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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进出口贸易分析及政策建议

祁 婧 

一、内蒙古进出口运行

的主要特征

（一）全区进出口实现较快

增长，盟市间分化明显

2018 年，内蒙古进出口总值

1034.4 亿元，首次突破 1000 亿

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增长 9.9%。

其 中， 进 口 655.7 亿 元， 增 长

7.5%， 出 口 378.7 亿 元， 增 长

14.4%。2019 年第一季度，全区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1.3%，但

盟市间分化明显，其中巴彦淖尔

市等 5 个盟市增幅达到 2 位数以

上 ；呼伦贝尔市等 6 个盟市进出

口呈现下降态势。

（二）贸易结构趋于多元

化，一般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2019 年第一 季度 我区一般

贸易进出口额完成 160.73 亿元，

同比增长 16.2%，占进出口总额

的 61.3%。 边 境 小 额 贸 易 进 出

口额完成 67.77 亿元，同比增长

1.6%，占进出口总额的 25.86%。

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完成 8.43 亿

元，同比下降 28.8%，占进出口

总额的 3.2%。

（三）民营企业巩固第一大

进出口经营主体地位

2018 年内蒙古民营企业进出

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 72.4%，是

全区外贸的绝对主力。2019 年第

一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

增 12.9%，国有企业进出口额同

比增长 12.5%，成为拉动外贸增

长的主力军 ；外资企业进出口额

同比下降 1.3%，外贸活力有待进

一步激发。

（四）与“一带一路”部分

摘  要 ：2018 年以来，内蒙古进出口贸易呈现了增速总体平稳，结构趋于多元化并持续改善等特征。2019

年，政策红利密集释放，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等因素为内蒙古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但外贸环境更

加严峻复杂，外贸结构性问题突出等挑战制约着外贸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为努力保持内蒙古进出口平稳发展、质

量提升，下一步应积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着重在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推进外贸主体培育、加快外贸结构调

整、加快贸易模式融合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加大推动力度。

关键词 ：进出口贸易 形势分析 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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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较快

2018 年，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贸易额实现 699.3 亿元，

占全区贸易总额的 67.6%。具体

到国别，蒙古和俄罗斯为最主

要贸易 伙伴， 其中， 对 蒙贸易

额 达 到 32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1%，占贸易总额的 31.7 个百

分点 ；与 俄 罗 斯 贸 易 额 197 亿

元， 同比下 降 4.2%， 占贸易总

额的 19%。其余主要贸易伙伴国

中，与澳大利亚、越南、美国、

日本、德国、荷兰贸易额增速均

在 2 位数以上，国际市场更加多

元化。

（五）主要进出口商品涨势

良好，出口商品结构改善

2018 年，内蒙古进出口商品

结构相对稳定，其中钢材、机电

产品、有机化学品及农产品为主

要出口品种，合计占同期全区出

口总值的 71.4% ；煤炭、锯材、铜

矿砂及铁矿砂等大宗资源型商品

为主要进口品种，四者合计占同

期进口总值65.3%。机电、高新技

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28.9%，

高于全区增速 19 个百分点，反映

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

二、内蒙古进出口贸易

形势分析

（一）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外贸发展环境更加有利

2018 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

了《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

易平衡发展的意见》《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

(2018 年版 )》等政策，提出要大

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条件，大力培育进口

促进平台，优化进口通关流程等

系列举措，营商环境评价机制也

将在 22 个城市先行开展。在稳

增长、调结 构 方面，2018 年国

家提出将进口和出口整体通关时

间压减 1/3 并降低通关费用，扩

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推动加

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这些

措施将进一步激发进出口企业的

积极性。2018 年 11 月，我国在

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为全球贸易发展搭建公共平

台。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

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 ；要扩大进出口贸易，

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

环节制度性成本。内蒙古依托国

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推

进外商投资企业“一口受理”、营

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加

快“三互”大通关改革等方面持

续发力，扩大全方位开放，为自

治区外贸的健康稳定发展营造了

有利的环境。

（二）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激发贸易新活力

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

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俄罗斯电商零售额占其零售

总额的 1.9%，低于全 球平均水

平 4.6 个百分点，跨境电商发展

空间广阔，俄罗斯电商企业协会

（AITC）的数据显示，到 2020 年

俄罗斯消费者在电商上的消费将

会达到 400—500 亿美元。目前

中俄电子商务贸易额占俄罗斯跨

境电子商务市场销售额的 90%，

跨境电子商务将成为俄罗斯和中

国商业合作的新增长因素。顺应

新机遇，内蒙古把跨境电商作为

促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积极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探索形成的成熟经验做

