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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hird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mmit Forum, General Secretary of Jinping 
Xi pointed out that through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opening wider and 
wider, and the Chinese market i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market. Inner Mongolia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China, becoming a key link between the eight provinces and Mongolia and Russia, with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history, Inner Mongolia ha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on the Silk Road and the Ten Thousand Li Tea 
Road. With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scale of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ner Mongolia and Russia 
and Mongolia is also expanding.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we will discus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Inner Mongolia as an important bridgehead for opening to the north, deep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overall opening strategy, and consolida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Inner Mongolia as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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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主旨时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内蒙古在中国地处北疆地域，成为连接八省国土和蒙古国、俄罗斯的
关键，地理位置优势尤为凸显。在历史上内蒙古就在“丝绸之路”“万里茶道”担任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在如今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下，内蒙古和俄蒙两国的贸易合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与邻国互联互通的整体
发展水平，对内蒙古建成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价值展开探讨，深入剖析与中国整体开放战略的关系，巩固内蒙古成
为中国向北开放前沿的战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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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特色的开放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充分说明，以对

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是中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经

验，大力推进开放型经济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与竞争实

力意义重大。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外发

展大局，在全球化发展机遇下，走好中国特色化经济发展

之路。

第一，坚持并加强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领导。坚持

和加强党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领导，可以确保对外开放始终

坚持正确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我们深刻感受过去十年中国对外开放领域取得

的开创性、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党的全面领导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成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根本保障，必将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精神风貌继续参与到中国对外开放工作中去。在前进过

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他国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体现中

国的责任担当 [1]。

第二，继续推进中国特色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

开越大。”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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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新时期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的社会主义大方向，“一带一路”倡议朋友圈不断壮大。

这一成绩在近几年新冠疫情经济受挫背景下尤为凸显，中国

面临疫情给经济各方面带来的严峻挑战，成为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第三，中国将有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

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

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

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在国际战略发展定位为负责任大

国身份的重要抉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紧密联

系，这直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2]。

2 内蒙古向北开放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内蒙古考察、

五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总书记留

下许多饱含真情、思想深刻的金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指

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内蒙古的对外开放，强调“内

蒙古地处’三北’、外接俄罗斯、蒙古国，具有发展沿边开

放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要把内蒙古建成

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

强调：“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上展现新作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此

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内蒙古向外开放多次提出，大力参与

“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升中国的对外

开放整体水平，构筑向北开放桥头堡，发挥内蒙古在国内外

经济循环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优势 [3]。

2.1 地理优势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陲，北接蒙古国和

俄罗斯，总面积约为 118.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2.4%。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区域，与东三省、河北

和山西等 8 省区毗邻，是中国邻省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

重大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持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

民、稳边固边”，内蒙古都是重点受益区，在争取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获批和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

的支持 [4]。

2.2 政策优势
十年来，“一带一路”让内蒙古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内蒙古也借助“一带一路”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其

治理方面也将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一带一路”不仅是发

展之路、繁荣之路，也是法治之路。因此，我们要营造优质

的法治营商环境，积极制定相关制度 [5]。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

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中，对内蒙古和黑龙江在“一带一路”规

划中的定位予以明确指出，要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

势，共同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2016 年 6 月 23 日

中蒙俄三国共同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明确了合作的宗旨、领域、原则和实施机制、资金来源等详

细内容。2016 年 9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正

式公布《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这标志着“一带

一路”框架下的第一个多边合作规划正式启动实施 [6]。

特别是在 2022 年内蒙古制定了《关于建设国家向北开

放重要桥头堡的实施方案》，是内蒙古自治区为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

水平战略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也是自

治区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为增强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做出的系统谋划。

