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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草原生态环境问题已日益严重 ,本文在对新疆 37个牧区及半牧区县相关指标统计整理的基础上 ,

对新疆草原经济的发展及相关因素作了系统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要在发展草原生态产业 、完善现有制度 、加强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 、提高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大力发展草原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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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blemoftheecologicaleconomyinXinjiangisbecomingmoreandmoreserious.Thispaperanalyzesthereasonofde-

velopmentproblem.Itgivessomeadvice, forinstancebalancingtheoperationofecologyandeconomy, promotingthestructureofindus-

try, institution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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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 ,在三山和两盆的周

围有大量的优良牧场 ,草场自高山至平原沙漠均有

分布 ,草场资源十分丰富 ,生态条件和草地类型 、草

地植物多样化。天然草场总面积仅次于内蒙古 ,居

全国第二 ,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 ,是中国重

要的畜牧业基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牧区及半牧

区市(州)12个 ,牧区及半牧区县 37个 ,其牧业产值

在建国以来保持持续增长 ,特别是 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 ,草原牧业产值年均增长在 6.5% ～ 9.5%之

间 ,但是伴随牧业持续增长的是草原退化 ,与随之而

来的旱涝灾害 ,土地沙漠化 ,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 。

因此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新疆草原经济进行系

统地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新疆草原牧区存在的问题

1.1　草原退化

新疆草原面积的 85%有不同程度的退化 ,其中

严重退化的达 37.5%, 新疆草地面积减少了

130hm
2
,草地生态功能和生产力衰退 ,随之也引发

了水土流失加剧 、沙尘暴频发等一系列问题 。

草原的功能应从两方面看:生态功能 、经济功

能。草原退化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畜牧业 ,由于

草质和单位产草量的下降 ,使家畜体型变小 ,掉膘 ,

死亡率加大。据统计 ,现时新疆商品羊的胴体重约

为 60年代的 0.65 ,藏羊为 50年代的 0.68。如果仅

从向人类提供的物质能力来看 ,草原也许还不如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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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水 ,但从生态学价值来看 ,草原是无与伦比的 ,

草原不仅本身转化能量 、调节气候 、创造财富 ,而且

保护耕地和水源 。草原的第一功能不是饲养畜牧 ,

而应该是调节生态环境 ,没有一望无垠的草原蓄水

固沙 ,水源也必将面临污染和枯竭 ,所以 ,在保护自

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上 ,草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草原的经济价值是有限的 ,但是草原的生态价值是

无限的
[ 1]
。

1.2　超载放牧

草原退化 ,究其原因有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 ,例

如:超载放牧 、盲目开垦 、滥砍滥挖 ,严重破坏草原植

被 、滥用水资源 、气温全球性变暖等
[ 2]
,但其主要原

因是超载放牧。

1.2.1　草原超载放牧的现状

新疆目前已经普遍出现了超载放牧问题 ,在 12

个牧区及半牧区州市中 ,严重超载放牧的州市已有

5个 ,分别是:昌吉自治州 、阿克苏地区 、博尔塔拉

州 、塔城地区 、伊犁地区 ,超载率已达 50%以上 ,其

中最严重的是昌吉自治州 ,其 2002年的超载率为

183.96%;出现一般超载的是乌鲁木齐市 , 虽然

2002年超载率是 11.739%,但是在 1998 ～ 2000年

间超载率高达 70%以上;出现轻度超载的地区是阿

勒泰地区 ,其超载率是 1.45%,但有上升的趋势;虽

然目前有 4个地区 、州未出现超载问题 ,但形势也不

容乐观 ,因为牧区及半牧区较多的哈密地区和巴音

郭楞州呈现畜牧超载的趋势 。
表 1　新疆牧区及半牧区理论载畜量及超载现状

地 区
天然草地

(hm2)

天然草地可

利用面积(hm2)

天然草地理论

载蓄量(羊只 /年)

超载率(1998年)

(%)

超载率(2000年)

(%)

超载率(2002年)

(%)

