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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构筑

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

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内

蒙古理应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三

省的联合合作，成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过

程中拓展向北开放的重要节点。

内蒙古高质量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不仅

要从加强向北开放、促进对外经贸合作发展的视角，完

善经济、贸易、技术、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建

设内容，还要按照我国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总体要求、国

家安全观总体要求出发，“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要树立

正确的义利观，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对蒙古

经济合作，要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明确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 我 国 处 理 国 际 关 系 的 新 思 维 出 发 ， 拓 展 “ 桥 头

堡”建设的覆盖领域，不仅是加强经贸合作、与毗邻国

家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合作、边境边疆安全合作，还要

从目标向内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拓展到内外双向开拓

“向北”视域内政治、文化、公共服务等涉及安全与稳

定、竞合与发展等共同繁荣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向北

全面处理国家关系、服务国家战略的先锋。

当前，国际关系已经形成多元系统，国与国之间的

往来不再单纯是两国历史文化政治等“一对一”状态，

历 史 演 变 形 成 的 “ 存 量 资 源 ” 。 在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中，对当期和未来的影响不断让位于各国的国内社会政

治经济发展状态与态势，让位于各国出于解决国内发展

矛盾而实时调整的战略对策，也让位于权衡利弊做出的

在自己国家的国际关系系统中的站位。因此，内蒙古的

桥头堡高质量建设，不仅要着眼于与俄罗斯、蒙古的全

领域往来，还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蒙经

济走廊延伸国家、以及俄罗斯重要周边国家和蒙古对外

关系中的重要国家，用系统观念和世界整体意识谋划内

蒙古桥头堡高质量推进的策略与措施。

（二）突出重点，夯实与蒙古、俄罗斯的全方位开

放合作基础

新 发 展 阶 段 确 立 的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新 目 标 ， 对

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提出了新的期许。

内蒙古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应在与俄罗斯、蒙古交

往中展现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外交的重要职责，成为

我国向北开放，经略与俄罗斯、蒙古关系，践行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蒙经济走廊延伸国家、以

及俄罗斯重要周边国家和蒙古对外关系政策的重要战略

实 施 基 地 。 在 这 一 方 向 下 ， 内 蒙 古 应 充 分 发 挥 与 俄 罗

斯 、 蒙 古 国 在 语 言 、 文 化 、 经 贸 、 生 态 保 护 等 方 面 政

府、企业、百姓民间交流交往的基础优势，积极在国家

政策制定、对策与措施实施方面承担我国向北开放职能

的重要智库，以及处理国际关系各类资源供给基地的作

用，提高“桥头堡”建设站位，从服务国家大局、中央

对外关系大局出发，动员政商工农学等全社会力量，围

绕国家完善与推进经略周边的现实需要，加强与“桥头

堡”辐射国家与地区的多领域交往、交流、合作，在推

进行政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智库”务实建设中，强化由

企业家、商会、民间贸易协会、民间文化合作等各类社

会组织构建的“智库”功能，以培育“桥头堡”外联智

力资源和体系建设，为构建国家向北开放新格局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

自 治 区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提 出 ， 内 蒙 古 要 全 方 位 扩 大

对外开放，加快构建联通内外、辐射周边、资源集聚集

散、要素融汇融通的全域开放平台，打造我国内陆开放

高地和沿边开放重要支点。立足呼和浩特市交通基础设

施及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我国与“一带一

路”市场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输出的产品中文化产品

及服务的贸易比重逐年增加，把握二连浩特、满洲里等

边境口岸逐渐“空心化”趋势，将对外交流交往合作平

台作为呼和浩特区域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借助国家培

育和壮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红利，推动建设对外文化

服务平台。引进俄蒙消费供给资源，创办国家文化贸易

基 地 ， 以 文 化 消 费 高 质 量 发 展 带 动 消 费 品 质 国 际 化 提

升；谋划辅助、激励内蒙古大型文化企业作为建设主体，

在呼和浩特布置国家级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工作，推动文化

及相关产业企业扭转“小散弱”的发展状况，向企业集聚

度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强的集群化发展。通过文化交流

平台建设，为国家及周边地区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提供

对接国内市场和俄蒙市场的政策、人才、技术、供需等

信息，以及金融、法律及渠道拓展等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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