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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本质上看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属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范畴ꎬ 目

前处在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初期阶段ꎮ 从次区域合作理论的视角看ꎬ 中蒙俄跨境次

区域合作将会是一个制度化和集中化水平低、 合作议题广而灵活性较强的 “弱机

制化” 合作ꎮ 在尚缺乏次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情况下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应率先推进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ꎮ 同时ꎬ 在经济走廊建设进程中应充分发挥边境省份的主要

推进作用和企业的功能性一体化作用ꎬ 促成企业的聚集ꎬ 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带ꎮ 另外ꎬ 鉴于中蒙俄三方合作缺乏足够扎实的民意基础ꎬ 在经济走廊

建设中ꎬ 应把人文交流作为一个重点予以推进ꎮ
【关 键 词】 　 中蒙俄　 经济走廊　 次区域合作　 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 　 西仁塔娜ꎬ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ꎮ

一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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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打造

陆上四条经济走廊ꎬ 即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 中国—中亚—西亚ꎬ 中国—中南

半岛经济合作通道ꎮ 其中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国向北开放最重要的突破口ꎬ 也

体现出中国周边大战略中北部邻国的重要性ꎮ 蒙俄方面对此积极回应ꎬ 如何将蒙

古的 “草原之路” 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同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进

行战略对接成为三方的共同关切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在杜尚别举行的中蒙俄首

３８

∗ 本文得到 ２０１６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与蒙古国
‘草原之路’ 倡议的对接推进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６ＪＪＤＧＪＷ００８) 的资助ꎮ 文章获得第二届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前沿论坛优秀论文奖ꎮ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ꎬ 但文责自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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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首会晤开启了三方次区域合作进程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举行的中蒙俄第二次元

首会晤上ꎬ 三国首脑批准了 «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三方在经济走廊建设规划方面达成一致ꎬ 签署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

要»ꎮ 这不仅标志着 “一带一路” 首个多边经济合作走廊正式实施ꎬ 而且标志着

中蒙俄跨境次区域合作在通往机制化道路上迈出实质性一步ꎮ

二　 对跨境次区域合作的理论探析

(一) 概念解析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次区域合作成为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形式ꎮ 在国

际关系领域ꎬ 有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大部分将次区域合作放在区域合作框架内或

从二者的关联角度加以讨论ꎬ 且重点关注欧盟与亚太地区的次区域合作ꎮ 为数不

多的研究对 “次区域” 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特点进行了界定和学理分析①ꎮ 国内相

关研究则大部分为对我国参与的某一次区域合作的针对性探讨ꎬ 且多以政策解读

和建议为主ꎬ 只有极少数文章对次区域合作进行了理论性探讨ꎮ
有关 “次区域” 的概念ꎬ 国际关系学界目前大致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ꎮ

其中ꎬ 根据哈玛纳卡的定义ꎬ 次区域合作指的是自下而上的由非国家行为体主导

的项目之和ꎬ 致力于在国家间的某一 “自然边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ｓ) 内依据政治

逻辑对空间进行重新组织ꎬ 进而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发展ꎮ 而区域合作是自上而下

的、 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合作进程ꎬ 以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边界为空间疆界②ꎮ 以

哈玛纳卡为代表的研究者自然地认为经济走廊、 增长三角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和

增长多边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ｙｇｏｎ) 是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形式ꎬ 如欧洲的 Ｂｅｎｅｌｕｘ (比利

时、 荷兰及卢森堡)ꎬ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及立陶宛)ꎬ
ＣＥＦＴＡ (捷克、 匈牙利、 波兰及斯洛伐克)ꎬ ＳＡＧＱ (孟加拉—不丹—尼泊尔—
印度东北部)ꎬ 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图们江区域合作ꎬ 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等ꎮ

４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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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ｃｕ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ꎬ ２０１５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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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者柳思思认为 “一带一路” 实质上是次区域合作ꎮ 根据其定义ꎬ
跨境经济走廊是运用边境地区的独特性ꎬ 发挥其比较优势ꎬ 把边境对经济发展与

