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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共享的中蒙经贸合作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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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蒙经贸合作关系近年来持续升温，但两国在合作中存在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和障碍因素。同时，蒙古

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有利的政治地缘优势，使得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加快了与蒙古国合作的步伐。中国需要

在理解、尊重蒙古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及其与他国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克服障碍因素，采取有效灵活的对策，促进中

蒙经贸关系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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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经贸合作关系近年来持续升温。截至 2009 年，中国已连续 11 年保持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国

地位。2010 年，中蒙两国贸易额达到 34 亿美元，蒙方顺差为 14 亿美元。［1］预计中国仍将为蒙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在投资领域，中国是蒙古国的最大投资来源国。据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的数据，2009

年中国对蒙投资 1． 16 亿美元，在蒙投资存量达 10． 11 亿美元，中国连续 12 年为蒙古国最大投资国。

蒙古国外长称，目前中国在蒙古国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外国在蒙古国投资总额的 50%，相当于日本、美
国、韩国和欧盟在蒙古国投资之和的 3 倍。中国对蒙古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勘探、矿产开发及相

关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贸易等部门，同时对畜产品、畜产品加工、饮食服务业也做了大量投资。［2］随着

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中蒙两国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但是，在中蒙经贸合作中，中蒙两国各自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障碍因素，如果不

加以协调，就会对中蒙合作产生消极作用。同时，第三国对蒙古国的利益诉求也对中蒙经贸往来产生

一定影响作用。所以，为了促进中蒙两国开展长期、稳定、积极的经贸合作，有必要分析各方利益诉求，

发现阻碍因素，以便采取积极对策。

一、中国对蒙古国的利益诉求及合作障碍因素

(一)利益诉求

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多年居于世界首位，2010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

济体。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对原煤、铁矿石、铜矿粉、锌矿粉、原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市场需求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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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我国的矿产资源特点是总量大，人均拥有量低; 种类齐全但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

些矿产资源如金、银、铜、铅、铁、锰、镍、铀、金刚石、钾盐、石油等，探明储量严重不足，多依赖进口。而

蒙古国是矿产资源富集国家，据国家矿产资源协会 2009 年最新统计，目前蒙古国拥有各类矿产资源 80
个种类，1 170 个采矿点。主要矿藏资源属于我国缺乏资源。其中，铜储量丰富，初步探明储量超过 20
亿吨，居亚洲第一。额尔登特铜钼矿为蒙古国目前开采最成熟的矿床，所产铜矿粉 95% 出口至我国，

我国每年从该国进口的铜矿粉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15% ～ 20%。煤也是蒙古国最丰富的资源之一，共

发现煤矿床 250 处，初步探明储量约 1 520 亿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尤其东部地区的煤质优良、煤层

厚、储量多。目前，蒙古国煤的开采总量不到 500 万吨。塔旺陶拉盖煤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

煤矿，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 400 平方公里，煤层厚度 190 米，该煤矿属优质炼焦用煤，原煤出焦率 60%
以上，是世界上紧缺煤种。蒙古国石油储量也很丰富，主要分布在其南部和东部的东方省、东戈壁省、
中央省等地区。据蒙方新闻媒体报道，蒙古国现有 22 个油田，初步估算储量达 60 ～ 80 亿桶，与中国接

壤的东、南、西部地区就有 13 个比较大的石油盆地，储量约 30 亿桶以上。像铜、煤、石油都是我国经济

发展中需求量极大的资源。目前，蒙古国矿产资源管理局发放的矿产资源勘探许可证的总面积已占蒙

古国国土面积的 1 /3。矿产采掘、加工业在蒙古国属优先发展的支柱企业。根据蒙方 2009 年统计，矿

产采掘加工业在蒙古国占 GDP 的 30%，占工业总产值的 65． 5%，占出口产值的 88． 2%。在蒙古国制

定的《2007 ～ 2021 年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明确了 2007 ～ 2015 年，蒙古国将加快国内矿产资源开采