法。2018 年 7 月，呼和浩特市入

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旨

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

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的

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

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扎实推进，夯实了贸易增长的基础

由于中蒙俄三方在产品和产

业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初步

实现了产能北上，资源南下的良

好局面。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互

利合作的拓宽，资源性商品进口

仍将继续增加，为自治区开展资

源性商品落地加工提 供良好条

件。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从最

初的能源、原材料、林业等逐步

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领

域、装备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以中俄 农 业合作为例，一 些谷

物、粮食和油料作物对华出口壁

垒已经取消，其中包括小麦、燕

麦、荞麦、亚麻籽和葵花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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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合作发展显著。

（ 四 ）“ 中 欧 班 列 ” 助 力

“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贸

易速度

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营为中

欧之间的物流提供了一条便捷的

陆路通道，弥补了海运时间长和

空运费用高的不足，已成为拉动

我国与欧洲各国经济共同提升的

重要方式。2018 年，全区开行中

欧（中亚）班列 216 列，同比增

长 1.4 倍 ；发 运标 箱 17464 箱，

同比 增长 1.2 倍， 货值 45326 万

美 元。经满洲里铁 路口岸进出

境“中欧”班列运营潜力持续释

放，目前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的中

欧班列主要集货地包括苏州、天

津、武汉、长沙、广州、营口、

大连、沈阳等 60 个城市，涵盖

西南、华南、华东、东北等多个

地区，形成全方位辐射互联全中

国的高效物流通道。出境班列到

达欧洲 11 个国家的 28 座城市，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

通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随着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响应和欧亚物流大通道沿

线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越来越

多的欧洲货物搭载着班列来到中

国。目前经满洲里口岸入境的回

程班列已经达到 13 条，班列运

营溢出效益不断凸显。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长期存在的内

在结构性问题，积极应对对外贸

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政治形势错综

复杂，增加了贸易增长的不确定

性。目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

护主义势力抬头，地缘政治风险

此起彼伏。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

摩擦对内蒙古豆粕、苜蓿草和乳

制品等农畜产品、铅及铅制品、

铝板带和铝箔、钢材及聚丙烃、

甲醇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同

时，中美贸易摩擦对全区部分行

业产生间接冲击，如，内蒙古光

伏行业由于缺乏完善的产业集群

和供应链优势将遭受一定冲击 ；

由于美国对机电设备等工业制品

征税将导致钢材市场间接需求受

到波及，我区钢铁企业转型升级

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二是 结 构 性问题突出， 制

约贸易的长期增长。外贸主体竞

争力偏弱。内蒙古外贸企业规模

普遍偏小，布局分散，担保资源

有限，信用等级偏低，融资成本

高，抗风险能力较差。本土的进

口自营企业稀缺，缺乏经验与市

场资源。贸易结构不合理。内蒙

古加工贸易发展缓慢，与区内相

关产业关联度差，承接加工贸易

产业转移优势不足，对产业结构

升级、财政增加、扩大就业等带

动作用较弱。对外贸易市场结构

较为单一。内蒙古主要贸易伙伴

集中于俄蒙两国，单边国家贸易

集中度过高，进出口商品结构固

化，不利于外贸长期健康发展。

三、政策建议

（一）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要扩大全方位开

放，着力引进资本、技术、人才

等高端要素，积极推动优势企业

和特色产品“走出去”。

按照自治区的要求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一是要充分发挥联通

俄罗斯、蒙古国方面具有的独特

区位优势，有效对接蒙古国“草

原 之 路”和俄 罗斯“欧 亚 经济

联盟”倡议，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内蒙古

与俄罗斯、蒙古国的产业合作。

围绕农牧 业合作、能矿和制造

业合作、物流合作、跨境旅游合

作、生态合作、金融合作等重点

领域，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

产业协同发展，提升贸易合作水

平。如，根据我国对美国部分农

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形成的市场空

间，及我国对大豆产需缺口较大

的实际和内蒙古与俄罗斯深化农

业合作的有利条件，积极研究推

动拓展对俄大豆进口业务，鼓励

境外农业种植企业逐步扩大在俄

大豆种植面积和回运规模，不断

提升对俄农业合作层次和规模。

二是要围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强

内蒙古与中亚、西亚、东南亚、

东欧等地区贸易联系，加强与韩

国、欧盟、日本等比较发达的地

区的经济合作。如，进一步挖掘

与中亚五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产业

内贸易潜力，加强产业链分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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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加强中东欧国家在高端产业