合作的屏蔽作用ꎬ 通过政府支持、 设施联通、 企业集聚等转化为中介作用ꎬ 发挥

边境的区位优势ꎬ 并以此来带动跨境经济合作ꎬ 将边境区由一个国家内部的 “边
缘” 地带转化为具有发展潜力的 “核心区”ꎬ 通过增进其辐射力和可达性ꎬ 实现

双方互利共赢的目标ꎬ 进而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机制ꎬ 促进各地区间协

调发展①ꎮ 显然ꎬ 这一定义同哈玛纳卡等人对次区域合作的定义是相符的ꎮ
第二种界定对 “次区域” 和 “微区域” 做了类型学的划分ꎮ 根据弗雷德里

克索德尔伯姆对 “微区域” 进行的五种划分ꎬ 增长三角和经济走廊等属于经

济的 “微区域” (Ｍｉｃｒ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②ꎮ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胡可和科恩斯等人③ꎮ
国内学者郑先武和李峰对 “次区域” 与 “微区域” 进行了概念辨析ꎬ 把经济走

廊、 增长三角和增长多边等多边合作形式也纳入到 “微区域” 范畴ꎬ 认为 “次
区域” 相对而言是更宏观层次的ꎬ 如亚太范围内的东北亚、 东南亚和东盟等④ꎮ

本文对次区域的定义遵循了第一种观点的逻辑ꎬ 认为次区域合作是地理相邻

或相近的几个国家间围绕跨境地区进行的合作ꎬ 目的为发挥边境地带的优势和发

展潜力ꎬ 促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ꎬ 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均衡发展的同时探索

国际合作更加务实的途径ꎮ 跨境地区由于自然地理区位、 文化人文领域的天然联

系及核心发展区过境需求等ꎬ 往往对相邻国家间的民间交流、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通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有利条件ꎮ 根据这一界定ꎬ 经济走廊属于次区域合作的

范畴ꎮ

(二) 次区域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比较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ꎬ 国际机制的特征往往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考察: 成员

５８

①

②

③
④

柳思思: « “一带一路”: 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ꎬ 载 «南亚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该论文可被视为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从理论层面探讨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开篇之作ꎮ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Ｓöｄｅｒｂａｕｍꎬ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ｃｒ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 Ｍａ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ꎬ Ｂｊöｒｎ Ｈｅｔｔｎｅ ａｎｄ Ｌｕｋ Ｖａｎ Ｌａｎｇｅｎｈｏｖｅ ( ｅｄ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９３ － ９４ 转引自郑先武、 李峰: «东南亚微区域合作与跨境安全»ꎬ 载 «南
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Ｇｌｅｎｎ Ｈｏｏｋ ａｎｄ Ｉａｎ Ｋｅａｒｎｓ: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ｉ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Ｂａｓｉ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ａｒａｖｅꎬ １９９９
郑先武、 李峰: «东南亚微区域合作与跨境安全»ꎬ 载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该研究

把新区域主义框架下的区域分为三大类: 宏区域、 次区域和微区域ꎬ “宏区域” 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
(如欧盟和东亚) 及跨区域 (如亚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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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议题范围、 集中程度、 控制方式、 灵活性①ꎮ 作为一种类型的国际合作模

式ꎬ 次区域合作又有哪些特征呢?
同较成熟的地区组织相比ꎬ 次区域合作具有一定的开放性ꎬ 有合作意愿的邻

近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ꎬ 其中各国的边境省份发挥桥头堡的作用ꎮ 就合作议题范

围而言ꎬ 次区域合作重点关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ꎮ 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ꎬ 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ꎬ 如何通过核心城市经济区以外的边境省份来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推动力成为一国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ꎮ 跨境次区域合

作是激活边境省份发展活力的重要机制ꎬ 能有效推动一国核心 － 边缘区域的均衡

发展ꎮ 集中程度指的是建立具体而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行政设施以管理集体行动ꎬ
其活动范围包括收集和发布信息、 降低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 甚至强制实施制度

等ꎮ 控制方式主要指的是一个机制的表决形式ꎬ 比如是简单多数还是特定多数表

决机制ꎬ 抑或一致同意等②ꎮ 次区域合作对设立常规机制的硬性需求不高ꎬ 在

信息分享与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发挥空间ꎬ 但不会采取强制措施ꎬ 更

多依赖参与方的自身意愿ꎮ 灵活性指的是制度的可变性和适应能力ꎮ 对制度本

身是否可以进行后续谈判ꎬ 是否可以依据新情况修改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条

款ꎮ 跨境次区域合作注重灵活性ꎬ 根据新情况经协商可对实施的项目进行调整

和修改 (见表 １)ꎮ
另外ꎬ 成员国是否有意愿相互间建立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权责约束机制ꎬ

是界定该机制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机制还是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最重要标准③ꎮ 从

这一层面来看ꎬ 跨境次区域合作是一种非正式性的合作框架ꎬ 注重灵活性和开

放性ꎬ 对统一的制度安排要求不高ꎮ 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来看ꎬ 公共产品的供