的力度，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蒙古国矿产资源多分布在中蒙边境，铜矿、金矿、煤矿、铀矿和石油等

主要分布在与中国接壤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各省，这为中蒙两国在资源勘探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蒙古国矿业兴国的战略机遇，较大份额地参与有关矿产资源的开采，必将为我国经

济发展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源保障。
(二)合作障碍因素

一是蒙古国投资环境不稳定，政策变化快。尽管蒙古国政局较稳定，但是该国不断调整矿业法律

政策，提高矿业投资的门槛。2006 年 7 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对 1997 年制定的《矿产法》进行了修订，

讨论通过了新《矿产法》。新《矿产法》将“正在或可以进行的生产足以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和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或每年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 5%以上的矿”定义为战略矿，利用国家预算资金勘探并已确定

储量的战略矿，在与私人的合作开采中，国家参股比例最高可达到 50%。这一政策显然大大加强了蒙

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控制力。在修订案中明确了对矿业兴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值占 GDP 的 5% 以上

的 15 个大型矿产列为国家控股的战略矿点。目前，额尔登特、宝日高勒、图木尔廷敖包、巴嘎淖日、希
布敖包、那林苏海图等 6 个矿已投产，奥尤陶拉盖、塔旺陶拉盖、查干苏布日嘎、阿斯哈图、布仁汗、马尔

太、东方、古日本宝力格、图木尔泰等 9 个矿尚未开发利用。2010 年，蒙古国再次对矿业法律政策进行

调整，4 月底颁发了一项无限期停止颁发新的探矿权证并停止转让探矿权证、采矿权证的总统令。理

由是为强化矿产资源整体开发秩序，提高蒙古国政府收益比例，增加政府对矿产开采的参与力度。但

由于这些法律过分维护本国企业利益而严格要求别国投资者，严重影响了投资国的利益。矿业法律政

策的调整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在前期所取得的开矿资质失效，使部分外国企业为投资所做的先期努力

前功尽弃，大量正在投资或准备投资蒙古国矿业的企业损失严重，尤其是中国企业。［3］

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运力严重不足。尽管蒙古国近几年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因

长期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技术条件落后，电力、交通、通讯、口岸基础设施、矿产资源开发条

件等都较差。目前，蒙古国全国公路总里程中柏油路占 22%，砂石路占 30%，自然路占 48%，只有一条

铁路贯穿南北。中央电网只覆盖乌兰巴托等 3 个城市 6 个省，北部省份均从俄罗斯进口电。大部分矿

产地带远离交通干线、中心电网，投资成本较大。另外，蒙古国是无出海口的内陆国家，海上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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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产品销路狭窄。［4］据中方企业反映，蒙古国绝大多数矿点无法通车、通电、通水，没有通讯设施，

因此，开发矿产资源受到极大制约。此外，矿区周边及口岸交通运输条件的落后，也导致运力严重不

足。目前，蒙古国与中国之间只有一条从俄罗斯穿过乌兰巴托到中国二连浩特的单向铁路，大量矿产

品开采出来之后很难顺利运出去，如通过转运或自行修建铁路则会加大投资成本。尽管内蒙古的甘其

毛道口岸和东乌旗口岸已经修好了铁路，但在蒙古国还没有在建的铁路相衔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中国投资者参与中蒙经贸合作的热情。

二、蒙古国对中国的利益诉求及合作障碍因素

(一)利益诉求

一是蒙古国希望在中蒙经贸合作中兴国。蒙古国地广人稀，经济规模小，人民生活不富裕，贫困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36%。据蒙古国初步统计，2010 年蒙古国 GDP 共完成 82 551 亿图( 约人民币

410． 7 亿元) ，人均 GDP 约为 14 668 元人民币。而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力资源充裕，经济发展强劲，

2010 年中国 GDP 为 397 983 亿元，人均 GDP 为 29 748 元人民币。作为邻国，蒙古国特别希望从中国

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中国对蒙古国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巨额投资以及优惠贷款、无偿援

