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恳请纳入国家、自治区“十四五”规划的重大
项目名单及说明材料

  一、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阿拉善盟—湖南特高压外送通

道、阿拉善—包头—乌兰察布的区内交流特高压工程列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争取早日启动实施。

二、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中蒙俄”国际经贸新通道项

目列入国家国家“十四五”规划。

三、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乌贺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

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争取早日启动实施。

四、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阿拉善黑河流域额济纳绿

洲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五、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阿拉善民用机场建设项目

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六、需协调国家发改委，将国家常规武器装备综合试

验验证中心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阿拉善盟至华东（华中）高压电力外送



通道项目说明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

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作好，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

势，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充分

利用我区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周边地区的

差异优势，统一整合全区能源资源产业，科学超前规划布

局，形成即有分工，又互为补充的统一联动的现代能源体

系，是我区发展现代能源经济的基本路径。阿拉善盟有着

富集的风、光、热资源禀赋，风光热综合新能源基地已被

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阿拉善盟-

上海庙 160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阿拉善

左旗贺兰山 2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等重大新能源项目相继

实施，有力推动了国家级新能源基地建设，但由于阿拉善

盟新能源基地国家没有配置特高压外送通道，严重限制了

阿拉善盟风光执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

主要制约瓶颈，所以计划十四五期间加快实施特高压外送

通道。

一、特压电力通道建设思路及目标

（一）建设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京津冀

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以完善能源布局、加强能源合作、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为目标，以阿拉善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

节点，以交通、能源通道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我盟与京

津冀及长江经济带的合作，促进与蒙古国及中亚的经济合

作，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强阿拉善电网智能化建设和

电力外送通道建设，建成国家近零碳排放综合示范区，保

障京津冀地区及长江经济带能源供给，为国家产业结构调

整、大气污染防治做出积极贡献。

（二）建设目标

1.到 2025 年，建成阿拉善盟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

阿拉善盟新能源基地规划新增装机 2260万千瓦，包括风电

1220万千瓦、光伏 510万千瓦、光热 530万千瓦。其中通

过集宁-包头-阿拉善盟敖伦布拉格-华中（华东）±800千伏

直流特高压电力通道规划外送 1450万千瓦。

2.到 2030 年，建成电力消费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阿拉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要居于全国前列，率先实

现可再生能源应用全覆盖。到 2030 年，阿拉善 100%的电力

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全面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