给主要有区域间、 区域性和次区域三个层次ꎮ “一带一路” 作为一个多边合作

平台ꎬ 在其框架内的诸多跨国机制具有区域间、 区域和次区域等多元属性ꎮ 根

据联合国有关报告ꎬ 全球公共领域需要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对国家主权的尊

重、 基础设施、 跨国通信、 安全、 和平、 公共卫生、 跨国协调机制和国际多边

６８

①

②

③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ꎬ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ｏｎꎬ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５ꎬ ２００１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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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１９９８ꎬ (１)ꎻ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ꎬ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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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松: «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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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等①ꎮ 次区域合作机制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ꎬ 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以促

进经济合作ꎬ 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通关便利化和跨国协调机制往往对跨境

经济合作尤为重要ꎮ

表 １　 跨境次区域合作基本特征

维度 特点

成员资格 具有较强包容性和开放性ꎬ 排他性程度较低

议题范围 议题范围广ꎬ 但更注重对边境地区的经济效应

集中程度 规范性和制度化水平低ꎬ 具有非正式国际机制特征ꎬ 弱机制化

灵活性 具有较强灵活性ꎬ 可塑性强

相比较而言ꎬ 次区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区域合作特点的同时ꎬ 但与后者

也有不同之处ꎮ 首先ꎬ 参与主体不同ꎮ 区域合作往往需要依赖核心成员国ꎬ 要求

一个国家的整体参与ꎬ 其建立需基于主权国家的主导作用ꎮ 而跨境次区域合作中

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行为体 (如地方省份和城市) 都可以是参与主体ꎬ 且一些

国际组织 (如亚洲开发银行) 往往成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之一ꎮ 其次ꎬ
次区域合作覆盖一个区域内几个国家的部分领土ꎬ 且同自然地理特征联系较密

切ꎬ 如跨境河流、 山脉及共同拥有的海域是促成次区域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ꎮ 次

区域合作需要国家层面的宏观支持ꎬ 但边缘地区政府和企业的推动作用对次区域

合作更加重要ꎮ 第三ꎬ 在合作成本和制度化合作要求方面ꎬ 区域合作要求一定程

度的主权让渡ꎬ 而次区域合作对参与方主权要求成本低ꎻ 就制度化需求而言ꎬ 前

者的硬性要求往往比后者高ꎬ 对超国家管理机制的依赖程度更强烈些ꎮ 第四ꎬ 就

关注重点而言ꎬ 跨境次区域合作更加关注边境区位ꎬ 关注经济效应ꎬ 力图将边缘

地区建设成 “中心边境带”ꎬ 而区域合作更注重国家的整体参与ꎬ 不仅关注政

治、 经济、 文化与人文等诸领域的合作交流ꎬ 而且关注区域认同问题ꎮ 第五ꎬ 次

区域合作主要的功能是能够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和时间段里解决某一具体问

题ꎬ 抑或在国际舞台上显示统一立场以获得更多关注和政治合法性ꎮ 所以ꎬ 解决

现实问题成为促成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力ꎮ 如果说区域合作需要国家宏观层面

的战略视野ꎬ 那么次区域合作中一种务实的做法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发挥着更

７８

① 吴志成、 李金潼: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视角与实践»ꎬ 载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转
引自黄河: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ꎬ 载 «世界政治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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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①ꎮ

三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本质上看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属于次区域经济合作范畴ꎮ 就合作议题和灵活

性而言ꎬ 中蒙俄跨境次区域合作又是一个覆盖多个领域且灵活性强的机制ꎮ

(一) 基础设施是早期收获计划中应提供的首要公共产品

互联互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ꎬ 也是目前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ꎮ 空间距离是影响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的基本因素ꎮ “空间距离产生的时

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必然对贸易与投资决策形成有效的制约ꎬ 理想中的要素聚集与

外资引入的局面很难出现ꎮ”② 跨境运输通道是中蒙俄经济走廊机制需提供的重

点公共产品ꎮ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确定的 ３２ 个合作项目ꎬ 三分之一

涉及道路通道等基础设施领域ꎮ 目前ꎬ 在连接中蒙俄的已有铁路轨道 (即西伯利

亚大铁路北京 －乌兰巴托 － 莫斯科支线) 基础上ꎬ 中国方面多次进行考察研究ꎬ
提出 ２ 条新增中蒙俄互通铁路方案ꎬ 这构成了亚欧大陆桥的分支: 锦州—赤峰—
珠恩嘎达布其—乔巴山—赤塔ꎻ 珲春—长春—阿尔山—乔巴山—赤塔ꎮ