助等对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蒙古国外资局统计，截至 2009 年上半年，在蒙投

资注册登记的外国公司分别来自 101 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累计达 31． 29 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

总额为 17． 34 亿美元，占 55． 42%。中国公司投资的经济领域分布为: 地质及矿产业 67． 4%，贸易及餐

饮业 20． 8%，建筑业 2． 15%，其他领域 9． 75%。例如，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 5 亿元

人民币、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2 亿元人民币贷款的中蒙最大合资企业铁木尔泰锌矿，年产量达到 6 ～ 7
万吨锌矿石，每年的效益可达 1 800 ～ 2 000 万美元，锌矿投产以来蒙古国内总产值增长了 2% ～2． 5%。
此外，神华、鲁能等大型国有企业在蒙古国投资开发的大型煤矿项目，均取得了相当进展。［5］可以说，

中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为蒙古国经济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积极贡

献。在 2010 年 6 月中蒙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蒙总理巴特包勒德表示，中国是蒙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中方有制造业和市场优势，蒙方有资源优势，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蒙方希望同中方加

强在能矿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畜产品加工、人才培训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欢迎中国企业积极扩大

对蒙投资，并愿为此创造良好的条件。［6］

二是蒙古国对中国市场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蒙古国不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但中国确是蒙古国

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05 ～ 2009 年，出口中国贸易额占蒙古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

65． 3%，从中国进口贸易额则占蒙古国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 26． 2% ( 见图 1) 。据蒙古国海关公布统计

数据显示，2010 年上半年蒙古国出口贸易额中，84． 3% 为对中国出口; 进口贸易额中，37． 5% 为从俄罗

斯进口; 26． 8%为从中国进口。蒙古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铜精粉、钥精粉、铁矿石、原油等，进口主要集中

在大米、蔬菜、服装等产品。在乌兰巴托最大的“那仁图拉”批发市场，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摆满了货

架。据有关部门统计，这里每天人流量至少在 4 万人次，年交易额在 2 000 万美元以上。海尔电器、联
想电脑、李宁服装、蒙牛和伊利的牛奶制品都已进入蒙古国市场，销售情况良好。［7］同时，蒙古国是一

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要想向东亚、南亚、中亚等地方发展，必须借助中国或俄罗斯，而蒙古国和中

国三面接壤，所以中国成为蒙古国进入国际市场最为重要和便捷的通道。
(二)合作障碍因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世界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5% 上升到

2010 年的 9． 5%。200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 50%，2010 年是 20%。经济快速发展以及

中国在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有些国家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这也加深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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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中蒙合作的担忧。历史上蒙古国就是从中国独立出来的国家，其主体民族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

蒙古族同族同宗。所以，尽管中蒙两国关系趋向紧密，但蒙古国很多官员和民众依然对中国不够友善，

担心蒙古国被中国同化、合并，担心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而被控制。即使在蒙古国普通民众的消费中

离不开中国物美价廉的中低档生活用品，但很多人却反对中国企业在蒙古国长期开采矿产资源。这种

敌对情绪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蒙古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图 1 中国在蒙古国外贸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蒙古国经济社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三、第三国与蒙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中蒙经贸合作看似是两个相邻的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之间的

相互联系日益广泛。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有利的政治地缘优势，使得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采取

积极措施，加快了与蒙古国合作的步伐。2005 ～ 2009 年，俄罗斯一直居于蒙古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美国、日本尽管不同年份位次发生变化，但都在蒙古国七大贸易伙伴国之列( 见图 2) 。据蒙古国海

关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上半年，蒙古国前十大主要贸易伙伴排名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加拿大、
韩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意大利。同时，蒙古国政府也顺应当前的外交环境和安全形势，

确立了“等距离、多支点、全方位”的外交新战略，在几个大国之间寻找外交平衡点，希望在大国博弈中

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会影响到中蒙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所以，我国在加强