2.3 自然资源的优势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茂密的森林、

丰美的草原、肥沃的田野、众多的野生动植物、富集的地下

矿藏，具有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就矿产资源而言，目前世

界已查明的 140 多种矿产中，内蒙古已发现的就有 128 种，

探明储量并上储量平衡表的有 83 种，其中 42 种矿产储量居

全国的前 10 位，22 种列前 3 位，7 种居全国之首，开发前

景广阔，为自治区一大优势。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某区所实施的资源转换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 国家整体开放战略下内蒙古对外开放状况

“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

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

步步为营、久久为功。近年来，内蒙古发挥口岸运输优势，

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充分发挥了对外开放窗口和

“一带一路”重要桥头堡的区位优势。2022 年，内蒙古全

区进出境中欧班列 7337 列，同比增长 19.1%，其中，满洲

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4818 列，总货值约合 486.57 亿元；

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 2519 列，总货值约合 352.03

亿元。

据统计内蒙古 2023 年第一季度的与“一带一路”全线

国家共有 315 亿元的进出口总额，高达 88.6% 的年度增长率，

与同时期蒙古外贸经济增长相较，提高了 38.1%，进出口贸

易金额分别为 205.9 亿元与 109.2 亿元，各自达到 112.1%、

55.9% 的增长率 [7]。

整体呈现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双向投资规

模动态化持续扩增之势，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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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内蒙古企业不断加大对外经济投资，这成功吸引了更多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方。据统计，2023 年 5 月末

内蒙古自治区已有 28 家企业，成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设立了境外投资企业总量有 354 家，在全域投资企业总量

中占比高达 74.37%，中方协议共计 36.26 亿美元的投资总

金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 20 个国外投资方，选

择在蒙古自治区设立共计 105 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区外商

投资企业中占比高达 13.29%，投资总金额有 21.7 亿美元，

这也反映出内蒙古自治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

作范围不断扩增，投资总量的不断扩大。

途径内蒙古的中欧班列已经有 10 年运行之久，为世界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有着强劲的发展趋势，尤其在“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参与建设“中蒙俄经

济走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 2023 年

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不断推进开放型经济战略，未来内蒙

古将以更大气魄扩大开放 [8]。

一是精准发挥优势。内蒙古应发挥边境陆路口岸优势，

引领和带动内蒙古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对中欧通行班

列适量增加扩容，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境口岸为依托，支持资

源开发、钢铁、电力、轻纺、农牧业、乳品加工等自治区优

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二是强化优势项目。集中打造开放型经济创新示范区

域，通过建设乌兰察布中欧班列集散中心，连接满洲里、二

连浩特枢纽口岸、策克口岸、满都拉口岸、珠恩嘎达布其

等区域的口岸项目。另外还要全面推进区域间的运输互联互

通，科学布局进出口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合作区、互贸区等，

发挥各区域互联互通、货物跨境运输、落地加工等优势 [9]。

三是扩增合作面。想要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战略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不仅要加深与俄蒙之间的合作，还要拓展与欧

洲、东盟等国家质检的密切协作，大力鼓励各组织机构开办

线上线下展览会，帮助企业开拓经济市场，增加进出口产品

订单量；还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内经济循环格局，加强与江

浙沪、京津冀、黑吉辽和成渝、港粤澳等地区的良好合作 [10]。

四是提升活跃度。主动承接落实中俄、中蒙开放合作

重大任务，办好中蒙博览会，搭建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

全球乳业大会等国际交流新平台，举办全球蒙商大会，承办

中国（包头）陆上装备博览会，创办国家向北开放经贸洽谈

会，创造更多开放合作的支点 [11]。

4 结语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带一路”

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它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

果属于世界。十年间，“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有目共睹，“一

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促进

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惠及世界的中国方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是在开放中不断向前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其

他民族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

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

这是历史的规律。”内蒙古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一

带一路”沿线开放的重要窗口，我们要牢牢抓住“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和挑战，不断拓展与俄蒙的合作空间，

逐步提升桥头堡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提升内蒙

古对外开放水平，最终实现内蒙古高质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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