蒙古方面对锦州—赤峰—珠恩嘎达布其—乔巴山—赤塔线路表现出了更大的

兴趣ꎬ 但乔巴山至中蒙边境口岸珠恩嘎达布的铁路建设至今未能开工ꎮ «纲要»
确定的基础建设合作项目将中央铁路走廊即乌兰乌德—二连浩特线改成双轨制、
连接中蒙俄铁路东部走廊路线及大图们江国际大通道提上了议事日程ꎮ 乔巴山—
珲春支线和锦珠支线分别是后两个铁路通道的一部分ꎮ 相比于中国和俄罗斯ꎬ 在

三国间跨境通道的建设问题上ꎬ 蒙古方面的不积极作为或无力成为了最大的制约

因素ꎮ 这同蒙古对自身地缘特性的敏感认知有一定的关联ꎬ 但蒙古经济近年的不

景气是其发展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现实制约因素ꎮ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 ２０１０ 年通过的 «国家铁路交通发展计划»ꎬ 规定把本国

铁路发展计划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部署ꎬ 决定增建总长约为 ５ ７００ 公里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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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柳思思: « “一带一路”: 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ꎻ Ｓｖｅｔｌｏｚａｒ Ａ Ａｎｄｒｅｅｖꎬ Ｓｕｂ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Ｕ: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１ꎬ ２００９ꎬ (１)ꎻ Ｓｈｉｎｔａｒｏ Ｈａｍａｎａｋａ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ｉｍ?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ꎬ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ｃｕ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２０１５ (３) 

杨怡爽: «区域合作行为、 国家间信任与地区性国际公共产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进难点与
化解»ꎬ 载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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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ꎬ 分三步完成该计划①ꎮ 蒙古主要是想通过寻找更多的出海口实现经济的多

元联系纽带ꎬ 通过俄罗斯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市场ꎬ 缓解蒙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过

度依赖ꎬ 从而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ꎮ 这点在 ２０１０ 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新

修订版 «蒙古国家安全政策构想» 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ꎬ 这份文件明确指出ꎬ
“基础设施的发展需符合国家安全的需要ꎬ 在铁路建设方面应把蒙古国家利益放

在首位ꎮ”
蒙古的这一新铁路建设规划在筹资和测量的初级阶段就已遇到财政方面的困

难ꎮ 因为第一期项目的主要线路ꎬ 即从达兰扎德嘎德到乔巴山铁路建设项目并没

能引起国外投资者的足够兴趣ꎬ 使得蒙古陷入资金方面的压力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
蒙古政府采纳项目总策划方的建议ꎬ 决定把一期和二期工程结合为一体ꎬ 延缓其

