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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甘肃牧区不仅是一畜牧业大区 ,更是一个生态高度敏感区 , 其主导产业的发展必须走经济 、社会和生态

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主导产业的选择至关重要。本文在对甘肃牧区传统主导产业发展误区反思的基础上 , 结

合入世后带来的影响 ,重新构建甘肃牧区以草地生态牧业 、生态加工业 、生态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经济模型 ,探讨少数

民族牧区经济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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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牧区草场面积 1.5 亿多亩 ,为我国六大牧区之一。

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碌曲 、玛曲 、夏河 、卓尼 、迭部 5 县以

及祁连山地的天祝 、肃北 、肃南 、阿克塞 4 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其中 ,迭部 、卓尼为半牧县 ,其余 7 县为纯牧县。甘肃牧
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其中 ,甘南牧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

高原的过渡带 ,地跨黄河 、长江两大水系源区 ,是黄河重要支

流洮河 、大夏河 、以及长江重要支流白龙江的发源地。黄河

第一湾就在甘南牧区玛曲县境内。祁连山地牧区位于河西

走廊以南 , 其高山地带是甘肃重要的林区 , 森林面积占全省

总面积的 28.6%,水资源主要为庄浪河 、石羊河等内陆河水

系。祁连山地牧区的森林 、草原 , 对涵养水流保持水土 , 维系

河西走廊的生态平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甘肃牧区主导产业发展的误区

甘肃牧区地处高寒边远 ,自然条件差 , 贫穷落后 , 9 个县
中除卓尼为贫困县外 , 其余多为财政补贴县 , 近 1/4 的人口

仍处在贫困中 ,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在牧区产业结

构中 ,农业占 70.3%,工业占15.33%,建筑业 6.1%,运输业

3.6%,商业饮食 4.75%,农业中畜牧业占 70%,工业中采矿

业占 60%。①

近年来随着以畜牧业 、采矿业为主的牧区经济的不断发

展 ,人口不断增加 ,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植被资源过度开发 ,且

缺乏对其应有的保护和建设 , 牧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直接

威胁到甘肃牧区乃至河西走廊以及黄河 、长江流域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发展陷入误区。其中 , 存在的主要生态

问题有:

一是草地“三化” 严重。近年来 , 甘肃牧区草地严重退

化 ,沙化和盐碱化 , 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 导致

高大草类消失 ,优良牧草减少 ,低劣牧草增加。 甘肃牧区草

场退化面积高达 48%, 其中 , 轻度退化占 36.5%, 中度退化

占 39.8%,重度退化占 23.7%②。

二是草畜矛盾突出 ,草原超载严重。随着牧区人口不断

增加 , 牧畜数亦成倍增长。 1949 年大牧畜合计 93.91 万头 ,

2000年大牧畜合计 562.84 万头 , 增长了 5 倍 。而超载使草

地产草量比解放初下降 30%—50%, 牧草高度由 45cm 下降

到 8cm。③甘肃牧区草原超载过牧严重。例如 ,甘南州五个牧

区县的草地理论载畜量是 398.6 万个羊单位 , 而实际载畜量

已达 641 万个羊单位 , 超载 60.6%④。

三是水资源日益短缺 , 水土流失加剧。甘肃牧区年径流

量 118 亿立方米 , 除祁连山地牧区西部较为干旱外 , 大部分

地区水资源富集 , 是黄河 、长江上游以及河西灌溉区重要水

源涵养区。近年来 , 随着甘肃牧区草地生态的持续恶化 , 加

之降水量逐年下降 , 导致地表径流明显减少 , 水资源锐减 , 大
部分山谷小溪彻底绝流 , 数千眼泉水干枯 ,数百个大小湖泊

水位明显下降。草地的严重退化 、沙化和盐碱化 , 以及森林

植被的滥砍滥伐 ,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河流流量减少 ,含沙量

盐碱化 , 以及森林植被的滥砍滥伐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 河流

流量减少 , 含沙量却增加了。据有关资料 ,白龙江平均流量

80年代末比 60 年代初减少了 20.6%, 而含沙量增加了 12

倍。洮河平均流量 80年代末比60 年代初减少了14.7%, 而

含沙量增长了 73.3%⑤。

四是采矿采药加剧了生态恶化。 甘肃牧区矿产资源的

开发虽然给当地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 ,但造成的损失和生态
环境的恶化也是巨大的。甘肃牧区矿产资源点多面广 , 比较

