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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俄蒙地区合作制度模式及战略研究》共分九章：第一章是国际区域合作的理论探索；第二章
系统分析了中俄蒙地区各国的历史文化平等基本情况和各国之间合作的新动向和未来合作的潜力及中
俄蒙区域在投资等领域合作的现状；第三章全面分析了中俄蒙地区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本原因；
第四章全面剖析了中俄蒙地区合作发展的内外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五章重点分析了对中
俄蒙地区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第六章把中俄蒙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做了分析；第七
章提出了中俄蒙地区合作的总体规划思路；第八章创建了中俄蒙地区合作的制度模式；第九章探讨了
中俄蒙区域合作制度化的可行性路径，提出了深化合作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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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蒙之间虽然已经建立了政治互信，但其基础薄弱。
蒙古国尽管认为优先发展中俄两大邻国的睦邻关系至关重要，但因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对中俄两个
邻国都不放心，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戒心。
所以，选择了积极发展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甚至视美国为“第三邻国”，这样不仅能够使蒙古
国获得西方大国的政治支持、军事和经济援助，又能借助大国的力量牵制中俄，达到维护本国的独立
与安全的目的。
蒙古国佛教界同达赖喇嘛的特殊关系，历史上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其他13位活佛转世等问题，是一个敏
感问题。
自1990年以来，达赖喇嘛应蒙古国佛教界的邀请4次访蒙。
此外普通蒙古国民众的对华戒心，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由于蒙古国与中国有着较深的特殊历史渊源，蒙古国民众内心深处是排斥与中国拉近距离的。
在此背景下，蒙古国的反华事件屡有发生，2003年11月，中国民航总局高层访问团到蒙古国参加双边
通航的纪念活动，访问团部分成员在乌兰巴托一家饭店用餐时遭蒙古国醉汉殴打，而蒙古国警察接报
抵达现场后，部分警察也加入殴打行动。
2005年11月26日，在蒙古国的中资企业遭到“泛蒙古国运动”部分成员的袭击，造成财产损失，这些
不和谐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八、俄蒙边远地区资源开发和进出口困境 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南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运
输、水、电等基础设施差。
通过访谈了解到，俄罗斯远东和蒙古国沿边大多数矿点不通车、不通电、无水、无通信、无房舍，开
发蒙古国矿产资源要受蒙方口岸的运输条件以及矿区周边交通运输、电力等条件的制约。
如内蒙古自治区庆华集团开发蒙古国那林苏海特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由于运输能力和电力供应等因
素影响，生产能力无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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