中一小部分线路的修建ꎬ 形成新的１ ８００公里优先建设路线②ꎮ 这样ꎬ 在重新制定

的铁路计划中率先进入动工阶段的是从塔旺陶勒盖矿区到嘎舒苏海图通向中国边

境的 ２２５ 公里短路线ꎬ 并决定采用标准轨ꎮ 蒙古政府对现实的 “妥协” 表明ꎬ 尽

管它想方设法努力减少对南邻的依赖ꎬ 但面对后者的巨大影响力和市场ꎬ 蒙古无

力也无法抗拒中国潜在的吸引力ꎬ 最终还是不得不考虑投资者的意愿ꎬ 这点也表

明了蒙古政府面对现实的一种务实主义作风ꎮ
在中国提出的中蒙跨境通道中ꎬ 两条线路可对接蒙古国家铁路发展计划中提

出的路线ꎮ 其中ꎬ 霍特到毕其格图线路可对接中方提出的锦州—乔巴山通道的锦

州—珠恩嘎达布其路段ꎬ 乌哈呼都格到嘎舒苏海图线路可对接包头—达兰扎德嘎

德通道的包头—甘其毛都段ꎬ 因为蒙古毕其格图和嘎舒苏海图口岸分别是珠恩嘎

达布其口岸和甘其毛都口岸蒙古境内的对应口岸ꎮ 中方提出的两条通道中国境内

路段都已经或即将完成修建ꎬ 而蒙古境内段的建设仍未有实际进展ꎮ
另外ꎬ 连接嘎舒苏海图—甘其毛都 １８ 公里的口岸铁路由中国神华集团、 蒙

古国额尔敦斯—塔本陶勒盖、 蒙古能源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塔本陶勒盖公司共

同出资建立的嘎舒苏海图中蒙合资铁路公司修建③ꎮ 尽管各方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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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阶段是建设连接南部戈壁地区战略大矿的横贯铁路ꎬ 即从南戈壁省省会达兰扎德嘎德开始ꎬ
经塔旺陶勒盖煤矿、 查干苏布拉格铜矿、 宗巴音至东戈壁省ꎬ 与连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蒙古纵贯铁路相
接ꎬ 再经苏赫巴托尔省最终到达东方省省会乔巴山ꎬ 全长 １ １００ 多公里ꎮ 第二阶段修建的铁路向南部延伸ꎬ
主要包括乌哈呼都格到嘎舒苏海图、 那林苏海图到锡伯呼仁、 霍特到努木勒格以及霍特到毕其格图四条线
路共长约 ９００ 公里ꎮ 第三阶段主要是建立蒙古西部铁路路线ꎬ 并把它与中东部路线连接起来ꎬ 从而基本形
成连接蒙古国全境的铁路运输网络ꎮ

蒙古铁路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ｔｚ ｍ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７
别凡: «中蒙签署跨境铁路协议»ꎬ 载 «中国能源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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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有关建设协议ꎬ 但直到现在该条线路尚未开工ꎮ 目前ꎬ 从蒙古战略矿区运往中

国境内的煤炭ꎬ 只能先通过卡车运到甘其毛都ꎬ 然后再进入铁路运输程序ꎬ 所以

在时间和运输成本上都非常不利ꎮ 然而ꎬ 即便这条铁路完成建设ꎬ 如果蒙古境内

从塔本陶勒盖煤矿到嘎舒苏海图口岸线路的修建工程不能实现完工并接连ꎬ 那么

运输成本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ꎮ 蒙古新政府制定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间政府

工作纲领»ꎬ 已把塔嘎线路的完成与运营列为其交通规划的首要任务①ꎮ
纵观中蒙俄跨境铁路建设方面的计划、 实践情况和偏好所在ꎬ 战略考量和经

济利益上的分歧以及蒙古在资金方面的困难是影响三边合作最重要的制约因素ꎮ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所确定的跨境铁路和公路通道建设项目的实

施ꎬ 如果经蒙古的部分总是被拖延ꎬ 经济走廊建设最重要的硬件基础不能实现联

通ꎬ 那么三边合作的后续展开进程将受到极大的制约ꎮ 尽管在中蒙俄三边高层互

访或是官方互动中ꎬ 屡次就跨境铁路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共同合作意愿方面达成一

致ꎬ 但实际行动总是远远跟不上官方呼吁和宣传ꎮ 一些观察者形容这一状态为

“外热内冷”ꎬ 即表面上双方都表现得颇为积极ꎬ 但实际行动上却相当谨慎ꎮ 这

就需要各方以互利共赢的大局观念为指导ꎬ 统筹协调各方利益ꎬ 以一种更加务实

的态度推进合作ꎬ 实现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自由有序流动ꎬ 从而达到资源的高效

配置ꎬ 推动地区融合ꎮ

(二) 边境省份和企业的作用是关键

正如前面的理论部分已指出ꎬ 边境地区和企业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

力量ꎬ 一直以来ꎬ 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在同俄蒙经贸和人员往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

的角色ꎮ «愿景与行动» 中明确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中俄蒙的区位优势ꎬ 发挥黑

龙江、 吉林与辽宁省在同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中的重要作用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沿

线的省区市政府均制定出参与经济走廊建设的构想ꎬ 力图尽可能地抓住机遇ꎬ 进

一步发挥本地区在区域合作中的优势ꎬ 通过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ꎬ 提高自身

经济效益和国际地位ꎮ
边境省区在推动跨境次区域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ꎮ

以内蒙古为例ꎬ 内蒙古与蒙古接壤处有 ９ 对贸易口岸 (包括客运)ꎬ 其中 ５ 个是

常年开放口岸ꎮ 连接中俄边境的满洲里是中国最大陆路口岸ꎮ 内蒙古的东部地区

将蒙古国与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同中国东部、 东北地区相接ꎬ 中部地区将蒙

０９

① 引自蒙古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ｉｎｆｏ ｍｎ / ｌａｗ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１２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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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与北京、 天津连接ꎬ 西部地区将蒙古与河西走廊相接通①ꎬ 是东南沿海、 京津

冀等经济腹地 “西出” 的重要通道和枢纽②ꎮ 在经贸领域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ꎬ 内蒙