保障体系。

3.建设能源互联网高新技术开发服务体系，为国家可再

生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互联网+”智慧能源为技

术核心，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管理技术及储能技术，弥



补可再生能源间断性缺陷，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传输、

转换和使用的稳定性和智能化水平。以配套的特高压电网+

泛在智能电网为载体，实现“北风、南水”的互补，为全球能

源互联网提供技术示范。

    4.推动产学研结合，打造人才高地。加强科研、管理和技

术人才培育，鼓励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在阿拉善建设研究

平台或教育基地。创造有利环境，吸引大型可再生能源企

业研发基地在阿拉善落户。在全盟普及可再生能源知识，

做到人人懂可再生能源，人人宣传可再生能源，提高全盟

零碳意识，为综合示范区源源不断提供人力支撑。

二、通道建设及投资

依据阿拉善-上海庙-山东特高压线路，新建集宁-阿拉

善盟—湖南（河南、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

主要通过集宁、包头、阿拉善盟、西安、荆门等地，在湖

南、安徽等地落地。线路长约 2400 公里，投资 360 亿元。

三、建设意义

（一）建设阿拉善盟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有利于

推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建设阿拉善盟新能源产业基地将有助于调整国家能源消

费结构，推进能源供给革命，建立能源资源富集地和能源

资源重要消费市场紧密结合的可再生能源、储能、输电通



道、能源市场“四位一体”的能源合作新模式，将为加强地区

能源合作、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做出积极贡献。

（二）建设阿拉善盟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有利于

加强与蒙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联互通

蒙古国煤炭储量达 3000 亿吨，南戈壁省沿边地带控制

的煤炭储量约 73 亿吨。其中：那林苏海特煤田距我盟策克

口岸直线距离 46 公里，初步探明该矿地质储量为 16 亿吨以

上；额尔登布拉格煤矿距我盟乌力吉口岸直线距离 20 公里，

初步探明该矿地质储量为 20 亿吨以上，因此，可发挥我盟

内引外联的枢纽作用，将蒙古国的火电及阿拉善盟的风电

光电通过特高压线路远距离送入国内负荷中心，以此推动

我国与蒙古国在能源领域中的互联互通。

（三）建设阿拉善盟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有利于

发挥阿拉善盟对于西部地区的生态屏障作用

阿拉善盟是内蒙古自治区面积最大的盟市，是横亘在

北疆的天然屏障，肩负着重大的生态安全责任。阿拉善盟

属北温带大陆腹地，是中国沙漠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生态

环境脆弱，也是国内最大的沙尘源地。阿拉善盟的生态环

境不仅关系到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还直接影响到毗邻地

区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等商品粮基地以及京津

冀地区的生态安全。因此，建设阿拉善盟风光热综合新能



源基地有利于加强我盟的生态综合治理，遏制生态环境的

进一步恶化，对于整个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均具有重要的生

态意义。

（四）建设阿拉善盟新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有利于

打造守望相助、团结互助的祖国北疆风景线

内蒙古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长期以来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守卫祖国边疆，保持了民族团结

边疆安宁、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开发建设阿拉善盟风光

热综合新能源基地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

使新能源产业成为带动我盟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阿拉善盟中蒙俄经贸新通道建设项目
说明材料



一、项目构建思路及重要意义

（一）构建思路

中蒙俄经济走廊-阿拉善盟国际经贸新通道,就是构建一

条贯穿西部、纵贯南北，外部北向蒙古、俄罗斯，南向东

南亚、南亚，内部联通欧亚大陆桥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

经贸新通道。结合中蒙俄现有口岸情况，以重点城市为中

转，以口岸城市为节点，依托现有铁路、公路、港口等基

础设施，全面对接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以及俄罗斯跨欧亚

大铁路，形成以运输为主线，以能源管道、电力工程为支

撑的国际经贸新通道。

（二）重要意义

中蒙俄经济走廊-阿拉善盟国际经贸新通道，是国内国

内线路段是沿中国地理的中轴线路，是从俄罗斯乌兰乌德

和蒙古乌兰巴托进出口货物最短的通道，与“长江经济带”水

运通道、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形成互补并交叉，与中国-中

南半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能够构成一条新的横贯南北的

东亚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资源禀赋互补、人文交流紧密

的贸易带，对提高西部内陆开放格局，对提升贸易流通效

率、降低货物流通成本，推动南北资源禀赋流通及优化配

置等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对提升东亚贸易和人文交流的紧

密度，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图 1 中蒙俄经济走廊通道现状

二、通道建设内容

新通道基本走向为南北走向贯穿我国西部地区（内蒙、

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经乌

力吉口岸北向连接蒙古、俄罗斯，经中卫、西安，经过重

庆连接长江经济带，南向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陆海

新通道联通东南亚，从而形成第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陆桥。

沿途辐射呼包银榆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天水经济区、成

渝双城经济圈等。



（一）铁路通道

经乌力吉口岸 -巴彦浩特 -中卫（宝中铁路）-宝鸡（宝

成铁路）-广元（兰渝铁路广元至重庆段）-重庆连接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同时建设敖伦布拉格-策克口

岸-达兰扎德嘎德铁路、敖伦布拉格-甘其毛都口岸-达兰扎

德嘎德铁路作为两个副通道，与乌力吉口岸出境主线铁路

构成“一轴两射”通道布局。



图 2 规划通道段铁路示意图

（二）公路通道

从乌力吉口岸出发、向南经过巴彦浩特、银川、平凉、

宝鸡、重庆，再由重庆的多条通道达到云贵川地区、长江

经济带等地区。已由多条高速公路及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并且几乎贯穿整个西部地区的银昆高速（G85）将在 2030