分散 , 其开采方式多为原始粗放 ,技术含量较低。 蜂拥而至

的人们在矿带地区频繁活动 ,对草原造成了巨大破坏 ,再加

上开采技术工艺水平较低 , 精深加工 、综合利用程度不高 , 采

收率低 , 大量浪费甚至破坏矿产资源污染环境。甘肃牧区药

材资源丰富 , 每年大量的非牧业人口涌入在天然草原乱挖乱

采 , 严重破坏植被 ,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 ,这种较少考虑环境和生

态的粗放型的主导产业发展方式并没有给甘肃牧区带来实

质性的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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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1-2000 年甘肃牧区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省比重变化⑥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比重
(%) 2.35 2.04 2.25 2.27 2.26 1.79 1.77 1.67 1.64 1.65

并且 ,这种以粗放型的畜牧业和采矿业拉动的经济增长

也是有极限的。也就是说 ,环境和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最大经

济规模是有度的。

表 2　1992-2000 年甘肃牧区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⑦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增长率
(%) 7.9 29.3 22.3 21.9 2.2 8.3 5.3 4.9 6.5

可以看出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在甘肃牧区加速发展的进

程不可能持续 ,事实上也难以持久。

二 、甘肃牧区主导产业模型的重新选择

(一)甘肃牧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

甘肃牧区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约束 , 还受到西部大

开发区域功能定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约束。牧区经

济的发展不能再走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 、掠

夺型的路子 ,其发展转型的核心在于正确选择并建立一批适

合本区域实际情况 ,能带动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主导产业 ,以主导产业为轴心带动整个牧区的可持续

发展。主导产业指那些在区域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 ,并

对其他产业和整个经济 、社会的发展具有强烈推动的产业。

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主导产业相比 ,甘肃牧区主导产业的

范围更广 , 它不仅直接与经济效益有关 ,而且包含了一部分

社会效益;它强凋生态环境的质量 , 强调在产业发展中既要

重视经济效益的变动 , 也要重视生态效益的变动 , 使产业发

展的目标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同时实现。

甘肃牧区生态主导产业的正确选择与牧区可持续发展

密切相关。因为其主导产业的发展 ,不仅对甘肃牧区经济增

长产生扩散作用 ,还要扼制住甘肃牧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 解

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 不仅将自己的经济优势 , 还

有生态优势辐射到产业链上相关产业中 ,进而带动整个牧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 科学地建立生态型主导产业模

型 ,对甘肃牧区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 , 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
有着重要的意义。

甘肃牧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应考虑四个原则:

一是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甘肃牧区不仅是甘肃重要

的畜牧业基地 ,也是黄河 、长江上游以及河西灌溉区重要的

水源涵养区 ,独特而重要的生态地位要求牧区主导产业的选

择应注重牧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注重牧区发展潜力与持续

性 ,不仅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 还要立足于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的提高。

二是资源禀赋优势原则。既要选择牧区相对集中的自

然资源 、经济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基础 , 且覆盖面大 , 通过

它的发展能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具有较高的比较利益。

三是市场需求导向原则。牧区的主导产业是以专业化 、

商品化 、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 , 社会需求量的不断增

长是主导产业发展的条件 , 因而 , 市场需求量增加的产品和

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品成为牧区主导产业选择的方向。

四是产业扩散效应原则。这一原则是指甘肃牧区主导

产业应对其他产业具有强带动作用。具体而言 ,产业扩散效

应包括前瞻效应 、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通过前瞻效应使该

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活动或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

通过回顾效应使该产业的发展能够拉动支持它发展的其他

产业的发展 , 通过旁侧效应使该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社区服

务 、社会福利 、文化卫生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通过这

一原则能实现甘肃牧区充分就业。

甘肃牧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 但从另一角度看 ,其资

源利用成本很高 , 效率低。由于开采条件 、加工技术 、运输等

环节滞后 , 大部分矿产资源是以初级产品直接进入市场进行

商品交换 , 其商品价值往往不抵生态价值。由于商品价值和

生态价值主体不一致 , 加上目前还没有形成对生态价值的交

换补偿机制 ,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采矿业作为主导产业

是得不偿失的。

(二)以草原生态产业为主导产业模型的建立

草原生态产业 , 是以可再生草原生态资源为依托 ,以不

损害草原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前提 ,向市场提供无

公害 、无污染 、安全 、健康 、优质的绿色产品的产业 ,是近年来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思路和

经济发展模式。它为研究和解决甘肃牧区面临的草原生态

环境退化与经济发展迟滞并存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探索把保

护草原生态环境与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草原

牧区可持续发展道路 ,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甘肃牧区的主导产业是一个由草原生态牧业 、草原生态

