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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草地面积最大的

国家之一，拥有天然草地 4 亿公

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41.7%。内

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四大

牧区的草地面积约 2.52 亿公顷，

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 63%。四大

牧区有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分

布有 26 个少数民族，人口 1427

万人， 占全国少数民 族 人口的

13.4%，是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

区、贫困区 ；四大牧区与多国接

壤或毗邻，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

位置。同时，四大牧区是我国水

土保持的重点地区，也是国民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区，牧区在我国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具有重要

作用与地位。

一、草原旅游是内蒙古牧

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与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 草原牧区的 社会

经济矛盾开始显现 ：草原退化严

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严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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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草原旅游是实现牧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牧区强、牧区富、牧区美的有效路

径，对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域旅游理念下，草原旅游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但当前草原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根据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要求,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对新时代草原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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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改善农牧民生计的思考

口压力增大，草畜矛盾突出 ；无

序开发泛滥，草原面积锐减 ；生

产方式落后，经济效益低下；投

入不足，草原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草原是牧区最核心的资源，

承载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持的双

重功能，而生态保护应该成为牧

区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首要约束

条件 ；因而，中国牧区可持续发

展是以草原生态保持为约束的草

地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

发展 ；草原旅游在旅游产品特色

上更加独特，在维护牧区稳定上

更加综合，在生态效益上更加突

出，在农牧民就业增收上效果更

加明显 ；是牧区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发展

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牧区乡村

振兴、可持续发展可借鉴的重要

发展模式。

我国已进 入大众化旅游时

代，国内旅游需求日益旺盛。预

计 2025 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64 亿人次左右，居民人均旅游

次数将由目前的 3 次提高至 5 次

左右。同时，国家稳步推进“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新一轮东北

振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陆续出

台支持旅游业发展、促进旅游投

资和消费等政策，政策叠加效果

将不断显现。内蒙古草原地处华

北和西北经济圈及京津冀的接合

部，毗邻蒙古国，是沟通“三北”

经济社会联系的交通枢纽，是连

接京津冀和欧亚大陆桥的重要

节点，区位优势明显，特别是京

津冀是我国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之一，也是内蒙古邻近的旅游市

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

绿色消费、生态旅游席卷全球，

大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沉重的

工作压力，使得人们渴望享受大

自然的宁静，草原旅游作为重要

生态旅游消费方式，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欢迎。再加上近几年国家

推行两个七天的“黄金周”( 春

节和国庆节 ) 和五个三天的“小

长假”( 元旦、清明、国际劳动

节、端午、中秋 )，增加了假日的

次数，节假日的分布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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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黄金周与三天小长假的搭

配，以及职工带薪休假的落实等

客观条件非常有利于草原旅游的

发展。

二、草原旅游发展迅速，

但同质化发展，恶性竞争等

问题日趋严重，制约着草原

牧区可持续发展

草原旅游发展潜力巨大，草

原旅游业发展迅速。草原旅游在

促进牧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保

护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是

牧区实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

重要路径，也是农牧户增收的重

要选择。

近年来，由于牧区战略单元

缺位导致牧区发展持续落后，牧

区与非牧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

步扩大，照搬农业模式更使得

牧区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僵局，直

接导致草原旅游投入严重不足，

从而制约着草原旅游的发展。特

别是多年来不合理的草原旅游开

发，如全民搞旅游，盲目扩大景

区面积，同质化发展日益严重，

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等，所带来的

草原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草原

牧区的生态安全 ；与此同时，由

于缺乏牧户有效参与，造成牧区

牧户在旅游开发中没有获得公平

的利益分配，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和冲突，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