年通车，与银川-乌力吉口岸公路连接，构成新通道公路通

道。

（三）航空通道

构建“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银川-西

安-重庆-贵阳-昆明（南宁）”的航空客运干线，开通阿拉善

左旗-北京、上海、兰州、成都、武汉、乌鲁木齐、广州、

郑州等通道客运支线，打造阿拉善盟国际经贸新通道高端



商务出行和全域旅游新路径，形成通道内完善的国内客运

网络。构建策克（乌力吉）口岸-敖伦布拉格镇科泊尔滩

机场-银川-西安-重庆-贵阳-昆明（南宁）的航空货运干线，

开通敖伦布拉格镇科泊尔滩机场-北京、上海、成都、武汉、

广州、郑州等通道航空货运支线，成为战略性资源的南下

纺织品、机电、建材、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品北上的通

道。

 通过公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策克口岸、乌力吉口岸为

窗口，以策克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乌力吉口岸跨境经济

合作区、敖伦布拉格中蒙合作工业园区为依托，将两个对

蒙口岸进入的资源在三个园区进行物流配送和生产加工，

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国际物流集聚区、能源输出基地和过

境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三、重大项目建设规模

（一）乌力吉口岸-中卫铁路建设项目

向南经巴彦浩特、宁夏银川市、陕西宝鸡市，到达重

庆市接长江经济带和我国南部路网，需新建乌力吉口岸-巴

彦浩特-中卫铁路 483 公里。该区域主要为沙漠、荒漠地貌，

地势起伏较小，基本以铁路路基为主，桥隧比例低。近期

总投资约 92 亿元。

（二）新建机场项目

新建机场包括乌力吉口岸机场、阿拉善梦想航空机场、



敖伦布拉格镇科泊尔滩机场、巴丹吉林沙漠机场、额济纳

旗策克口岸机场等 5 个。其中规划敖伦布拉格镇科泊尔滩机

场等级为 4D、乌力吉口岸机场、阿拉善梦想航空机场、巴

丹吉林沙漠机场、额济纳旗策克口岸机场等级为 4C，估算

投资总费用 45.43 亿元。

（三）公路通道

规划通道利用银昆高速银川-重庆段，只需考虑乌力吉

口岸-银川段。目前乌力吉口岸至京新高速连接线（二级公

路）已于 2018 年 8月 20日完工，乌力吉苏木通过 S218 省

道及银巴高速公路即可到达银川，S218 省道（巴吉一级公

路）也于 2016 年完成改造。因此短期新建工程量与改扩建

工程量暂无。

（四）能源管道

建设石油 1号通道线路：蒙古国南戈壁省那林苏海到经

阿拉善盟策克口岸 46 公里，策克口岸——额济纳旗——甘

肃酒泉市 470 公里，共 516 公里，投资金额约为 7.32 亿元。

石油 2号通道线路：蒙古国南戈壁省到苏宏图直线距离约为

258.22 公里，苏宏图-诺尔公-巴彦浩特—长庆油田 572 公里，

共 830.22 公里，投资金额约为：11.78 亿元。

建设天然气 1号通道线路：蒙古国南戈壁达兰扎德嘎德

到策克口岸 274.16 公里，策克口岸到额济纳旗 77.5 公里，

连接至西气东输五线阿拉善盟段，共 351.66 公里，投资金



额约为：16.36 亿元。

天然气 2号通道线路：北起蒙古国南戈壁省艾马克区域

经阿拉善盟乌力吉口岸入境接苏宏图，连接至西气东输五

线阿拉善盟段，直线距离约为 258.22 公里。投资金额约为：

12.02 亿元。

（五）电力通道

中蒙输变电工程，蒙古国乌兰巴托—阿拉善盟

±800KV，输电能力 8GW，线路长度约 1005.34KM，工程的

投资额约为 120 亿元。

（六）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

1、策克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建立中蒙策克—西伯

库伦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规划用地面积 20万平方米，总

投资 2.9 亿元。

2、乌力吉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1）设立乌力吉口

岸跨境经济合作区。规划面积约 60平方公里，中方区域 30

平方公里，蒙方区域 30平方公里，估算总投资 303.7 亿元。

建设现代物流产业园：规划面积 9万平方米，估算总投资 6

亿元。

3、敖伦布拉格中蒙合作工业园区。中蒙合作工业园