工业 、草原生态旅游业等草原生态产业构成的多元化 、多层

次的立体型产业体系(见表 3)。

表 3　甘肃牧区主导产业群模型

草原生态牧业:甘肃牧区草原草质较好 , 牧草丰茂 、水源

丰富 , 在畜种结构上有甘南高原的细毛羊 、藏羊 、牦牛等优良

品种 , 具有发展草地生态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草原生态牧

业是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下 , 依托草地资源 , 按照生态学

原理建立起的以生产无公害 、无污染 、营养 、健康的肉食品 、

奶制品为中心的包括饲草生产 、畜牧养殖 、产品加工等一系

列环节的现代畜牧业。它利用甘肃牧区传统畜牧业精华和

现代科学技术 , 通过人工设计草地生态牧业工程 , 协凋经济

发展和环境之间 , 资源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草原生态工

业是以甘肃牧区特殊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为优势 , 以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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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有浓厚地域特色产品为内容的加工业。这类产业由于

产品资源受地域 、民族 、气候条件的限制 , 相对稀缺;并且生

产规模小 ,相对分散 , 对环境无污染。主要包括:以牧区的山

野菜 、民族特色食品 、土特产品开发为主的绿色食品加工业;

以具有民族特色及传统的绿色产品工业 , 如民族用品 、民族

工艺品加工业 、藏医药业等。草原生态旅游业:传统的大众

旅游 , 通过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吸引游客 , 对旅

游景区实行粗放型管理 , 在追求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

也付出了旅游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巨大代价。 与大众旅游

不同 , 生态旅游是一种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甘肃牧区旅游资源丰富 ,其中 , 国家级重点名胜风景区 2 处 ,

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 8 处 , 这里有神秘圣洁的青臧高原 ,

辽阔的草原 ,茂密的原始森林 , 巍峨的雪山 ,风光旖旎的高原

湖泊以及广袤的无人区 ,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藏 、回 、蒙 、裕

固 、哈萨克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 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为

发展生态旅游业业提供了条件。生态旅游业的开发内容可

以有:以草地 、森林 、河流 、湖泊 、雪山 、荒漠为主的草原自然

生态游;以藏族 、蒙古族 、裕固族 、哈萨克族为主的草原游牧

风情游 , 以牧区名胜古迹 、特色文化景区为主的牧区文化古

迹游等项目。

构建以草原生态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牧区生态经济模型 ,

是草原牧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牧区传统农

牧业为主的初级单一型产业结构转向以生态牧业 、生态工

业 、生态旅游业为主的多层次立体产业结构 , 粗放型经济增

长模式转向内涵型 、效益型经济增长模式 , 不仅有利于实现

牧区就业渠道 、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 而

且可以分流和化解由于牧区人口增长 、农牧民脱贫致富而产

生的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 可以消除产生草原超载过牧和滥

垦 、滥挖 、滥采 、滥捕 、滥伐等环境破坏行为的经济动因和经

济运作方式 , 可以从根本上打破牧区生态———经济恶性循环

关系链。同时 , 草原生态牧业 、草原生态工业和草原生态旅

游业本身就是生态保护型 、环境友好型的产业 , 发展草原生

态产业 , 建立和采用与此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制度 、产权关系 、

产业体系 、资源利用方式 、清洁生产方法 、绿色产品生产标

准 , 就可以在草原牧区逐步培植起来一套有利于保护和改善

草原生态环境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在经济机制 、制度安排

和技术支持体系。 中国加入 WTO 后 , 特别是 2004 年我国

农畜产品市场和其他市场完全开放以后 ,甘肃牧区的畜牧业

等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面临的国内国际竞争将会愈来愈激

烈。由于草原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的生产需要洁净的自然

环境 、适宜的生态资源 , 因而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均可发展草

原生态产业。甘肃牧区充分发挥草原生态资源丰裕的优势 ,

利用国内外生产绿色产品需求强劲增长和国家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带来的良好机遇 , 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 , 大力发展

生产无公害 、无污染 、安全 、健康 、优质绿色产品的草原生态

产业 , 是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产业竞争力弱的情况下 ,

适应加入 WTO后的激烈竞争环境 、取得相对竞争优势的最

佳途径。

(三)甘肃牧区发展草原生态产业的可行性

表 4　甘肃牧区草原生态资源主要种类 、数量 、特点

资源种类 面积 、数量 主要内容 、类型 、特征 、分布 主要参考文献

草原资源
草原面积
1000万公顷

高原/山区草甸草原(甘南 、天祝 、肃南)占 49%,荒漠半荒漠草原
(肃南 、肃北 、阿克塞)占 5l%。牧草种类多 、营养丰富;气候适宜;但
超载退化严重。

农业部 ,农科院草原所 、
中科院综考委(1994:1～
9);全国农业区划委
(1991:135

草原畜种资源 主要畜种30多个品种
牦牛 、白牦牛 、犏牛 、黄牛 、改良牛;藏系羊 、蒙系羊 、甘肃高山细毛
羊 、绒山羊;人工驯化饲养的白唇鹿 、梅花鹿 、马鹿;甘南蕨麻猪 、河
曲马 ,河西骗驼等。个少品种为甘肃牧区特有 ,品质优良。

