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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更多地把草原的经

济价值作为生产生活等的基点，

过分陶醉于对草原自然的改造和

摄取，而忽视了大自然的报复，

滥 垦、 滥 采、 过牧 超 载、 破 坏

性开采草原矿产资源等行为与草

原生态系统自然规律相违背，对

草原生态造成破坏，从而遭遇草

原严重退化等的困境。因此，不

管人类的能力有多大，都要尊重

草原自然，都要遵循草原自然规

律，都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现代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之路。

树立草原生态意识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生

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等思想精髓，充分

认识、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

性、重 要性 及其伟大 意义 ；广

泛传播、普及生态文明知识、理

念，用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原

理原则武装头脑，培育、提高人

们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与生态

文明素质，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资源观、 价值 观、 财 富 观、 生

活观和政绩观，并自觉、自愿地

按照生态文明的思想原则、理

念要求等规范自身的生产生活等

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做生态文

明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主动参与

者、自觉行动者。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树立草原生态文明的思想

理念，科学、正确地认识草原的

价值与功能，彻底批判、摒弃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对草原不

珍视、不爱护的“草原无价论” 

“草原无限论”等错误论调。草

原具有生态、经济、文化等多

重功能与价值，是一种效用、

价值巨大，很难替代、不可消

失的稀缺资源。草原生态系统

的生态功能、价值是其经济功

能、 价 值 的 几 倍、 甚 至 十 几

倍，文化功能、价值可能还要

更大。根据有关科学家估算，

在我国陆地生态系统中草原生

态系统的价值最大，约为陆地

生态系统总价值的百分之六十

以上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总价

值中生态价值占百分之八十以

上 。

具有如此巨大功能及价值的

草原，我们当然要倍加珍惜、倍

加维护，科学修复、有效拓展、

合理利用，从而使得草原永存永

续，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效能及

经济效能、文化效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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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维护和绿色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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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结构有序、机制灵

动、运行稳健。

探索草原生态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四个

一”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

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

位与战略部署，为进一步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贯

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努

力探索出一条符合生态文明战略

定位、体现地方特色，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草原牧区具 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更需要建设生态文明，也

需要努力探索、研究草原生态保

护建设的新路子、新模式。我国

的草原牧区与农村等在诸多方面

都 有明显的差 异，建 设草原生

态文明，应科学把握草原牧区的

本质特征，注重草原牧区生态景

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

习俗、社会治理等的特色，切实

做到遵循草原牧区经济、生态、

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因地制

宜、分类推进，绝不能搞简单化

的生搬硬套。

草原生态 保 护建 设，要以

生态 优 先、绿色 发 展为导向，

以保护草原、修复草原、改良生

境为基础，致力于制度创新与技

术创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推进草原区域的自然资源维护、

利用、更新（替代）及监测、核

算、评价等方式的转变，优化结

构、完善机制、放大功能，走生

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协

调持续、高质高效发展的路子。

要加速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总体模式，

以及适合于不同草原类型的不同

模式，如草甸草原、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高寒草原等生态保护

建 设模式。要重点研究草原牧

区以草原生态为基础的湖、草、

林、沙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问

题，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引入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各个环

节，深入探究草原生态系统的特

性及其结构、机制、功能、演替

规律，进而创新、完善草原生态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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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草原生态文明理论。

加强草原生态保护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的草原生态保护与生

态治理取得较大的成就，草原

植被的盖 度和高度有所增加，

如内蒙古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到

４４％左右，特别是生态工程项

目区的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不

断增强，形成了退牧还草工程、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一系列工程

项目构建的生态治理工程体系。

但是，草原生态总体恶化的势头

还没有根本遏制，部分地域的草

原生态系统仍然呈现恶性循环，

由于对草原资源、矿产资源等自

然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合理等，产

生的草原资源生态破坏现象也屡

禁不绝。

继续实施好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机制、京津风沙源治

理、退牧还草及退耕还林还草等

草原生态保护建设重点工程，逐

步建立健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的工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与改

善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促进

草原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

要充分利用草原飞播或补播、毒

杂草防除等草原恢复建设的实

用技 术，大力保 护、建 设 基 本

草场 ；采用生物、化学、生态等

的方法 , 加大草原鼠虫害防治力

度，减少其损害 ；有效消除人类

对草原自然的干扰和破坏，要通

过轮牧、培育、草畜平衡等措施

合理利用草原资源，缓解草原生

态压力，要严禁开垦草原、严禁

滥采乱挖等的破坏草原行为 ；以

防沙治沙和流域治理、保护天然

荒漠植被和绿洲生态建设为重

点，提高和完善各类草原生态环

境极脆弱区和草原自然保护区的

保护水平，实现保护区的保护与

周边区域良性发展协同互动。从

而实现草原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提

高，草原自然资源得到科学保护

与合理利用，草原生态文明建设

有力推进，草原可持续发展能力

显著提高。

草原的修复、治理，要严格

遵循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规律和

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切合草原

实际。过度的草场网围栏建设、

过长时间的草场禁牧等不符合客

观实际、有违自然规律的行为，

要坚决改变、摒弃 ；草原保护建

设要讲实效，不要摆形式。草原

生态系统脆弱性强、稳定性差，

自然、人为等因素的干扰所引发

的变化较大，草原生态 保护建

设、修复治理，必须长期坚持、

连续工作，可以说草原生态保护

建设“永远在路上”。

实施草原生态补偿

完善和实施统一的草原资源

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增强其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约束作用 ；