区，并在园区中设立国家级保税区。规划建设面积 12平方

公里，总投资约 4 亿元；建设现代物流园：规划面积 10万

平方米，总投资 6.7 亿元。



五、新通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国家政策支持，将新通道发展提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项目库

站在亚欧大陆看，规划新通道区位优势明显，连通多

条跨国经济带（走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二欧亚

大陆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陆海新通道，及目前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成为唯一沟通东亚大陆南北的大通道，推

动几条经济带（走廊）的互动和发展，是构建“一带一路”发

展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脉，应是东亚大陆的战略发展高地。

所以，将规划新通道的建设、发展提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高度进行推动，建议成为国家“十四五”建设项目，是新通

道较快较好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以国家层面签署通道合作框架协议，为落地奠

定基础

新通道能迎合东亚各国对应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区

域经贸诉求。2018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

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谈判进程。如能在诸如广西举行的中国－东盟

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019 年的东亚合作

系列外长会议等一系列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或出访的重要会

议上，与东亚各国及蒙俄领导人推动新通道的合作和发展，

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为落实新通道发展奠定基础。



（三）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新通道在公路和铁路方面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

基础，但仍不能很好的满足和支撑规划通道建设的需要。

阿拉善口岸至蒙古国矿区仍以公路运输为主，运输能力和

运输效率较低；中国东南亚之间的经贸合作紧密，经贸通

道比较完善，但中蒙俄之间的铁路联系处于比较单一和断

续化的状态，大力发展新通道的话，铁路建设需要加快并

网络化以提升铁路运输能力。中蒙间的铁路建设已经规划，

蒙俄之间的铁路建设也需要加强。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近年来中蒙俄贸易额达到

70多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占比 70左右，主要货物类型为

矿砂及能源。此外，根据预测 2035新通道的货运量将达到

10148.9-13509万吨。通道完全成熟的衔接南北经济走廊以

后，货运量将更大。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更高才能

支撑新通道有效率的周转货物。

将新通道建设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采用 PPP建设

模式，对拉动国内需求，提升规划通道服务能力及沿线各

省市内陆开放水平有重要作用。

（四）借鉴长江经济带及“渝新欧”通道经验，建立通道

沿线的沟通协调机制



借鉴长江经济带的经验，建立新通道中央领导小组，

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国家发改委设立办公室，制定和指

导规划通道的协调发展规划。各省市以省市领导为组长建

立地方领导小组，主要落实、实施和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主要是按照区域资源禀赋条件和功能定位，合理的布局产

