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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口岸助推内蒙古自贸区创建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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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智慧口岸作为新型口岸形态，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实现口岸作业的专业化、自动化、信

息化和智能化，已成为提升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强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内蒙古自贸区地处我国

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智慧口岸的建设与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紧密相连。本文旨

在探讨智慧口岸在助推内蒙古自贸区创建中的重要作用和内在逻辑，并从技术、产业、监管、服务等多个角度提出智

慧口岸助推内蒙古自贸区创建的实践路径，通过智慧化手段优化口岸管理，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自贸区的创建提

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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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sdom port as a new port form, and the edg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frontier digital technology, specialization, autom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t, has 

become a customs clearance efficiency, reduce logistics costs, strengthen the regulatory ability 

and service level, Inner Mongolia free trade area important bridgehead in the north, h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strategic pos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por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reation of a free trade zone in Inner Mongolia.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wisdom 

port in boosting the free trade zone in Inner Mongolia and internal logic,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dustry, regulation, service, and other angles put forward wisdom port booster free trade 

zone in Inner Mongolia to create practice path, through intelligent means to optimize port management, 

enhance the level of customs clearance and facilit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free trade area provides a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logistic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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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国家向北开放的战略支点，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承载着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使命。在数

字经济与自由贸易深度融合的新发展阶段，智慧口岸建设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重构边境贸易生态，为自贸区制度创新提供了关键突

破口 [1]。本研究揭示智慧口岸建设与自贸区制度创新的耦合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成果将为沿边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理论参照，对构建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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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口岸助推内蒙古自贸区创建的内在逻辑

（一）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的同向一致性

智慧口岸的建设与自贸区创建的目标高度契合。智慧口岸的

高效通关、优化服务和强化监管能力，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了

更加便利的贸易条件，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自贸

区的制度创新和高水平开放举措也为智慧口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 [2]。

智慧口岸的建设旨在通过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口岸进行数智化升级，实现口岸作业

的专业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不仅提高了通关效率，降

低了物流成本，还显著增强了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内蒙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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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创造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与此同时，内蒙古作为

国家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其软硬件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口

岸的管理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口岸的发展不仅仅依靠自身的

建设水平，更多依赖与其腹地城市的互动联系 [3]。自贸区创建的

目标是通过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促进内蒙古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如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从而推动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智慧口岸的建设与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在发展目标和战略定

位上具有同向一致性，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内

蒙古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

（二）技术融合与模式创新的驱动引领性

在技术融合方面，智慧口岸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口岸传统作业模式进行革命性变

革。通过智能设备的部署和信息系统的集成，智慧口岸实现了口岸

通关流程的数据化、单证票据的电子化、信息传输的网络化，以及

监督管理的可视化和指挥调度的扁平化，这些技术融合不仅极大地

提高了口岸的通关效率，还显著增强了口岸的安全监管能力和综合

服务水平，为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模式创新方面，智慧口岸推动了口岸作业模式的创新和业

务流程的优化。例如，通过实施智能化口岸安全管控措施，智慧

口岸能够实现对口岸限定区域及外围的实时动态掌握，及时处理

各类预警事件，确保口岸安全。同时，智慧口岸还通过优化口岸

区域功能布局、配置升级智能旅检设施设备等措施，提升了口岸

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模式的创新为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提供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智慧口岸的建设通过技术融合与

模式创新，为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引领力，推

动了内蒙古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发展和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

（三）贸易流程与物流网络的协同高效性

在贸易流程方面，智慧口岸通过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海关

数据共享中心，打破了信息孤岛，实现了信息共享和联合管理。

这使得通关流程得以优化，企业能够享受到快速通关、无纸化报

关等便利化服务，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智慧

口岸还通过智能化的监管手段，提高了口岸的安全性和监管水

平，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贸易环境。

在物流网络方面，智慧口岸通过搭建智慧物流服务网，推动

了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发展，实现了托运人一次委

托、费用一次结算、货物一次保险，联运全程“不换箱、不开

箱、一箱到底”的高效物流模式。智慧口岸的概念，不仅仅是技

术的升级，它涉及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合一，这是口岸运

作的三个基本要素 [4]。智慧口岸的建设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

物流成本，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同时，智

慧口岸还加强了与腹地、园区间的智慧化协同联动，拓宽了货物

运输通达性，进一步提升了物流网络的协同高效性。智慧口岸通

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对口岸进出口物流、贸易、监管等

环节的智能化改造，极大地提升了口岸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四）数据智能与风险管理的精准科学性

在数据智能方面，满洲里海关聚焦自身业务特点，以科技创

新引领改革创新，在业务贯通、数据融通、平台互通上下功夫，

打造铁路口岸特色智慧全景感知功能模块群，推进智慧海关建

设系统性、递进式、应用化发展 [5]。通过对口岸进出口物流、贸

易、监管等环节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能够精准

识别潜在风险点和高风险领域，为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智慧口岸还通过智能化的监管手段，实现了对口岸全流程

