

路”“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等

国家战略中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是中国面向蒙古、俄罗斯

开放的重要沿边开放中心城市。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明确将呼和浩特市列入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

2. 物 产 丰富 的 资 源 禀 赋。

呼和浩特市矿产种类 上，非金

属矿产占优势地位，石灰岩（大

理岩）、白云岩、饰面石材、高

岭土、石墨等为优势矿种。金属

矿产主要有金、铁、银、铅、锌

等。丰富的资源和产品，为发展

交通运输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交通网络日趋完善。在公

路 运输 方面，截至 2018 年底，

市域内国 家 高速 公 路 网 5 条，

共 350 公里 ；普通国道 5 条，共

计 609 公里 ；普通省道 7 条，共

380 公里 ；农 村公 路 共 计 6237

公里， 即县道 1636 公里、 乡道

1562 公里、专有公路 120 公里、

村道 2919 公里。全市公路总里

程达到 7742 公里，公路网密度

达到 44.95 公里 / 百平方公里。

4. 消费需求稳步上升。随着

民生工程实施力度加大、社会保

障措施加强以及国家惠农政策

的落实，呼和浩特市城乡居民的

纯收 入和购买力大幅度增强。

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0220 元，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14517 元，均增长 7.6％。2019 年

预期目标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6.5%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

增长 8%、8.5%。城乡居民日益

增加的消费需求，必然要求交通

运输业相应快速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1. 交通运输发展不协调、不

平衡。受当地经济基础薄弱制

约，缺乏资金投入的限制，呼和

浩特市南、北两翼武川县和清水

河县交通运输业发展相对比较缓

慢，东部城区和西部城区发展不

平衡，西部城区交通发展明显滞

后。

2.“平台”建设和交通信息

化系统建设存在短板。呼和浩特

市在促进“互联网 + 交通”融合

发展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

显，工业产品、冷链物流等方面

面临瓶颈制约，运输效率较低、

成本较高。

3. 现代化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构建尚且缓慢。与发达地区相

比，呼和浩特市交通基础设施

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有效投

资空间较大，存在投资不足的问

题，培育发展枢纽和通道经济等

新经济模式进展不快，交通运输

集散功能没有完全发挥。

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交通运输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政府部门综合施策，

促进区域发展全面协调

一是应当制定必要的导向性

交通运输政策。政府应从产业、

出行需求的角度采取积极的引导

政策，出台鼓励交通运输行业转

型升级的纲领性文件。可以制定

类似于五年规划的交通运输发展

规划，明确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

级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近期

目标要尽量详尽、具体地制定出

战略措施，长期目标要具有引导

性、超前性，循序渐进地发展物

流产业。在具备指导性综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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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政策的支撑下，加紧出台一

系列交通运输发展的倾斜性政

策，减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产

生的一些不必要的成本，鼓励大

型交通运输企业转型升级，大力

整顿行业小、散、乱现象，以点

及面，带动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

行业竞争力整体提升。二是要采

取有效手段平衡地区间发展不均

衡的现状，结合呼和浩特市推动

西部城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有

关政策，因地适宜地提供适应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良好投资环

境。三是要围绕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推

进农村公路建设。将农村地区交

通运输纳入到整体的交通规划

当中，加强乡镇地区的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衔接力度，

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农村公路建

设，不断缩小乡镇地区交通运输

水平与城区之间的差距。

（二）深化改革，推进“互

联网 + 交通”融合发展

呼和 浩 特市应 选 择、 扶 持

具备条件的交通运输企业向现

代化交通运输企业拓展转型，实

现“互联网 + 交通”模式的深入

推进。鼓励重点运输企业对分散

经营的中小道路运输企业进行整

合，特别是对那些拥有一定设备

和人员、有能力从事专业运输服

务的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使

其成为属下的子公司。加强挂靠

运输企业个体车辆的组织、控制

和管理，确保挂靠车辆日常业务

纳入重点企业整体经营和调度计

划。积极引进综合性互联网第三

方服务平台，结合电商经济、共

享经济等发展新模式，对呼和浩

特市交通运输资源进行整合，进

一步推进无车承运人、网约车、

共享单车、定制公交等新型经营

模式与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业的

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提升交通运输业的综合运输效

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三）构建立体综合交通体

系，全面提升交通枢纽功能

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 绿色、 经济” 的现代 综 合

交通运输体系，着力打造“市内

大循环、外围大辐射、区域大联

通”的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网

络，切实增强全国性综 合交 通

枢纽功能。进 一步放大呼和浩

特市作为呼包鄂榆城市群中心城

市的区位交通优势，紧密结合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西部大开

发战略以及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

规划，加强与京津冀、太原城市

群、关中城市群等规划的衔接，

提高呼和浩特市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在全国全区规划中的地位，打

造区域综合交通系统。须强化

枢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

等短板，巩固和放大呼包鄂榆区

域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定

位，积极申报自由贸易区、综合

保税物流园，引进和培育一批信

息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物流企

业，配合呼和浩特市新机场、高

铁、公路等建设，做好站点和综

合站场布局，强化各交通方式之

间的联网运输能力，建立无缝对

接的货物中转系统，形成沟通东

西、连接南北的物流枢纽，建设

西北地区重要的物流运输枢纽城

市。

（四）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有

效投资，助推经济稳定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

性的生产性服务业 , 交通基础设

施具有产业链长、带动作用强等

特点。一是推进在建项目的施工

进度，确保在建项目顺利实施，

争取早日建成，早日发挥效益。

二是积极谋划，力争新开工一批

重大项目，在依法合规前提下，

加快办理规划选址、用地预审、

行业审查等手续，发挥重大项目

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加快补齐短

板，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三是要

加大资金筹措和保障力度。根据

自身财力和交通建设规律有序推

进项目建 设， 规范 PPP 方 式 运

作，大力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当地交

通运输业发展速度。四是根据发

展实际，加大“放管服”改革的

力度。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深

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的精神，改革创新，优化审批流

程，进一步压缩交通基础设施领

域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为加快

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 ：呼和浩特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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