古对蒙古出口额占中国对蒙出口总额的 ５０％ 以上ꎬ 此后比重有所下降ꎬ ２０１５ 年

内蒙古对蒙古国贸易额为 ２０３ ３５ 亿元ꎬ 对俄罗斯的贸易值达 １６６ ４１ 亿元ꎬ 分别

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约 ２６％ 和 ２１％ ꎮ 蒙古和俄罗斯是内蒙古前两大贸易伙

伴③ꎮ 铜精粉是蒙古出口中国最多的产品ꎬ 其中大部分是经由二连浩特进入中国

境内ꎮ 从二连浩特口岸进口铜精粉的企业大部分为内地的金属冶炼企业ꎬ 主要包

括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公司、 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共 ３０ 多家企业ꎮ 上述企业大都与内蒙古地区相连或区位较近ꎬ 突出了内蒙

古尤其是二连浩特口岸的区位优势④ꎮ
在人文交流方面ꎬ 纵观内蒙古蒙古族与蒙古国的互动情况ꎬ 双方的合作交流

日益频繁ꎬ 内蒙古在中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ꎮ 作为跨境民族ꎬ 中蒙

两国的蒙古族在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 历史渊源、 语言文化和心理情感等方面有

着天然的联系ꎬ 所以在社会人文领域的交流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兴趣点和契合点ꎮ
双方在传承和保护蒙古族传统文化方面携手合作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在教育、 学

术交流、 媒体、 艺术和体育等方面也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机制ꎮ 随着中蒙

关系的不断发展ꎬ 蒙古与内蒙古之间文化领域的交流ꎬ 成为中蒙民间文化交流的

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ꎬ 尤其在非官方交流层面⑤ꎮ 另外ꎬ 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和

图瓦—克尔梅克系部族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ꎮ
内蒙古各大学及科研机构同俄罗斯上述地区科研机构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ꎬ 交

流频繁ꎮ
另外ꎬ 在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企业的功能性一体化作用也是关键ꎬ 因

为企业的活力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关键推动力所在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尚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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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傲仁其: «改革开放中的对外贸易»ꎬ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ｍｇ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ｂｎｆｙｎｍｇ / ｂｎｂｓ / ｊｊｐ / ｊｊ１５ ｈｔｍ

朱晓俊、 赵秀清: «俄蒙发展战略环境变化及对内蒙古与俄蒙合作的影响»ꎬ 载 «前沿»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ꎮ

数据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官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ｍｇ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ｎｍｇｔｔｊ / ｘｗｇ / ｗｅｂ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４５４０７０５４９０２５３４１ ｈｔｍ

王忠海: «内蒙古自治区对蒙古国边境贸易发展探讨»ꎬ ＭＢＡ 论文ꎬ 内蒙古大学ꎬ ２００７ꎮ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ｅｅｖｅ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ｄ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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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发展阶段ꎬ 通过率先开展早期收获计划①改善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是必经之

路ꎮ 早期收获计划为合作的后期拓展和深化提供实践经验ꎬ 通过先行先试的成

果ꎬ 可寻找各参与方在区域合作中利益汇合的突破口ꎮ 各地方省份在经济走廊建

设的早期收获计划中应首先选择自己的特色外向型产业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

点领域ꎬ 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积极参与经济走廊的建设中ꎮ 这类产业和企业具

备一定的比较优势ꎬ 如在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方面ꎬ 也可体现在文化、 传统等特

色上ꎮ
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历史、 外向型增长能力、 国际市场的现实需求与动态变化

是决定是否属于优先合作产业的最基本考察因素②ꎮ 经济走廊沿线的相关省区应

基于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科学评估ꎬ 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ꎬ 重点扶持支柱和特色产

业ꎬ 加强其外向型增长能力ꎬ 逐渐将这些领域的生产纳入中蒙俄经济走廊产业园

区的生产网络ꎬ 从而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产业群ꎬ 促成企业

聚集的经济效应ꎮ 通过延长产业链和对原料性生产的多次增值ꎬ 提高出口商品的

技术含量和附加值ꎬ 以支柱型产业和地区优势行业为突破口ꎬ 以企业为主力军ꎬ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③ꎮ

另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政府基于自身优势和意愿所制定的安排不仅存在

着利益共同点ꎬ 同时在不同偏好之间由于利益的重合不免导致竞争关系ꎮ 有关研

究表明ꎬ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行为较为严重ꎬ
区域一体化过程缓慢ꎮ”④ 地方政府间的对内竞争在跨境区域经济合作中表现为

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在政策、 资金、 资源等方面的竞争ꎬ 对外表现为在跨境区