社会热点问题。

草原牧区旅游应该采取何种

模式？这是关系到草原牧区旅游

持续发展、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

展、当地和周边广大牧民文明富

裕和草原生态安全的重大课题。

针对以上问题，自 2011 年 8 月以

来，笔者多次对内蒙古希拉穆仁

草原、鄂温克草原、西乌珠穆沁

草原等旅游地进行调研，对草原

旅游业发展存在问题以及深层次

成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如下剖析。

三、草原旅游业发展存在

问题成因分析

1. 草原旅游投入严重不足以

及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如全民搞

旅游，盲目扩大景区面积，同质

化发展日益严重，恶性竞争愈演

愈烈，所带来的草原环境问题与

社会问题，逐渐成为现阶段草原

牧区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面临

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2. 草原旅游发展使牧区农牧

户分化为纯农牧户、务工主导型

农牧户、旅游主导型农牧户、旅

游专营型农牧户，且呈现出纯农

牧户向务工主导型农牧户过渡，

务工主导型向旅游主导型过渡农

牧户，旅游主导型向旅游专营型

农牧户过渡的一般演化规律 ；

其中，旅游专营型农牧户向着旅

游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转变

路径不清晰，缺乏政府引导与支

持，是草原旅游业同质化发展、

恶性竞争的根本原因。

3. 农牧户参与草原旅游活动

的主要障碍是受教育程度较低、

外债压力大、旅游经营设备数量

少、社会网络不发达等 ；进一步

分析可知，不同类型农牧户参与

旅游发展的最大障碍也不同，纯

农牧户劳动力教育程度低，务工

主导型农牧户家庭人均收入低，

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农牧户

外债压力大。

四、草原旅游业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

（一）划分多类型草原旅游

开发功能区

一是综合我国草原类型特征

（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化

草原）、生态环境容量、社会经

济基础、旅游资源质量、旅游发

展潜力等内容，划分草原旅游功

能区，如优先发展区、重点发展

区、限制开发区，并据此明确开

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

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形成草

原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旅

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草原旅游

发展基本格局 ；二是明确草原旅

游在全国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战略定位，研究制定相关标准，

编制草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各

专项规划，宏观引导与微观控制

相结合，为草原旅游开发与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 ；其中，编制内容

应与旅游扶贫、乡村旅游、森林

旅游、文化旅游等国家战略相协

调、结合，优化组合开发战略，

实现草原旅游的社会、经济、生

态效益最大化 ；三是积极推广政

府引导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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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PPP）、股权投资、贷款贴息

等融资形式，建立科学动态的利

益分享机制与保障机制，破解草

原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严

重不足困境。

（二）构建草原旅游开发与

牧户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龙头企业、牧业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草原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牧户 + 村

集体 + 旅游企业+ 旅行社 + 政府”

五位一体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

一是完善牧区牧民参与旅游发

展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权威监

督机构，明确各利益主体责任 ；

二是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牧民

增收 ；引导牧户以草场、资金入

股，按时定期参与分红，同时通

过投入劳动力获取报酬，并签订

草场承包、务工、入股分红等合

同与协议，以保证牧户的各项收

益 ；三是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保障

旅游经营主体增收 ；优化投资、

融资环境，落实好草原旅游开发

鼓励、项目倾斜与奖励、品牌推

介等相关政策与支持，提供完善

的基础设施服务等 ；四是构建利

益联结机制保障村集体增收 ；量

化、公开村集体资产，签订资产

使用、入股、有偿服务等协议与

合同，保证村集体资产租赁、入

股分红、公共服务收益 ；五是努

力做到“产业链本地化”，使旅

游收益最大限度地留在本地，鼓

励旅游企业利用政府为发展牧区

旅游提供的政策、资金支持，带

动牧区经济全面发展。

（三）精准实施牧户参与草

原旅游实施扶持措施

根据前述 对农牧户参与草

原活动的主要障碍的成因分析，

建议对不同类型农牧户采取针对

性扶持政策 ：对于纯牧户应积极

宣传与引导，为其参与草原旅游

活动提供机会 ；对于务工主导型

牧户应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其服

务技能与水平，同时为其提供必

要的政策支持，促使其向着旅游

主导型牧户转型 ；对于旅游主导

型牧户，应完善牧区金融组织体

系，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并为其

提供旅游培训与旅游活动交流平

台，发挥旅游主导型牧户参与草

原旅游发展的巨大潜力，促使旅

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转

变 ；对于旅游专营型牧户应加

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使其向

着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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