与蒙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时，如果不顾及各方利益，就会对中蒙经贸合作产生消极作用，也会影响到东

北亚区域合作以及其他次区域合作。

图 2 2005 ～ 2009 年蒙古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额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蒙古国经济社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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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俄经贸关系

蒙俄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目前两国关系的定位从“睦邻传统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俄罗斯在蒙古国的影响力逐年上升。在对蒙关系上，俄罗斯在免债、贷款、免费留学以及降低关税

等方面对蒙古国实行特殊优惠; 在对蒙出口上，俄罗斯居各国之首; 俄罗斯援建蒙古国的三大合资企业

产值占到蒙古国 GDP 的 40%，其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60%。迄今为止，蒙古国共有 5 万人在俄罗斯

留学。［8］目前，蒙古国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对俄罗斯具有极强的依存性和相似性。俄罗斯也在加

紧与蒙古国的资源合作。蒙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是额尔登特铜矿。此矿建于 1978 年，年加工矿石能力

为 2 500 万吨，年生产铜精粉为 45 万吨，钼精粉 4 000 吨，其出口创汇额占蒙古国出口创汇总额的近 1 /3。
蒙古国最大的三家黄金公司均为俄罗斯独资或与蒙古国合资。蒙古国 90% 的萤石由蒙俄合资的策维

特木集团公司生产。在 2009 年 8 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蒙期间，蒙俄双方签署了铁路、铀矿开发

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蒙俄将共同组建勘探、开采和加工铀矿的合资企业。
俄罗斯成为首个与蒙古国签署合作开发铀矿协议的国家。此外，蒙古国政府还邀请俄罗斯对建造一条

连接两国的“干线”天然气管道进行可行性研究。显而易见，在能源合作战略上开展经常性对话，成为

俄蒙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向。［9］

(二)蒙美经贸关系

蒙美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蒙古国视美国为“第三邻国”，积极发展同

美国的关系。在蒙看来，美国是其政治和军事安全的保障，不仅可以防范中俄将其重新纳入势力范围，

还可获得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支持、军事合作和经济援助，同时也拓宽了蒙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

动空间，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对美国而言，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复苏和东北亚安全形势复

杂的背景下，蒙古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通过深化美蒙关系，既可以牵制中俄联手，巩固美

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可以进一步输出“民主价值观”，可谓一举多得。［10］在经贸合作方面，蒙美两国先

后签署了海关合作协议、支持投资协定、经贸合作协定等文件，美国给予蒙古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蒙

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山羊绒纺织品、驼绒制品和少量的山羊梳绒，还有半加工的黄金。蒙从美进

口矿山机械、机器设备及各种食品、药品。美国在蒙投资量虽不大，但瞄准的是那些规模大、工期长的

石油、矿山等部门，其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美国正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对蒙

古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11］

(三)蒙日经贸关系

凭借着庞大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日本顺利地推动着日蒙“综合性伙伴关系”的发展。日本发展

对蒙关系，一方面希望蒙古国对其在东北亚和国际事务中给予积极支持，另一方面也希望从蒙古国矿

产资源的开发及贸易中获益。自 1990 年蒙日签订贸易协定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获得了一定发展，双

方经贸额在波动中缓慢上升。据蒙古国外资外贸局统计，目前在蒙古国的日资企业有 164 家，直接投

资为 6 500 多万美元，在对蒙投资国中列第五位。尽管蒙古国国民生产总值较低，但针对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蒙古国决定向日本政府提供 100 万

美元无偿援助。［12］近年来，日本政府在蒙实施“草根计划”，将援助重点从经济方面逐渐转向文化思想

交流领域，蒙古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与日俱增。

四、进一步促进中蒙经贸合作的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蒙经贸关系受多方因素影响，中国的对策选择不仅要考虑和维护中方

利益，也应考虑和维护蒙古国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第三国因素在中蒙经贸合作中的影响。中国需要

在理解、尊重蒙古国自身与其他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良好的中蒙经贸合作关系。并且随着各方