业发展和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协同和产业升级，依托各节

点的辐射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鼓励建立相应

的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积极协调产业转移和跨区域产业

合作或园区合作，实现区域的梯度发展、协同发展和联动

发展。

国际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可借鉴“渝新欧”运输通道的经验，

建立各国运输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简化运输流程、建立跨国

海关国际协调机制，简化报关报检流程、建立货量与运价

挂钩的量价联动机制，协调运价。

（五）加快推动乌力吉口岸建设，提升节点通行效率

及服务能力

在新通道建设中，口岸是重要的节点，也是可能影响

货物流通和周转效率的主要瓶颈。乌力吉口岸仍在建设之

中，因此，加快推进乌力吉口岸建设，提高乌力吉口岸的

吞吐能力和通关效率，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和对内对

外的开放、联通和辐射至关重要。

根据国家规划及新通道发展潜力，乌力吉口岸应该对



口岸的通关规则及口岸规划做良好设计，加快推动铁路进

入口岸，提升口岸的通行能力和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的配

套的资源加工园区、物流园区和交通编组站场；建立敖伦

布拉格建立国际物流保税园区，推动货物流通贸易；依托

阿拉善的地理条件，建立能源加工和储备基地。

（六）建立地方合作的国际“朋友圈”，加强地方合作交

流

2016 年在重庆举办的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上发布了

《重庆宣言》，一致认为：各城市应以积极的姿态和务实

的举措，创新友城交往途径、范围和领域，促进友城人才

资本、货物、服务高效流通等。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

同出席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时表示：以 2018 年和 2019 年

时中国和俄罗斯地方合作交流年为契机，提升互联互通水

平，实现合作精准对接。

加强与新通道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的友好关系，建立

国际“朋友圈”，合作交流中实现互联互通和贸易提升。推动

内蒙古、重庆等沿线城市与蒙俄的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

州等建立国际友好城市。



“乌贺原生态屏障工程”说明材料

一、“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项目安排总体考虑

2016--2018 年，盟发改委委托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研究团

队完成了《乌贺原生态保护研究》课题。研究发现，乌贺

原（乌兰布和、贺兰山、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是乌兰布和

沙漠下风口沙尘暴的直接源头，对黄河、河套平原农业区

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构成直接的风沙威胁，常年危及宁夏银



川、乌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盟、陕西榆林等

地区。乌贺原地区，不仅是内蒙古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要塞，也是贯彻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需要。

二、项目拟建设内容和布局重点

1、西部乌（乌兰布和沙漠）雅（雅布赖山）巴（巴丹

吉林沙漠）工程。对乌兰布和沙漠植被覆盖度小于 10%的

流动沙丘、沙地等，在沙地固定后根据实际条件，选取生

物治理可行性较高的区域进行人工造林。

2、中部贺（贺兰山）乌（乌兰布和沙漠）狼（狼山）

工程。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一定范围实施封沙育草；在黄

河东岸乌海境内采取围栏封育和人工增加植被相结合的方

式，对沿岸分散沙地进行全方位治理；对属于贺兰山余脉

的千里山和岗德格尔山原生植被实施封禁保护。

3、东部鄂（鄂尔多斯高原）库（库布其沙漠）毛（毛

乌素沙地）工程。在原有造林的基础上进行补种、延伸、

扩建，将防护林由线变网、由网变区；采取综合措施，优

选适宜当地环境的树种和草种，建成乔、灌、草结合，植

被丰富、防护稳定、完整强大的生态屏障纵深体系。

4、应急分洪设计分洪（凌）流量为 230m3/s；引渠段长

度 3.17km；分洪闸 5孔，分洪渠长度 36.94km。

5、建设科研基地，林草防护带，生态无污染绿色农产



品及牧草及配套养殖业。

6、养护管理配套工程。根据“乌贺原”地区的气候、土

壤、物化性能、土地利用等特点，实施包括草的野外管理

收割利用、种籽采收利用等以及幼林管护和成林管理。

7、供给水配套工程。主要利用黄河水资源，确保生态

修复植被成活。

三、项目初步实施方案

已委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编制《“乌贺原生态屏

障工程”规划建设方案》，黄委会已编制完成《黄河防汛

（凌）生态应急分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概算总投资

1087 亿元，争取国家投资 1070 亿元，地方出资 1 亿元，社

会资本出资 15 亿元，信贷融资 1 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安

排 256.5 亿元。由于沙漠生态治理工程，投资大、见效慢、

回收周期长，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和政策的倾斜。

四、下一步推进实施的措施建议

一是乌贺原涉及地区多，需共同推进规划编制工作；

二是积极协调自治区发改委，将“乌贺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

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内蒙古阿拉善黑河流域额济纳绿洲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说明材料