的实时监控和预警管理，进一步提高了风险管理的精准性和时

效性。

在风险管理方面，智慧口岸通过构建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实

现了对风险的精准识别、评估和防控。该体系能够根据口岸运行

情况和风险态势，自动调整风险管理策略和措施，从而实现对风

险的动态管理和科学应对，不仅提高了口岸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还为自贸区内的企业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贸易环境。智慧口

岸通过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口岸数据

的快速采集、传输、处理和应用，为风险管理的精准科学性提供

了有力支持。

二、智慧口岸助推内蒙古自贸区创建的路径分析

（一）深化技术应用，实现口岸通关效率与智能化水平的双

重提升

通过集成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智慧口岸能够重塑传统通关流程，打造高效、便捷、安全的口岸

服务体系。具体而言，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预测货物

流量，提前规划通关路径，有效减少拥堵和延误；云计算平台则

提供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持跨部门信息共享，促进协同作

业，加速审批流程；物联网技术实现货物全程可视化追踪，增强

监管精准度，同时提升货物安全性和透明度；人工智能的引入，

如智能识别、自动化分拣等，大幅减轻人力负担，提高作业效率

与准确性。

此外，智慧口岸的建设要注重用户体验，通过移动应用、在

线预约、自助申报等数字化服务手段，能够方便企业申报与民众

出行，缩短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进一步激发内蒙古自贸区

国际贸易的活力与潜力。这一系列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够推动口

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内蒙古自贸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助力区域

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二）打破信息孤岛，构建口岸信息共享与高效治理的新格局

智慧口岸的建设要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实现口岸进出口物流、贸易、监管等信息的快速采

集、传输、处理和应用，打破以往各部门间信息不互通、数据不

共享的壁垒。通过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海关数据共享中心，智

慧口岸将联检联运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打通，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

和交换，使得通关环节和流程得以再造，建立“一站式”查验通

关体系。

建设智慧口岸应注重在口岸区域建设视频监控系统，采集的

信息与智慧口岸综合管理平台联通展示，实现口岸现场与指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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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数据互通，使得监管更加可视化、扁平化和动态化。这种信

息共享与高效治理的新模式，不仅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还能够

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而进一步提升内蒙古自贸区

的国际竞争力。智慧口岸的建设通过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口岸信

息的共享与高效治理，为内蒙古自贸区的创建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助力其构建更加开放、便利、高效的国际贸易环境。

（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贸区经济韧性与可持

续发展

通过智慧化改造，智慧口岸不仅能够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水

平，更成为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口岸经济带通过运用

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大力发展信

息化建设，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推

进口岸数字化转型升级 [6]。智慧口岸的发展引导资源向高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流动，促进产业结构由

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

智慧口岸的建设通过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业态的

发展，为内蒙古自贸区开辟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这些新兴业态

不仅提高了贸易的便捷性和透明度，还带动了物流、金融、信

息等配套服务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自贸区的经济活力和竞

争力。

（四）优化口岸服务，推动贸易便利化与物流智慧化的深度

融合

智慧口岸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对口岸服务进行全面升级，打造一站式、智能化的服务体系，这

一体系不仅简化通关流程，缩短货物通关时间，还提升口岸服务

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极大地便利了企业进出口活动。智慧口岸

推动物流行业的智慧化转型，通过建设智能仓储、智能运输等物

流基础设施，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和智能调度，提高物流效

率和服务质量。智慧物流系统能够精准预测货物需求和库存情

况，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物流成本，为内蒙古自贸区的贸易活动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已成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7]。贸易便利化与物流智慧化的

深度融合，不仅提升内蒙古的国际竞争力，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

一体化发展。智慧口岸的建设，为内蒙古自贸区打造高效、便

捷、安全的国际贸易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区域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创新口岸治理监管模式，构建安全高效的口岸营商环境

智慧口岸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口岸监管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通过建设智能监控和预

警系统，智慧口岸能够实时监测口岸运营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

潜在风险，有效提升了口岸的安全防范能力 [8]。

智慧口岸推动口岸治理模式的创新，实现了从传统的人工监

管向智能化、自动化的监管方式转变。通过建设电子口岸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简化通关流程，提高监管效率。这种

创新性的治理监管模式，不仅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和时间成本，

还增强口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内蒙古自贸区营造了公平、公

正、透明的营商环境 [9]。

此外，智慧口岸还注重提升服务质量，通过建设一站式服务

平台，提供便捷、高效的口岸服务，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多样化需

求。这种安全高效的口岸营商环境，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企

业和投资者入驻内蒙古自贸区，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

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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