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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学会邢云会长在第八届“东北法治论坛” 开幕式上的致辞 

时间: 2013-09-12 10:06 来源: 内蒙古法学会 责任编辑: 中国法学会网 

        尊敬的中国法学会陈冀平常务副会长、胡忠副会长 

        尊敬的陈素芝会长、李申学会长，单宝臣副会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天堂草原，夏风宜人。在内蒙古最美好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2013第八届“东北法治

论坛”的隆重召开。 

        在这里，我谨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向专程

莅临论坛指导的中国法学会陈冀平常务副会长、胡忠副会长，李涛主任、王益民处长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曾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作出过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区经济增速曾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

一。去年，全区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达到或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5988.34亿元，增长11.7%；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97.28亿元，增长10.4%。内蒙古人均

GDP突破一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超过1万元，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跃上“双万”台

阶的省份。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主要推动力是内蒙

古中西部的呼、包、鄂金三角地区。呼、包、鄂金三角地区GDP占全区12个盟市经济总量

的59%，这充分说明我区局部地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是成功的。从内蒙古的长

远发展来看，必须在更大的领域和更广阔的空间推动跨省区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

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西部、东北和环渤海经济区，培育形成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区。 

        我们在肯定成绩，坚定信心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内蒙古欠发达的基本区情，认识

到内蒙古尚未有效融入东北经济圈的现状及对东北三省和我区东部盟市加快发展的严重制

约。为此，内蒙古党委面对新形势，立足新起点，提出“8337”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其中

“五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和经济带”的发展定位，是内蒙古党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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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热点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 ——第十

·第八届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在津召开

·第八届中国•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

·第六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在长沙

·“长江讲坛•法治讲堂”隆重开坛

·第八届中国•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

年度热点

·第八届“中国•西部法治论坛”即将

·第三届“京津沪渝法治论坛”即将举

·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国•西部法治论

·“长三角法治论坛”将于10月下旬举办

·第八届“中国·西部法治论坛”会议综

·第八届“中国•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

·第十届“辽宁法治论坛”即将举办

·第八届“东北法治论坛”即将举办



府配合中央振兴东北战略的重要思路，也是内蒙古东部盟市融入东北经济区、增强发展后

劲的必由之路。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组成的东北经济区，是我国最早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大经济区，

有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天然条件和深厚基础。加强四省区跨区域合作，是振兴东北规划的战

略重点、战略辐射和路径选择。我想，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应放在能源、原材料、加工

业、科技文化以及地区中心城市间和跨省际生态环境与流域治理等合作领域，以最大程度

地实现省际之间的优势互补。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研究、

提出法理建议，更需要推动省际政府间制定区域合作的战略规划、政策措施等联合性文

件，为区域立法提供依据。不仅需要建立区域间的立法合作机制，更需要区域间建立执法

联动和司法互助机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统一、公正、高效的执法和司法保障。这就是

我们东北法治论坛的宗旨任务，也是东北法治论坛的生命力所在。 

        本届论坛以“使命•合作：共建法治北疆”为主题，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当

前，全国各地正在深入开展法治省区、平安省区建设活动，但是跨省区的法治、平安建设

仍处于初级阶段。省区之间行政壁垒、经济分割、法治不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政府不诚

信、企业缺失社会责任感、边界纠纷冲突事件频发，严重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建设法治北疆是东北经济区形成和发展的法治保障，是建设法治省

区、建设法治东北的必然趋势，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法治北

疆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充分展示法治思想和法治智慧，充分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法治

省区、法治东北建设的同时，共同研究、探讨法治北疆建设问题，努力为东北地区经济合

作空间和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为更大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巩固北疆安全稳定

局面，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作出东北法治论坛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届“东北法治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来宾、朋友们

工作顺利，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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