（打捆项目）

一、“十四五”期间重大工程项目安排的总体考虑

额济纳绿洲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一道生态屏障，也是国

防科研和边防建设的重要依托。黑河生态水量调度实施以

来，黑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局部地区还发生了明显改善。为巩固黑河流域建设成果，



“十四五”期间，计划实施黑河流域额济纳绿洲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黑河一期治理建成的工程水闸和衬砌渠道过流能力小，

闸口尺寸小，与目前大流量短时间集中下泄的现状来水极

不相匹配，春季开河非常容易造成河道冰凌淤积，大面积

冰块堵塞闸口，容易出现河水漫顶冲毁水利工程的现象，

难以真正实现全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黑河流域额济纳

绿洲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实施，既能增加现有的调水系统

的保证率，又能对黑河下游的生态灌溉进行监测，并为全

国有生态灌溉的类似区域提供经验。

三、项目建设内容和布局重点

额济纳旗居延海水生态应急修复工程、水闸自动化控

制系统、水闸除险加固、安全饮水及供水工程等。

四、项目初步实施方案‘预计开工和建成时间、预计进

展安排和完成总投资比例。

项目总投资 6.9 亿元，申请国家投资 6.9 亿元，预计开

工时间 2021 年 1月，建成时间为 2025 年 12月，“十四五”期

间投资 6.9 亿元。

五、实施组织方式和推进部门及责任地方

项目实施的建设部门由阿拉善盟黑河管理局负责，项

目推进部门由水利及发改部门共同推进，项目的责任地方



为额济纳旗人民政府。

六、下一步推进实施的措施和建议

黑河生态水量调度已实施 20 年，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

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科学合理调节河道下泄水量的

时空分布，真正优化配置黑河有限水资源，在额济纳绿洲

植物复苏、生长最需水的季节保障配水灌溉，尽快启动并

实施黑河二期治理工程。

阿拉善民航机场建设项目说明材料

阿拉善盟民航事业起步较晚，“十二五”以来，阿拉善盟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民航

局的战略部署，以深入推进机场建设为平台，以提升民航

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重点，在 2008 年 11月承担了阿拉

善盟三个通勤机场试点项目的前期报批工作，三旗通勤机

场于 2012 年 8月开工建设 2013 年 12月 17日正式通航，

结束了我盟没有民航的历史。“十三五”期间，阿拉善盟开展

了通勤升级支线机场及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在各

项前期工作基础上，“十四五”期间建议实施阿拉善民机场建



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以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三个通勤机场

为基础，实施通勤机场升级改造，将三旗机场升级为支线

机场，同时逐步建设通用机场，提高阿拉善盟民航机场通

达能力，组建阿拉善通用机场群，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

促进阿拉善民航业发展，为阿拉善“走出去”、“引进来”奠定

了坚实基础。重点实施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

场项目、阿拉善右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和额济

纳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通用机场建设优先建

设阿拉善左旗乌力吉口岸通用机场、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

沙漠信息中心通用机场项目。

二、“十三五”发展概况及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十三五”期间，阿拉善拥有 3 个通勤机场，是国内拥有

颁证民用机场（运输）最多的地级行政区。3 个机场飞行区

等级分别为 3C，其中，阿拉善左旗机场现有 2400米×45

米跑道，3 个机位站坪，1507平方米的航站楼；阿拉善右

旗机场现有 2400 米×30 米的跑道，2 个机位的站坪，

480平方米航站楼；额济纳旗机场现有 2000米×30米的

跑道，2 个机位的站坪，480平方米航站楼。全盟通用机场

建设逐步推进，阿拉善左旗乌力吉口岸通用机场和阿右旗

巴丹吉林沙漠信息中心通用机场已开展前期工作。



阿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支线机场项目已完成《内蒙古阿

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评审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将《关于阿左旗通