—62—



基于利益共享的中蒙经贸合作关系研究

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
(一)加强政治上的高层互访

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蒙古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之一。1960 年双方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2 年签订《边界条约》。60 年代中后期，两国

关系经历了曲折。70 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80 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1989 年两国关系和两

国执政党相互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两国友好交流与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

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90 年中蒙双方发表联合公报，1994 年修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并在此基础

上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在经贸往来方面，中蒙两国于 1951 年签订贸易协定，1989 年两国

政府成立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迄今已举行十多次会议。1991 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鼓励

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和新的贸易协定，以现汇贸易取代政府间记账贸易，为双方加强经贸合作关系创

造了有利条件。［13］近几年来，中蒙高层加强了相互的接触与洽谈。2010 年 4 月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

德来华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4 月底 5 月初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2010 年 6 月温家宝总理访蒙，与蒙古各界广泛接触，出席中蒙经贸合作论

坛开幕式，并与蒙方签署《中蒙政府间边界管理制度条约》及中蒙经济技术合作等文件。2011 年 2 月

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蒙古国。这些高层互访强化了中蒙关系，加强了双方的政治经济互动，增强了相

互间的信任感。
今后，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中蒙两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向良好方向发展。一是建立定期高层对话和

沟通机制。高层对话的议题可以涉及两国的外交、经贸和军事关系等多项内容。保持双方高层互访良

好势头，推进政府、议会、政党各层面交流，加强政治沟通和相互信任，不断在沟通中解决问题。二是在

政治关系中，中国要发扬大国风范，尊重蒙古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消除其对华的疑虑，广泛宣传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善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中蒙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睦邻友好对外政

策。而对于蒙古国奉行的“多支点、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国要予以理解与包容，但若损害中国的国家

利益，中国应坚决予以还击。三是积极在区域合作中强调中蒙两国的共同利益。因为中国近几年经济

和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使得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存在疑惧。建立在双边关系基础上的中蒙合

作，也使弱小一方的蒙古国很容易产生防范心理。而建立地区多边框架，有助于减轻地区内一些国家

对中国的疑惧。因此，中国可以努力协助蒙古国提高其国际地位，在多边外交框架下促进中蒙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
(二)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不仅在于两国政府间的合作和洽谈，也在于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

和互相理解，所以加强官方和民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非常重要。中蒙两国于 1951 年起建立文化联系。
近年来，中蒙两国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广。根据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科技合作计划、教育交流

与合作计划等，中蒙双方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除在乌兰巴托开设孔子学

院和举办汉语桥比赛，以及每年派文艺团体、体育代表团互访外，两国还就互派留学生，相互承认学位、
学历，中国向蒙古国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等签署了协议。2009 年中蒙建交 60 周年之际，中国在蒙古

国先后举办了中国油画展、摄影展和中国电影周等活动。中国邀请蒙古国 60 名青年组团访华，蒙古国

邀请我四川地震灾区 60 名学生到蒙古国度假，给两国青少年留下了美好印象。［14］

今后，中国应该在文化层面上加大力度，从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和民众情感等方面加强

工作，加大文化在中蒙两国政治关系及经贸联系中的催化作用，在蒙古国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真正

的友好邻邦的形象。一是中国要规划和建立中蒙民间交往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民间文化团体、高
校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定期举办文化周、组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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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互访，进行文艺演出、开展电影周、举办对双方都有吸引力的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
摔跤、赛马、射箭、文艺演出，开展边境旅游等等，使蒙古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成就

以及中国人民对蒙古的友好态度，逐渐消除部分蒙古人对中国的敌意。二是播放中国电视节目。目

前，俄罗斯、美国都已在蒙古国播放电视节目。考虑到当前电视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中国

应该积极在蒙古国推广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也可以对蒙古国制作汉语教学类节目在资金、人才等方