域合作项目、 优先性等方面的竞争⑤ꎮ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ꎬ 内蒙古、 吉林

和辽宁之间在跨境铁路通道建设上由利益的重合及优先性导致的竞争关系是这方

面的典型表现ꎮ 因此ꎬ 各方之间需进行协商ꎬ 统筹规划ꎬ 合理安排ꎬ 力图达到资

源的最优分配ꎬ 共同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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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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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收获是指参与全球或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ꎬ 在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与合作基础的情况下ꎬ
率先在减让关税、 降低非关税壁垒、 基础设施联通、 加强人文交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促进实质性合
作ꎮ 参见杨先明: «信任积累、 务实合作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推进»ꎬ 载 «学术探索»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杨先明: «信任积累、 务实合作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推进»ꎬ 载 «学术探索»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庞英: «内蒙古自治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ꎬ 载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开放加剧地方保护?»ꎬ 载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转引自张玉新、 李天孜: «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我国沿边地方政府行为分析»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张玉新、 李天孜: «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我国沿边地方政府行为分析»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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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强了解和信任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一个重点内容

由于蒙古的地缘特性、 生活方式、 人口结构、 文化属性ꎬ 加上历史和现实的

原因ꎬ 今天的蒙古人较普遍地对中国持有一种疑虑心理和消极态度①ꎮ 就对华心

理认知层面ꎬ 俄罗斯同蒙古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②ꎮ 尽管近年随着国家层面的共

同推动ꎬ 经贸合作迅速展开ꎬ 社会人员交流增加ꎬ 但双方人民之间真正的了解和

对对方文化的欣赏和学习仍然不充分ꎮ 根据国家旅游网 ２００９ 年的统计ꎬ 当年蒙

古赴中国人数达５７６ ７００万人次ꎬ 其中观光旅游者人数为２６ ５００③ꎬ 仅占全部人数

的不到 ５％ ꎬ 其余来访者大部分是因商务、 会议、 就医等其他目的来到中国ꎮ 根

据蒙古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调查公司圣马拉尔基金 (Сант Марал Сан) ２０１６ 年的

调查数据ꎬ 在蒙古最友好国家排名中ꎬ 中国排在第五位ꎬ 仅有 １ ３％ 的人选择中

国为最友好国家 (第一选项)ꎬ 而前四名分别是俄罗斯 (５９％ )、 日本 (７％ )、
美国 (６ ５％ )、 欧盟 (２ ３％ )④ꎮ 而在俄罗斯最友好国家的调查排名中ꎬ 中国也

只居第五位⑤ꎮ
两个国家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两个群体的互动ꎬ 民间层面的相互了解程

度和心理因素往往决定着两国关系的深度和牢靠度ꎮ 中蒙俄三国之间ꎬ 尤其在中

蒙与中俄之间存在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问题ꎬ 也正是因为互相了解不够深入ꎬ
使得一方仍倾向于以原有的针对另一方的历史偏见来描绘或想象对方形象ꎮ 这种

偏见在 “基本认知与动机因素的驱使下通过早期社会化和文化经验获得”ꎬ 从而

变成为一种 “惯性思维方式”⑥ꎮ 在蒙古ꎬ 针对中国人的偏见思维主要通过非正

式教育途径ꎬ 如家庭教育、 日常交流以及网络等各类媒体手段得以 “传授”ꎬ 成

为了一种 “日常知识”ꎮ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ꎬ 当今大部分蒙古人有关中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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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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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ａｐｌｏｎｓｋｉꎬ Ｔｒｕｔｈꎬ Ｈｉｓｔｏｅ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ｒｏ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ｌ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０４ Ｕｒｄｙｎ Ｅ Ｂｕｌａｇ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Ｆｒａｎｃｋ Ｂｉｌｌｅꎬ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ｅｅｖｅｓꎬ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ｄ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 王浩: «文化认同:
促进中蒙合作与发展的关键»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胡笳: «蒙古人心态复杂看中国: 经贸
交流增长迅速ꎬ 民间感情还不牢固»ꎬ «环球时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李玮: «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影响在俄中国形象的文化因素分析»ꎬ 载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张秀杰: «中蒙旅游合作及其发展策略研究»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Сант Марал Санꎬ Улс Төрийн Баромэтэрꎬ Ｎｏ １４ (４８) 
李玮: «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影响在俄中国形象的文化因素分析»ꎮ
Ｊｏｈｎ Ｍ Ｌｅｖｉｎｅ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 Ｈｏｇｇ ( ｅｄ)ꎬ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 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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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带有浓厚的 “想象” 之色彩ꎬ 并非通过实际经验获得ꎮ 同样ꎬ 即使在华人