同时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在法

律上切实保障草原生态环境的保

护与草原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

用。根据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态目标和经济目标等，制定防止

和遏制破坏性经营的刚性约束政

策，从源头上化解危害草原的问

题 ；建立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投

入保障制度和科技支撑制度 ；建

立健全生态草业发展制度，建立

完善科学合理的轮牧制度，建立

并实施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等，从

而形成完备的草原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

要建 立健全生态草业 发展

制度，即草原牧区发展 一批生

态草业户，以维护、培育天然草

场和适度培植、发展人工草地为

主 业，政府或基 金会等根据维

护、培植草场的草的生长情况、

草地等级的变化情况即草原资源

资产的增殖情况等给予生态草业

户的生产经营者发放一定的工薪

报酬，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地适度

提供的草产品，也能有一定的销

售收入，且生态草业户的平均收

入要不低于当地牲畜牧养户的平

均收入。这样保护草原、恢复植

被、培植牧草及经营发展草业就

会逐步成为广大牧民自觉自愿的

行动。

要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轮牧

制度，在继续推进草场合理流转

和草原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深

入研究、探索现有草原“三权分

置”及人均草场面积较小等条件

下进行科学轮牧的技术与方法，

倡导、鼓励、要求草原牧区合理

MACRO 宏观 201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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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牧，科研、技术、行政部门用

技术、方法等支持、辅助轮牧，

并对轮牧典型户、示范户给予奖

励等。

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需要

科学合理的转化机制，生态补偿

制度就是直接、有效的转化机制

之一 ；参照国内外森林、矿产资

源、流域等的生态补偿办法，按

照草原资源、草原生态的本质特

征，建立并实施草原生态补偿制

度，形成草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

制。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根据

草原生态系统的各种生态服务价

值、生态保护成本等，确定科学

合理的补偿办法及补偿标准，从

而理顺草原生态功能维护者与草

原生态效益享受者以及政府等相

互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主

要按照为有效保护、永续利用草

原资源，为恢复、维持、放大草

原生态系统的生态效能所作出

的贡献，对草原承包经营者、所

有者进行长期的经济补偿。要

深入 探索、科学 设 计、合理 形

成草原生态补偿模式，加快推

进草原生态补 偿试点工作，做

到补偿主体不错位、补偿方式

不复杂，补 偿 标准不低小、补

偿发放不拖延等，争取尽快由点

到面、全面推广。

发展草原生态产业

草原 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丰

富，草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等

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

等非生物资源，光、热、水、气

等环境资源，为草原畜牧业发展

及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铺垫了雄

厚的基础、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草原生态系统中产业的发展及经

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建立，要严

格遵循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功

能稳态及其变化规律，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围绕草原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与目标，大

力推进生态产业、绿色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草原牧区生态 优先、绿色

发展，就是要推 进草原绿色产

业兴旺，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绿

色产业、环保产业，即发展草原

生态草牧业、绿色草业、草原生

态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绿色

畜产品加工业、草原生态工业及

矿业、草原绿色现代能源产业、

草原绿色环 保产业等，逐步 形

成结构完善、协同高效、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高质量的草原绿

色、生态产业体系及现代经济体

系，使得人类发展行为造成的草

原生态足迹逐渐减小，同时不断

加强草原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

使得草原的自然承载能力逐步增

加，从而减少直至消除草原生态

赤字，推进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合

理、机制完善、功能高效、良性

循环、进展演替。

运用草原生态学理论指导人

们合理利用草原自然资源和草原

环境容量，按照草原生态系统物

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规律重构草原

经济子系统 ，把牧草资源等诸

多草原生态系统资源的综合利用

节约利用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

体，使得草原经济子系统和谐地

纳入到草原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过程中，切实推进草原循环

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实

现 废物资源化、无害化，生产

微污染甚至 无污染，使得产业

发展及经济活动生态化、绿色

化、低碳化 ，生态建设及环境

治理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

从而有效保护、循环利用、不断

拓展或科学替代日益稀缺的草原

生态系统资源，推动生态赤字、

恶性循环的草原生态系统向生态

盈余、良性循环的草原生态系统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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