昌吉自治州 2071960 2010260 621200 148.9182 186.9575 183.9601

阿克苏地区 866493 821620 875800 70.85179 93.05092 99.35602

博尔塔拉州 1668860 1625380 878400 49.91348 61.73497 81.54144

塔城地区 5189434 4264352 2924500 22.81347 36.10532 55.14037

伊犁地区 2473340 2235067 4926000 36.05644 51.44864 53.73894

克孜勒苏州 2589913 2381026 1113800 42.43132 41.50655 44.66331

乌鲁木齐市 619833 588813 326600 73.82119 77.85671 11.73913

阿勒泰地区 9842387 7239300 5065600 -1.71431 0.611181 1.453332

哈密地区 3982100 3714833 1587000 -10.3277 -7.22747 -6.80277

巴音郭楞州 6249380 4965794 3574900 -33.7788 -33.2172 -30.5788

和田地区 519047 489860 327000 -17.3456 -33.0459 -31.0826

喀什地区 1722327 1325613 460400 -40.0869 -45.3779 -43.7924

　　注释:当超载率是负数时表示该地区未出现超载放牧问题 , 但它与零越接近表示该地区距离超载放牧越近。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1999、2001、2003, 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草地资源数据》,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2.2　草原超载放牧的发展趋势

新疆 37个牧区及半牧区县在 1949年 ～ 2002

年期间 ,畜牧量一直持续增长 , 以致在 1995年 ～

1998年期间出现畜牧超载问题 , 2002年 37个县综

合超载率达 26.86%, 并且持续上升 , 具体数据如

下:
表 2　1949-2002年新疆牧区及半牧区综合超载率变化(%)

年份 1949 1955 1978 1994 1995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总计 -0.75 -0.59 -0.31 -0.12 -0.13 15.17 19.13 23.09 23.39 26.86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 2001 ～ 2003;《新疆辉煌 50年》(数据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 1949 ～

1999.

2　新疆草原畜牧业增长及其发展问题

如果草原持续超载 ,那么草原将继续退化 ,所导

致的生态与经济损失将无法估量 ,所以我们应研究

新疆草原畜牧业的现有增长方式 ,分析各类增长因

素 ,找出其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2.1　新疆草原畜牧业增长

在草原畜牧业经济中 ,生产要素主要有劳动力 、

存栏牲畜 、草原牧场 、牧业设施 ,草原牧业的产出主

要是新增的活畜 、肉奶毛皮产品。存栏牲畜是财富 ,

是资本 ,对牧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增加存栏牲

畜的数量相当于增加牧民的投资 、储蓄 、资本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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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牲畜还具有保险和保值的意义。由于牧业产出

=存栏牲畜数量*存栏牲畜生产率 ,所以草原牧业

产出增长率为存栏牲畜数量增长率 、存栏牲畜生产

率增长率之和。所以 ,我们通过牧业产出增长因素

的比较 ,就可以知道新疆牧区及半牧区牧业发展的

生产方式 、类型 、特点等。通过相关资料整理可得牧

业产出增长率 、存栏牲畜数量增长率 、存栏牲畜生产

率的增长率 。
表 3　新疆牧区及半牧区牧业年均增长(%)

年份
牧业产出年

均增长率

存栏量年

均增长率

存栏牲畜生

产率年均增长率

1949-1955 8.3075 8.5724 -0.2649

1955 ～ 1978 2.4601 2.3667 0.0934

1978 ～ 1994 6.5743 1.4599 5.1144

1994 ～ 1995 6.4589 -1.0765 7.5354

1995-1998 6.9827 9.9779 -2.9952

1998 ～ 2000 6.7995 3.38 3.4195

2000 ～ 2001 9.5695 0.25 9.3195

2001 ～ 2002 7.1004 2.8117 4.2887

　资料来源:《新疆辉煌 50年 》.新疆人民出版社 , 1949 ～

1999;《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 2001 ～ 2003.

从以上表格中新疆牧区及半牧区牧业年均增长

率 ,我们可以看出:

2.1.1　1949 ～ 2002年 ,新疆牧区及半牧区(37个

县)牧业产出保持持续增长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6%

～ 9.5%之间 ,其中 1955 ～ 1978期间 ,由于历史原

因 ,产出年均增长率只有 2.5%左右 。

2.1.2　1949 ～ 2002年 ,新疆牧区及半牧区(37个

县)畜牧量基本持续增长 ,但数量不稳定 ,例如:

1949年 ～ 1955年期间 、1995 ～ 1998年期间畜牧量

增长幅度较大 , 1994 ～ 1995年出现了负增长 、2000

年 ～ 2001年增长率较小 ,但由于畜牧量基数较大 ,

现有畜牧量较大 。

2.1.3　1949 ～ 2002年 ,新疆牧区及半牧区(37个

县)畜牧业生产率的增长不稳定 。 1949年 ～ 1955年

期间 、1995年 ～ 1998年期间 ,畜牧业生产率出现了

负增长 。 1998年 ～ 2002年期间 ,畜牧业生产率年增

长率基本保持在 3% ～ 9%左右 。

上述文字体现了新疆草原畜牧业增长的特点:

牧业产出持续增长 ,存栏量持续增长 ,存栏牲畜生产

率增长不稳定等 ,这些特点在草原畜牧严重超载的

地区更加明显。诸如昌吉自治州 、阿克苏地区 、博尔

塔拉州等严重超载的地区 ,虽然相对同期新疆全区

的草原牧业产出他们要高大约 2个百分点 ,但是这

大都更依赖于存栏量的增长 ,并且存栏牲畜生产率

的增长更不稳定。

2.2　新疆草原畜牧业的增长因素及其存在的发展

问题

2.2.1　资本方面 。草原畜牧业中的资本就是存栏

牲畜 ,增加存栏牲畜的数量不仅相当于增加牧民的

资本存量 、存栏牲畜投资 、储蓄 ,还具有保险和保值

的意义。存栏牲畜数量的增加 ,一方面使得畜牧业

产值增加 ,另一方面导致了超载放牧 ,草原退化。在

“靠天养畜 ”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模式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的情况下 ,新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 ,牧区牲畜数

量的迅速增加 ,将使得天然草地不可避免地出现

“超载过牧 ”、“草原退化 ”现象 。

2.2.2　生产率方面 。草原畜牧业的增长除了依靠

存栏牲畜量的增加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存栏牲畜

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率的提高有技术原因 、劳动力

数量原因等 ,新疆草原牧区的存栏牲畜生产率的提

高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草原牧业劳动力

数量从 1998年的 14.3712万人增加到了 2002年的

17.6704万人 ,两年中累计增加了 22.96个百分点。

受传统习惯影响 ,且由于牧民文化水平较低 ,因此牧

户转产 、打工主体性不强 ,大量的人口集中在牧区

(2002年牧区及半牧区乡村人口是 235.491万人 ,

占总人口的 52.169%),在草场面积不变的条件下 ,

随着牧区人口的增加 ,牧畜数量也须有相应的增加 ,

以满足和维持新增人口的生存需要 ,而这就加剧了

草畜矛盾和人畜矛盾 ,再加上牧民的生态意识薄弱 ,

必导致超载放牧与草原退化 ,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单一 、发展不合理。

2.2.3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方面。在新疆全区 ,第

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 2002年

只有 19.086%,但是在新疆草原牧区 ,第一产业仍

占主要位置 , 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比重

是 37.159%,达三分之一强 , 产业结构欠现代化;

1978 ～ 2002年期间 ,新疆全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虽

然从 72.06%下降到了 55.86%,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从 13.61%上升到了 30.48%,但是第一产业仍然是

人们最主要的就业途径 ,在牧区及半牧区人们更依

赖于第一产业 。由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 7个县市均

为牧区及半牧区 ,所以本文抽样调查了阿勒泰地区

部分农牧民的家庭人均总收入 ,发现农牧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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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90%以上来自家庭经营收入 ,其中牧业收入占

了一半以上 。可见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发展滞后 、

单一 ,使得草原牧区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得到科学转

移 ,进一步加重了人口压力 ,从而导致了超载放牧 、

草原退化。

2.2.4　制度方面。我国草原牧区实行的是草畜双

承包责任制 ,是政府与承包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 ,

是以契约方式维持的资产委托一代理关系 ,实行的

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两权分离 ,因此承包人作为

代理人所支配的草地资源在所有权上并不属于自身

所有。承包者在经济上不可能 、在法律或契约上大

都不必承担资产责任 ,这提供了承包人获得支配草

地资源权利 ,而又不负责任地滥用资源———超载放

牧的可能。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的草场承包期较短 ,

这不但不利于承包者对草地资源进行稳定而持久的

投入 ,不利于保护和提高草场的生产力 ,反而会因掠

夺性利用而造成草场破坏
[ 3]
。

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挖出了

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向城市

迁徙 ,使得牧民在就业机会 、发展机会和受教育机会

等方面天然地与城市居民不同
[ 4]
。造成大规模的

牧业劳动力不得不在牧区从事高度分散的 、低效率

的劳动 ,导致小规模土地经营上牧民兼业化的普遍

发展。牧区劳动力无法自由迁移 ,不仅严重阻碍了

新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 ,而且也有违

“转移牧民 、减少牧民 、富裕牧民 ”的改革思路。

3　新疆草原生态经济发展的建议

3.1　发展草原生态产业

就我国新疆草原牧区而言 ,畜牧业是优势行业

和特色行业 ,应当优先发展
[ 5]
,但要改变传统牧业 ,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牧业。在不破坏草原生态系统自