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概况
编写组(1984—1986);马
江等(1993:80—83)

植物资源 高等植物980 多种
具开发价值 、旅游价值 、生态保护功能的野生植物约 800多种。饲
用植物 400多种;乔灌木 100多种;可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 300 多
种。

全国农业区划委(1991:
285);甘肃省民委(1993:
5—7、74—123)

野生动物资源 野生动物500 多种

位于国家一 、二 、三类野生动物保护区;国家一 、二类保护动物有藏
羚羊 、白唇鹿 、野牦牛 、野骆驼等 30多种:另有大量三类保护动物和
数百种各类野生动物。极具生物保护价值 、科考价值和旅游观光价
值。

全国农业区划委(1991:
292);甘肃省民委(1993:
1 ～ 7、74 ～ 123)

森林资源 天然林面积26 , 91 万公顷
牧区半牧区森林面积占全省天然森林面积的 42%;大部分分布在
甘南白龙江林区 、洮河林区和河西祁连山林区 ,是具有全国意义的
水源涵养林和生态林。

甘肃省计委 、省统计局
(1993:98):《甘肃年鉴》
编委会(2000:368)

水资源和绿色
能源资源

大小河流150 多条 、年日照
3000多小时

境内有白龙江 、黄河 、疏勒河 、黑河 、石羊河 5 大水系 ,大小河流 150
多条 ,年径流量 118亿立方米;大小湖泊 14个;冰川 975条;水能蕴
藏量甘南 244万千瓦 、肃南 22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力资源丰富。

甘肃省民委(1993:5～ 7 ,
74、123)《甘肃年鉴》编委
会(20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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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
代表性旅游景区 、景观 、景
点40多个

冰川—高原—草原—荒漠自然景观与草原游牧文化景观相交叠;旅
游资源之丰富多样性 、特有性在中国西部独一无二。代表性旅游景
区景观有拉卜楞寺 、则岔石林 、马蹄寺石窟 、肃北古代游牧岩画等
40多处。

甘肃省民委(1993:5—7 、
74—123)

自然环境资源 丰富多样
洁净无污染的空气 、水 、草地 、土壤 、湿地;多样性的陆地生态系统;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水热条件。

甘肃省计委 、省统计局
(1993:98)

注:本表数据为水文作者根据所列文献资料整理 、估算的结果;文献详见本文”参考文献” 。

　　甘肃牧区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贫穷落后地区 、偏远少数民

族地区 、草原生态严重退化的地区 , 发展按照现代市场经济

规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运转的生态牧业 、生态工业 、生态旅

游业等产业 ,无疑面临着资金 、技术 、人才 、信息缺乏和牧区

传统经济观念 、经济模式 、经济体制与制度的束缚等诸多障

碍。但是也有许多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只要给予必要的政

策支持 , 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和中国加入WTO 带来的良好机遇 , 甘肃牧区加快发展草原

生态产业是完全可行的。归纳起来看 ,甘肃牧区发展草原生

态产业如下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一 ,丰富的草原生态资源是草原生态牧业 , 草原生态

工业 、草原生态旅游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要素。甘肃牧区不

仅是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 、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 ,而

且是农区与草原牧区 、内地与边疆 、汉族地区与西北部各少

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错过渡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得甘肃牧区的地质地貌 、土地类型 、生物种类和生态系统 ,以

及民族文化历史背景 、经济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极具多样

性特征 ,因而也赋予该地区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

生态资源。甘肃牧区拥有草原畜种资源;拥有具商品开发价

值 、旅游观光价值 、生态保护功能的 900 多种野生植物资源 ,

500 多种野生动物资源 , 面积广阔的森林资源;拥有丰富的

水资源和水能 、太阳能 、风能等绿色能源资源;拥有汇集了中

国西北部各类自然景观 、草原游牧文化景观和大量名胜古迹

的旅游资源。此外 ,甘肃牧区还拥有发展草原生态产业所必

需的洁净无污染的自然环境资源。甘肃少数民族牧区的工

业化 、城市化 、现代化水平普遍较低 ,这固然是牧区经济欠发

达的标志 ,但是另一方面牧区自然生态环境也未遭受工业污

染物和化肥 、农药等化学污染物的严重侵害。洁净无污染的

自然环境为开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食品和绿色产品 ,提

供了基础。

第二 , 显著的地缘优势。同我国大部分牧区相比较 , 甘

肃牧区在发展草原生态产业方面还拥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1)甘肃牧区位居我国西北草原牧区与内地之间的过渡地