勤机场升级为支 线机场项目立项的请示》（内政报

〔2019〕45号）上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进行审批。阿拉

善右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和额济纳旗通勤机场

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正在开展项目预可研编制工作。

阿左旗乌力吉口岸通用机场项目。该项目由阿左旗政

府承担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预选场址和飞行程序设计，

西部战区作战处、航管处于 2017 年 12月 15日、2018

年 1月 19日组织召开技术咨询和空域协同会议，对乌力吉

口岸通用机场选址给予初步认可，对拟选场址空域环境进

行了研究论证并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要求。下一步将加快落

实军地协议签订，同时报请华北民航局召开评审会议。

阿右旗巴丹吉林沙漠信息中心通用机场项目。该项目

由阿拉善右旗政府承担前期工作，目前已完成选址报告的

编制工作，正在就空域问题与军方对接。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阿拉善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后，有利于改善机场

运行保障条件，增开更多的航线航班，拓展航空服务范围

适应航空运输市场发展需求；有利于改善阿拉善对外交通

条件，推动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



利于提升阿拉善民航服务水平，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便捷出

行；有利于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对提高驻军机动能力

和综合保障能力，处置紧急突发事件，加强国防建设有着

重要意义。

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已列入《中

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目前正在办理前期

申报工作，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够开工建设。阿拉善右旗通

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和额济纳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

线机场项目已列入《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2025

年）》，“十四五”期间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并推进实施。

阿拉善左旗乌力吉口岸通用机场和阿右旗巴丹吉林沙

漠信息中心通用机场项目已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时

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目前仅开展前期工作，“十四五”

期间可继续推进。

四、项目建设内容和布局重点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三个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建

设两个通用机场，初步构建阿拉善民航机场运输网络。建

设内容为：升级后阿拉善三旗机场性质为民用支线机场，

飞行区等级指标 4C。适用机型为 A320、B737系列飞机

和MA60、CRJ200、CRJ900、EMB145等国内各类支线

飞机。机场跑道加长新建航站楼、航管楼、站坪等并配套

建设空管、供电、供水、供油等设施。通用机场主要建设



跑道、直升机坪及其它配套设施。

五、项目初步实施方案‘预计开工和建成时间、预计进

展安排和完成总投资比例

阿拉善民机场建设项目实行整体推进，分步实施方案。

阿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支线机场项目预计 2021 年可开工建设；

阿拉善右旗通勤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和额济纳旗通勤

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预计“十四五”可完成项目前期工作，

争取于 2025 年立项实施。

阿左旗乌力吉口岸通用机场项目和阿右旗巴丹吉林沙

漠信息中心通用机场项目预计 2022 年可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 15.98 亿元，申请国家投资 12.78 亿元

（80%），“十四五”期间投资 15.98 亿元。

六、实施组织方式和推进部门及责任地方

项目实施的建设部门由阿拉善盟铁路航空管理中心负

责，项目推进部门由发改、三旗人民政府和阿拉善盟铁路

航空管理中心共同推进，项目的责任地方为三旗人民政府

和阿拉善盟铁路航空管理中心。

七、下一步推进实施的措施和建议

由于升级支线机场项目审批层级高，前期手续办理周

期长、子项目报批环节较多、沟通协调难度较大，需加强

项目前期协调力度。同时由于地方财力有限，机场建设和

运营不能很好开展，建议加大项目前期资金支持力度，加



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国家常规武器装备综合试验验证中心项目
说明材料

一、“十三五”时期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阿拉善

分院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十三五”以来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阿拉善分院

在阿左旗已建成了中远程发射阵地、防空反导阵地、高能

毁伤试验场。火箭橇试验场已经建设了值勤警戒区、装备

保障区、指挥控制区、总装调试区、直升机及无人机区、

发射测试区、装备储存区、大型表演观礼台、部队演训区、

静爆试验区及相关水电路讯等配套设施。国家常规武器装

备综合试验验证中心承担国内各类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

表演和外贸定型等任务，任务量占该院全部任务的 60%以

上，2016 年至 2019 年以来共接待武器装备测试人员 60万

人次。



二、“十四五”时期重大项目可行性、必要性以及项目建

设内容

（一）项目安排总体考虑

“十四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武器装备实战化能力生成仍面临严峻的形势，装备试验

鉴定总体水平不高，与装备建设创新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面对武器装备实战化考核验证迫切需要，建设规模和能力