间加强合作，在装备制造业、医

疗设备、机械及运输设备等领域

开展产能合作。积极与有关国家

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

经济合作区等，促进产业集群发

展。

（二）推进外贸主体培育，

增强外贸的内生动力

一是积极培育跨国公司。立

足于内蒙古产业发展的基础条

件，顺应产业升级的趋势与需

求，鼓励有实力的公司延长产业

链，开展跨国并购，获取优质品

牌、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提高

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有实力的

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资源能

源开发和加工生产。创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支持有创新能力的外

向型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

二是 鼓 励中小 外贸企 业 发

展。提高外贸公共服务水平，鼓

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和与

大企业协作配套发展的道路。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

的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力度，降低

放贷门槛和融资成本。

三是打造外贸品牌。辅导企

业紧贴国际市场新需求，加强

研发创新，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

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核心竞争

力，打造外贸竞争新“卖点”。加

快推进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推动

有条件企业建立品牌推广中心、

售后服务网点和备件基地等，推

介拥有核心技术的品牌产品。

（三）加快外贸结构调整，

实现外贸转型升级

一是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

快运用现代技术改造内蒙古化

工、冶金（铁 合金）、建 材、装

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

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质量

与附加值，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

端 迈 进。加大 对产业链中的关

键领域、薄弱环节、共性问题和

高端产品进行技术改造的支持力

度，支持企业、行业组织参与国

际标准制订，大力推动内蒙古产

品标准国际化，构建产业链竞争

新优势。

二是 鼓 励战略 性 新兴产业

开拓国际市场。强化 双 边高技

术领域经贸合作机制，推动生物

制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关行业组织、地方、基地和企业

间的合作。如，积极加强与俄蒙

在环保方面的合作，鼓励中方企

业成立专业的尾矿充填处理、矿

山废弃物和废水处理、通风及除

尘设备等矿山环保节能企业，以

及为煤电企业提供脱硫环保、洁

净燃煤发电等清洁环保技术支持

的公司。

三是 促 进加工贸易创新发

展。围绕欧洲、蒙古国、俄罗斯

等国市场需求，积极承接环渤

海经济圈、京津冀、沿海等发达

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外向型

优势制造业，推广“境内生产半

成品—境外成品—组装销售”模

式，培育一批机电、机械、新型

建材、服装轻纺、生活日用品等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四）加快贸易模式融合创

新，拓宽贸易发展新空间

一是 鼓励规范发展 跨境电

商。积极引进国内跨境电商龙头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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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力整合区内电商资源，

加快境内外 仓库建 设，支持引

导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向规模化、

标准化、集群化、规范化方向发

展。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

完善综 合服务 平台功能，提升

跨境贸易便利化智能化水平，促

进跨境电商平台交易、物流、支

付、专业化服务等各环节高效顺

畅衔接。逐步发展具有内蒙古特

色的专业型外贸电子商务服务平

台，建立完整的跨境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

二是 促 进市场采购贸易发

展。学习借鉴浙江义乌、浙江海

宁皮革城、江苏常熟服装城等市

场采购贸易试点的先进经验，大

力推动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获批，

积极构建市场采购信息平台，强力

推动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

融合发展。

三是优化外贸综合服务。大

力发展保税维修、检测、租赁业

务等新业态。加快吸引国内外大

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大型供应链

企业等来内蒙古设立地区总部、

功能总部。进一步优化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退（免）税管理，加强

其通关、物流、退税、金融、保

险等综合服务能力。

（五）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营造良好的贸易发展环境

一 是加强贸易通 道 建 设。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

作会 议的要求，持 续扩大沿边

开放，发展泛口岸经济，变通道

经济为落地经济。加强口岸区域

物流合作，推动沿边地区陆运口

岸、空运口岸、内陆港之间以及

与沿海和内地省区口岸之间的联

动发 展，构建 设 施先 进、网络

完善、支撑有力、运行高效的货

运集疏体系，形成国际物流、航

空物流、保税物流、特色产品物

流、城市商贸物流等各类物流业

态门类齐全、一体联动发展的多

式联运格局。充分发挥“中欧班

列”纽带作用，努力解决中欧班

列“酒肉穿肠过”的现状，加强

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

经济互补合作，从而带动贸易增

长与经济发展。

二是加强贸易政策沟通。强

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

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海

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

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

合作。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

合作，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

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

者”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

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

三是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

推动加快“三互”大通关改革，

建立适合我区的大 通关管理体

制机制。全面推 进通关作业 无

纸化，加强出口企业分类指导，

对信用好的降低查验率，增强

海关查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快电子口岸建设，推广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建设，建立标准

体系。全面实施出口退税远程申

报，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出口退

税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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