较多的外贝加尔地区ꎬ 大部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很少接触或不接触ꎬ 说明该地区

人们对华认知的主要渠道可能主要靠间接认知的方式①ꎮ
显然ꎬ 媒体在中俄和中蒙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这种作用是正面积极的

还是消极作用还有待商榷ꎮ 随着中国对蒙古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和前几年在蒙古较

多发生的华人违法事件的增多ꎬ 蒙古媒体往往夸大报道内容的负面效应ꎬ 一则报

道往往在短时间内从一家媒体被分享到多家媒体ꎬ 从一种形式媒体到多种形式媒

体ꎬ 迅速地产生一种 “滚雪球” 效应ꎬ 本来一个普通的民间分歧往往会被放大

到全体中国人层面加以评论ꎬ 从而引起蒙古民众的广泛关注ꎬ 使中国在蒙形象受

到损害ꎮ 另外ꎬ 在蒙古媒体报道中介绍中国文化、 经济社会现状的报道相对而言

并不多见ꎬ 深度报道更少ꎬ 报道最多的是涉及犯罪与法律、 官方访问、 经贸合

作、 矿产资源开发和社会趣闻方面的内容ꎮ 同样ꎬ 俄罗斯媒体惯于挖掘中国社会

文化的阴暗面ꎬ 倾向于突出报道有关中国人犯罪、 矿难、 移民问题等负面事件ꎬ
并常伴有 “中国威胁论” 的论调②ꎮ

以上情况说明了在中国同俄蒙的关系中媒体没能够发挥积极作用ꎮ 当今时代

是信息时代ꎬ 各种媒介是这些信息的承载者和传播者ꎮ 所以如何发挥好媒体在双

边关系中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各方都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 蒙古媒体应注意报道

的客观性和准确性ꎬ 同时需加强两国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 从而建立正确的舆论

导向ꎬ 扩大相互的客观宣传ꎮ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蒙古时所强调的ꎬ “中
蒙是邻居ꎬ 彼此不需要用第三方的望远镜来看对方ꎬ 要加强两国媒体交流ꎬ 增进相

互了解ꎮ” 另一方面ꎬ 双方宣传机构和媒体应该加强对对方政治经济尤其是人文社

会现状的介绍ꎬ 同时应注重报道的深度分析ꎬ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评论上ꎮ
中国同俄蒙关系中出现的心理认知层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持续性和顽

固性ꎮ 所以ꎬ 正如杰维斯提出的ꎬ 人们往往低估原有知识对现有认知取向的影

响ꎬ 所以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ꎮ 由于原有的认识对知觉的形成有着十分重大的作

用ꎬ 如果行为体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比如他要说服对方相信自己不具不良

意图)ꎬ 他就应该意识到ꎬ 这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某一种正面行为ꎬ 并

且 /或者表现出某种重大的行为ꎬ 同时还要做好心理准备ꎬ 因为这种行为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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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丽: «俄罗斯民众对华认知的新趋势»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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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仍被别人误解①ꎮ 怎样保持一种持续的良性互动成为目前双边

关系的关键所在ꎮ

结　 语

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存在着 “双轮驱动” 的互动关系: 即中俄蒙合作与中日

韩合作②ꎮ 由于东北亚区域的特殊性ꎬ 很难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ꎬ 所以推进这一地区的次区域合作可能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间的多边合作ꎮ
次区域合作具有主权成本低、 经济风险小、 依靠边境省份的推进作用和企业的功

能性一体化动力等特点ꎮ 从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视角来看ꎬ 中蒙俄三边合作正在

准机制化的道路上前进ꎬ 在公共服务领域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方面已建立了若干

合作项目ꎮ 然而ꎬ 鉴于次区域合作的本质特征ꎬ 中蒙俄经济走廊在机制化的道路

上不会走得太远ꎬ 将继续保持弱制度化和规范性ꎬ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合作

的务实层面ꎬ 放在具体项目的实施上ꎮ 在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阶段ꎬ 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ꎬ 因为这是强化合作与沟通的硬件基础ꎮ 另外ꎬ
由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尚处在发展初期ꎬ 所以在机制建设方面仍以各国政府主

导为主ꎮ 在未来的发展中ꎬ 应最大程度地发挥边境省份的主要推动角色和企业的

功能性主力军作用ꎮ 同时ꎬ 在中俄与中蒙关系中ꎬ 文化—心理层面的认知水平同

双边关系的定位高度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成果不相匹配ꎬ 这就需要三方间把人文交

流作为经济走廊的一个重点推进领域ꎬ 从而为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较好的心理—
情感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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