匹配的国防科技工业试验测试体系，大幅提升武器装备实

战化综合性能考核条件手段和核心能力，支撑和带动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成为满足国家军事战略需要的迫切需求。

该项目拟放入国防工业系统十四五及中长期规划。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

该项目围绕新型武器装备发展、装备试验鉴定改革以

及国防工业建设迫切需求，充分挖掘兵器集团丰富的试验

场基础资源，面向国防工业试验测试长远需求设计发展，

顶层规划能力布局，统筹开展条件建设，形成综合与特色

兼顾的试验测试体系。目前项目正在编制完善可行性研究

报告。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初步实施方案

该项目建设内容以性能验证试验为主体、适度参与性

能鉴定试验，一是面向全国防工业提供常规武器装备科研

试验和技术服务，保障新型装备研制；二是支撑各军种新



型装备状态鉴定，提供精准可信的数据服务；三是面向军

事智能等前沿颠覆性技术及装备，提供试训条件，促进新

质作战能力形成。适度参与作战试验和在役考核，充分利

用性能试验条件，补充构建作战试验环境，向装备作战效

能、作战适用性、体系贡献率评价适度延伸，一是为各军

工集团装备体系提供作战试验预演服务；二是为各军种装

备作战试验、在役考核提供条件保障。

以 051基地阿拉善远程试验区为依托，构建实装试验条

件、内场试验条件、火箭橇集群试验场、试验测试研究条

件等先进试验和研究条件。

实装试验条件方面。开展军事智能装备陆空电试验场、

超远程试验场、弹药安全性试验综合试验场、海上试验场

空基试验场建设，补齐国家试验条件短板；系统开展环境

构设、指挥控制、测试测量、分析评估、综合保障等智能

综合试验条件建设，形成“地域分布、逻辑一体”的试验场区

群和体系能力。

内场试验条件方面。采用模块化、层次化的体系构建

思路，构建模型库（装备作战实体模型、战术类模型、行

动类模型、毁伤模型、战场环境模型等模型）、数据库、

基础网络子系统、基础资源管理子系统、试验任务管理子

系统、试验运行管控子系统和综合评估子系统等条件，快

速形成“虚实体系、内外联合”硬件条件和技术能力。



火箭橇集群试验场方面。加强火箭橇试验技术开发和

应用推广，在现有 16km高精度试验滑轨的基础上，补充建

设高超声速火箭橇专用滑轨、磁悬浮加电磁助推新型火箭

橇滑轨、径向大过载模拟火箭橇滑轨等一批新型专用滑轨

设施，进一步扩展火箭橇试验容量，形成“多条多用、集中

保障”火箭橇集群，打造中国火箭橇试验中心。

项目一期工程预计 2021 年 10月份开工建设，2022 年 6

月份建成。概算总投资 230 亿元，中央财政拨付 230 亿元。

预计“十四五”期间投入 69 亿元，每年计划完成投资 13.8 亿

元。

三、项目投资计划及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措施

（一）投资计划和组织方式、推进责任部门

该项目投资来源为中央财政拨付。“十三五”期间累计投

资达 16 亿元，预计“十四五”期间完成投资 69 亿元，“十四

五”以后投资 161 亿元。预计新增建设用地 143346亩。该项

目为中央财政拨付，对地方政府债务没有影响。该项目由

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实施，责任部门为中国兵器

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阿左旗政府，责任地方为阿左旗。

（二）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措施

    该项目目前存在在颠覆性因素是农牧民安置搬迁程序多、

周期长，土地征转手续办理难度大。下一步措施：一是抓

紧编制完善项目可研报告。二是协调阿左旗政府积极开展



农牧民安置搬迁等前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