面提供支持，采取措施逐步渗入其媒体。三是鼓励蒙古国学生来华留学。俄罗斯一直是蒙古国学生留

学的主要去处，而蒙古国政要也大都有在俄罗斯留学的经历。蒙古国领导人的留学背景对于蒙俄两国

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中蒙两国在教育领域已经实现学历相互承认，在华蒙古国留学生

也逐年增多，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加，因此，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支持蒙古国学生来华留学。四是加

强在蒙古国汉语教育的推广。由于中蒙经济交流的增加，蒙古国对学习汉语的需要大增。蒙古国立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有许多选修中文的学生，但目前没有专业的中文教师，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的书籍及影像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可以出台政策，鼓励中小学教师、大学毕业生去蒙古教授汉

语，以促进中蒙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理解。
(三)开展多领域经贸合作

目前，中蒙经贸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其他领域合作相对滞后。但蒙古国经济

落后，大多数产业发展潜力都很大，如建筑、服装、电子、畜产品加工、生活用品的生产、文化、教育、交通

等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在蒙古国《2007 ～ 2021 年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明确从 2016 ～ 2021 年，蒙古

国将从资源开采策略转向资源成品加工产业，并发展高科技和现代工业，确保国家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要建设知识经济和创新型国家。所以，我国企业要研究蒙古国的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范

围，避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强多领域合作。在合作取向上要注重互惠互利，促进蒙古国经济发展

和产业升级。在合作方式上，采取开发与深加工相结合，投资与贸易相结合，工程承包与生产合作相结

合等多种合作方式。［15］

一是加强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投资合作。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方式，推动实施一批资源合

作项目，特别是加强木材、铁矿石、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合作，促进沿线地区上下游产业对

接。二是加强畜牧业等非矿产资源的合作。目前，蒙古国畜牧业得到稳步发展，牲畜总数达到 5 000
万头，其品种和质量均达到国际标准，已成为蒙古重要的出口产业。中蒙两国的牲畜品种及自然环境

同属一个区域，草场质量好、放牧经验丰富。只是近年来超出了草场承受力，造成沙漠化严重等亟待解

决的问题。两国可在这一领域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开展互补性合作。三是

加强旅游合作。发挥沿线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尽快开通经二连口岸通往蒙古国和俄罗斯乌兰乌德、伊
尔库茨克一线大草原、大湖泊、大森林的跨境旅游线路，打造绿色、特色旅游品牌。

(四)加快中蒙大通道建设

一是为解决蒙古国交通运输困难，加快中蒙大通道建设。2009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图

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中蒙大通道作为重大项目建设被提上

议程，纳入前期规划中。“两山”( 乔巴山—阿尔山) 铁路全长约 1 763 公里，其中蒙古国境内长约 443
公里，全部为新建; 中国境内长约 1 290 公里，其中中蒙边境的松贝尔口岸至阿尔山 15 公里为新建铁

路，阿尔山—乌兰浩特—白城—长春—吉林—延吉路段为既有铁路。铁路竣工后，将形成蒙古国乔巴

山—中国阿尔山—白城—长春—珲春的中蒙铁路运输大通道，成为东连图们江区域、西接蒙古、北通俄

罗斯的一条新的欧亚大陆桥。目前，蒙古国国会已经将“中蒙大通道”项目确定为重要国策，并决定将

“中蒙大通道”蒙古国境内修建的 443 公里铁路采用与中国窄轨相同的铁轨，以便与中国铁路接

轨。［16］打通“中蒙大通道”，将使蒙古国这个内陆国家通过中国获得面向日本海的出海口，有利于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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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铜、煤等矿产品和农牧产品的对外出口，使得蒙古东部融入图们江开发和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有

利于蒙古国与我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二是积极推动沿线口岸自由贸易区建设，重点加强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通关能力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方面的合作，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拓展陆海

联运、公铁联运发展空间，积极推进国际贸易、国际物流便利化进程。
(五)经贸合作从双边向多边扩展

面对第三国对蒙古国的利益诉求以及资源开采方面的竞争格局，中国应积极协调中、蒙、俄、美、日
等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遏制和化解对我国不利的因素，努力掌握中蒙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一是中国