带 ,是西北地区最接近内地的草原牧区。(2)甘肃牧区靠近

作为我国东西部交通大动脉和亚欧大陆桥的兰新铁路等交

通干线 , 靠近兰州 、西安等西北地区的大中城市和商品集散

中心。(3)甘肃牧区沿古代丝绸之路分布 , 靠近敦煌莫高窟

等著名旅游景区。这种优越的地缘位置 ,为甘肃牧区发展面

向市场的草原生态牧业 、草原生态工业和草原生态旅游业提

供了比西部其他牧区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 ,甘肃牧区可

以凭借接近内地 、接近市场 、接近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优

势地位 , 以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 、流通成本将草原绿色产品

输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的名牌效应发

展草原生态旅游业;另一方面 , 甘肃牧区又可以发挥西部草

原牧区与内地之间资源流动和产品流通的中介作用 ,可以利

用本地区以及邻近的四川牧区 、青海牧区丰富的草原生态资

源发展大型的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和草原绿色食品工业 、草

原绿色产品工业 、绿色医药工业等草原生态产业。

第三 , 广阔的市场前景。首先 ,牧区发展草地生态牧业 ,

符合国内市场需求 、入世后农产品市场格局以及当前国际贸

易绿色标准日益严格的新趋势。从国内市场看 ,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 , 全国牛羊肉消费量年增长速度达 18%以上 ,

甘肃牛肉消费量年均增长 38.6%, 羊肉年均增长 37.7%。

从国际市场看 , 国际牛肉价格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每公斤 25

元左右 , 是甘肃牛肉价格的两倍(甘肃牛肉价格 2001 年 13

元/公斤), 羊肉价格也比国际市场低 54%, 具有较强价格优

势。根据中国加入 WTO的有关条款 , 2004 年我国农畜产品

市场将完全开放 , 这将大大扩展国内养牛业 、养羊业及其相

关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同时 ,由于近年来疯牛病 、禽畜流

行病 、农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中化肥农药残留物超标等食品

安全问题 、以及产品流通消费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标准 、食品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已越来越

严格 , 要求越来越高。这种新趋势对我国草原牧区来说既是

严峻的挑战又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草原牧区充分利用洁净

无污染的自然环境资源 、天然牧草资源 、草原畜种资源和其

他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牧业 、生态工业 , 可以生产出更符合国

际市场绿色产品需求取向和国际贸易绿色标准的肉奶产品

等畜产品 、工业消费品。其次 ,当前国内 、国际市场绿色产品

需求强劲增长的态势 , 有利于牧区草原生态产业的发展。绿

色产品属于高需求弹性 、高收入弹性产品。近几年来 ,随着

我国国民收入增长 , 随着广大消费者环境意识和食品安全意

识不断提高 , 国内市场对绿色食品 、天然有机食品 、绿色环保

产品和旅游服务的需求一直呈迅速增长趋势;可以肯定 , 今

后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对各类绿色食

品 、绿色产品 、休闲旅游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这

无疑非常有利于草原牧区生态产业的发展。

第四 , 良好的政策环境。甘肃牧区发展草原生态产业符

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指导

思想 , 有着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治理和改善西部生态环

境 ,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 , 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目标。

甘肃牧区地处黄河 、长江等大江大河的上游(下转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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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7 页)源头地带和西北沙尘暴源发区 , 其草原 、森

林 、湿地 、河流 、冰川是全国性的公共环境资源;同时甘肃牧

区也是典型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草原生态产业 , 不

仅有利于甘肃少数民族牧区本身的经济发展 , 而且有利于从

根本上治理甘肃牧区草原生态退化 ,有利于改善江河源区和

沙尘暴源区的生态环境 ,有利于维护甘肃民族地区及周边民

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 ,发展草原生态产业是牧区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 可以得到国家

政策的有力支持。另外 ,草原畜牧业是中国加入 WTO 后甘

肃省的优势产业 , 加快牧区生态牧业等草原生态产业的发

展 ,也符合甘肃省政府近期提出的建设畜牧业大省的战略目

标。

＊本文受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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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资料汇编》 ,(2001)66—68。

②③杨汝荣:《我国西部草地退化原因及可持续发展分析》[ J]

《草业科学》2002年 1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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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草业科学》2002.5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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