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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内蒙古草地生态系统的发展
康胜利

(锡林郭勒盟镶黄旋草原工作站内蒙古锡林郭勒盟013250)

【摘要】草原是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大面积草场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阻断沙尘暴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同时草原也是
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是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搞好草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建设争科学利用，对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繁荣当
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国土优良生态环境系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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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关注。

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

破坏，并且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

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伴随着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

的加深和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解决更难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

被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

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理

解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重从发展的社会属

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经济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

重从发展的资源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也有从生态环境属性认识可持
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的概

念。不可能单从某一方面的可持续而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必须

是各子系统的互动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草地资源利用现状
我国拥有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为3．3亿hm2．各省区草业资源丰

富，类型多样，特点各异。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牧草种类和牲畜品种及

野生药用植物等生物资源，且具有类型繁多、地域跨度大、物种多样性

等资源优势．为今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草业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和环境空间。我国类型繁多的天然草地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服

从了2个方面的地理规律，即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其中地带性规

律是主要的，非地带性规律是次要的。非地带性是在地带性规律的基

础上发生和起作用的。因此。从总体来看。地带性规律是天然草地类型

在空间分布因式的函数式。

3．内蒙古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1草原普遍退化．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草地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资料．为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草地掠夺式利用和人为破坏，造成草地退化十

分严重，生产力低下，草地资源危机重重。目前总体上。内蒙古草地已

经利用过度。超载严重．这是导致内蒙古草地资源日益退化以及生态

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同时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瓶颈。

3．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损失巨大

内蒙古草地大部分处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
给草地畜毯t_qk及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靠天养畜方式导致草地

畜牧业防灾能力弱，抗灾能力差。近些年，沙尘暴发生频率升高更与草

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目题。

3．3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乏力

由于长期超载过牧。重用轻养，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内蒙古草地数

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其载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草畜矛盾加剧。草地资

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严重破坏畜牧业的再生产条件．草原畜牧业经济
增长乏力。目前，内蒙古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水平比较低，因JE,E,须调整

牧业布局，改变落后的放牧生产方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缓

解草畜矛盾。恢复草原生态。

4．内蒙古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生态购买

通过国家购买生态．牧民实现致富：其初衷是政府收购生态建设

的产品，既帮助牧民脱贫致富，又确保生态建设产品的形成、巩固和转

化利用：它以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为投资管理的重点，确保生态产

品形成效率和转化利用速度．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标志着从

生态建设初始和过程要生态(效益瞒为向生态建设结果要生态(效益)，
从向计划和项目要生态圆溢)孥}为向市场要生态(效益)，从向工程和技
术要生态激益)转为向制度和管理要生态(效益)。

4．2生态补偿

通过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或投资管理机构．国家只提供投资方
向．具体的管理经营完全依靠企业自主投资经营的方式．通过市场行

为刺激各市场主体．通过利益关系的纽带建立健全草原各市场主体．

以增强草原各利益主体的造血功能．

《内蒙古省草原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建设征用集体所有
的草原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内蒙古省土地

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因建设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交
纳草原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规定用于恢复草原植被。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第二十

七条规定：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构筑物：占用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草原承包经营者支付临时占

用草原补偿费。

4．3生态交易——牧权交易

所谓牧权交易就是在承认牧民草地使用权私有和草地有一定载

畜量的前提条件下．确立牧民合法的牲畜放牧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

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通过放牧权许可证的交易．拥有草地的人可

以不放牧，但却能靠放牧权许可证享有收益：超载放牧者虽然超过自
己草地承载量放牧．但却为购买别人的放牧权许可证而支付了成本．
这样国家通过控制总量、放开分量、分量交易的形式，抑制由于牧民过
牧草地超载造成的草地生态恶化问题。《内蒙古省草原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规定：已经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草原承包经营权。

4-4加大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

2003年～2005年．国家共投资18369万元，下达内蒙古退牧还草

工程任务1360万亩。占自治区草原总面积的37％。同时。自治区政府

整合各渠道资金资源．使财政、金融、社会资金形成合力，共投入资金
13650万元，重点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后续产业发展。

4．4．1加强人工草地建设

针对禁牧封育后饲草严重短缺的问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
共投入5800万元扶持人工种草．每亩人工草地牧草种子补助20元。

三年累计扶持发展种植多年生牧草290万亩。全区人工草地发展迅

速，总面积达730多万亩。

4A．2积极引导和扶持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针对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同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

筹措资金3500万元用于棚圈、饲草加工机械、家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其中。饲草加工机械每台1500元。政府补助70％，农户自筹30％；

棚圈每平方米补助10元。

，4．4．3为农牧民脱贫致富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筹措资金4350万元，启动了lO万

贫困户养羊工程。免费给每户贫困户提供1只基础母羊(每只360

元)，帮助其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5．结语
内蒙古天然草地生态系统在区域生命支持系统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在将来受到更大的压力丽变得更稀缺时．内蒙古

如何保护脆弱的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内蒙古

的畜牧业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树立国家生态安全忧患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把内蒙古草地生态与现代畜牧业安全生产建

设放在事关实现内蒙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保护黄河全流域

生态平衡的重要地位．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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