企业可以与他国企业共同参与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特别是大项目可与蒙方企业合

资，或与第三国企业合作。二是中国也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避免在同蒙古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时，忽视第三国关系的存在，避免损害第三方利益。三是进一步拓

展多边合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和配合，维护双方共同利益。
(六)注重蒙古国生态环境保护

据绿色组织统计，最近 20 年间，全球气候变暖 0． 74 度，而蒙古国气候变暖 2． 1 度，远远超过了全

球平均速度，对自然环境和主体经济畜牧业的负面影响较大。近 16 年间土地严重退化，沙化面积已增

加了 7 倍，出现这一现象的区域已占整个土地面积的 72%。与 1960 年相比，887 条河流、2 096 眼泉

水、1 166 个湖泊干涸，40%的冰川融化。每年 46． 5 万公顷森林因火灾和病虫害消失，而人工补植面积

每年还不到 1 万公顷。草原退化面积和速度更为惊人，畜群结构不合理，超载放牧、集中群居等人为因

素未得到改善，无序开发、无节制利用水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人与自然的和谐规律遭到破坏。因矿

产乱开乱采、化学物品失控、城市垃圾污染和工厂排污等原因，导致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和水污染。［17］

中蒙两国有长达 4 710 公里的边界线，地缘状况使两国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蒙古国生态

环境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蒙古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同时，蒙古国人崇尚自然，他

们历来就以草原为生存之本，当地居民非常重视保护环境。但部分企业在矿产开发过程中污染土地和

水资源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许多中小矿产企业技术设备落后，对矿产资源的开采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废弃的矿床非常普遍，对环境破坏严重; 一些矿产企业对河流、溪流任意改道，导致人畜饮水源枯竭; 一

些矿产企业在选矿、洗矿工艺中，不能有效地控制有毒化学物品的使用，导致对周围环境的污染。［18］

在 2006 年蒙古国新修订的《矿产法》中也更加突出强调保护自然环境，扩大了地方政府在保护自然环

境方面的自主权，加大了对破坏自然环境相关人员和机构的处罚力度。2009 年 6 月份，蒙古国政府颁

布了《矿产资源特别法》，明确规定了在大面积原始森林地带、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地、江河、湖泊上

游停止开采矿产资源的禁令。所以，我国企业在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或进行其他方面投资时，要特别

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提高矿业采选冶技术水平和工艺流程。降低化学药品，粗加

工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做好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估工作，逐步降低矿业开发对自然环境和水

资源的负面影响。同时可以考虑在草场、牧场等涉及生态、环保等领域与蒙古国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七)加强对蒙古国经贸政策的分析和研究

蒙古国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法律体系，但随形势的变化和执政者的变动，法律修订较频繁，稳定

性差。中国企业应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蒙古国涉外经贸政策和投资、贸易市场的分析和研究。到蒙古

国投资时，充分考虑法律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就蒙古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和相关行业法律法规进

行深入调研和评估，并密切关注当地法律变动的情况，及时调整决策和部署。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在

蒙建立办事机构，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及时为企业和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投资和贸易信息以及窗口

指导。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在蒙设立贸易公司、代办处等，及时获得市场信息。同时，尽量在当地

聘请律师作为公司法律顾问，处理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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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ino －Mongol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ve Relations Based on Benefit － Sharing

XU Hai － qing

Abstract: Sino － Mongol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goes steadily up in recent years，bu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benefit concerns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Russia，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peed up the

pace of cooperation with Mongolia because of Mongolia＇s abundant mineral resources and favorabl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advan-

tage． So China should consider every country＇s benefits and overcome obstacle factors，understand and respect for Mongolia＇s own

benefit concerns and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and adopt effective and flexible countermeasures to steadily develop Sino －

Mongoli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Key Words:Sino － Mongol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nefit; obstacles; mineral resources; bilateral relations; multi-

lateral cooperation; countermeasures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