然生产力及其生态功能完整性的前提下 ,通过牧业

生产部门(草原畜牧业)和前牧业部门 (产前服务

业)、后牧业部门 (畜产品流通加工业)构成的生态

产业链 ,高效利用草原资源 ,向市场提供符合绿色食

品和绿色产品标准的畜产品的现代化大牧业 ,其基

本模式可概括为:“以草定畜 +分区轮牧 +集中育

肥 +批量加工 +统一销售 ”。其次 ,应建立多元化

的草原生态工业体系 ,合理利用牧区清洁的自然环

境资源和可再生草原生态资源 ,对畜产品和其他初

级产品进行大批量 、标准化的精加工和深加工 ,生产

安全 、健康 、优质的绿色食品 ,形成绿色新产品的工

业部门。最后 ,发展多种类型的草原生态旅游业 ,遵

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旅游业 ,是在不损害草原自然

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遗产 、不干扰当地居民日常生

活的前提下 ,对草原牧区丰富 、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进行商业化开发 ,为国内外旅游者提供优质

旅游观光服务和餐饮 、娱乐 、住宿 、交通等配套服务

的产业
[ 6]
。

3.2　完善现有制度

第一 ,变革土地 (草地)集体所有权实现形式 ,

完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目前 ,谈论较多的 “土地

股份制”是一个复合产权制度 ,不同产权主权都具

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将形成强劲的激励机制
[ 7]
。

我国还应加长草场承包期 ,这有利于承包者对草地

资源进行稳定而持久的投入 ,有利于保护和提高草

场的生产力。第二 ,完善法规建设 ,结合各地草地特

点 ,制定草地围栏制度及技术标准 、草地建设制度及

实施手段 、围栏养畜法规和规章制度 ,提高法规的可

操作性 ,促使草地围栏养畜步入科学养畜轨道
[ 8]
。

第三 ,废除城乡隔绝的二元户籍制度 ,给牧民以真正

的自由迁移的权利 ,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的自由组合 ,

优化资源配置
[ 3]
。第四 ,调整牧业税收政策 、增加

畜产品补贴
[ 1]
。应针对超载放牧的部分额外征收

产品税(产品税是一种间接监管),用公式表示如

下:T=(Q1 -Q)*t(其中:T是产品税 , t是产品税

税率 , Q1是实际载畜量 , Q是最佳载畜量。)在牧区

人口数量逐渐增加的情况下 ,若采用理论载畜量进

行放牧 ,很可能产生入不敷出的情况 ,政府应给予恰

当的补贴 ,用公式表示如下:S=(Q2 -Q)*p(其

中:S是补贴 , p是现行该类畜产品的价格 , Q2是该

家庭达温饱线所需的牲口数量 , Q是理论畜牧量 。)

3.3　建立较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立和提高畜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经营就必

须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畜牧业产业化经营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社会化服务的程序和质量能够

加快或延缓产业化经营的过程。应大力发展畜种培

育业 、牧草种植业 、饲料加工业 、兽医兽药业等生产

服务业 ,以使牧业生产部门和畜产品加工流通部门

的发展得到可靠的技术 、人才 、优良蓄种 、饲草饲料

等供给 ,也有利于延长草原牧业产业链 ,培育立体大

牧业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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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高牧民素质 ,增强牧民的生态环境意识

“人 ”处于社会 、经济生活的中心地位 ,生态环

境的中心地位 ,社会 、经济 、资源 、环境持续发展的中

心地位 ,也是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不能回避的中心地

位 。我们应实施科技兴旺 ,教育为本 ,教育优先的方

针政策 ,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 、科学 、技术素

质 ,以利于更高速推进新疆草原牧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 、生态环境建设 。通过教育 、宣传等方式使牧民认

识到超载放牧等滥用草地资源的危害 ,以增强牧民

的生态环境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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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节水农业管理

实践证明 ,灌溉节水的潜力 50%是在管理上 ,

世界上节水发达国家之所以节水工作搞得好 ,一半

归功于管理工作 ,也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使其它节

水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为此必须加大农业节水管理

力度 ,即采取法律的 、行政的强制性节水措施 ,明晰

水权 ,建立科学的农业水价体系 ,实行分地区 、分部

门用水总量指标的宏观控制与田间灌溉用水定额考

核的微观控制;借助于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 ,对

农业生产资源 、生产状况 、土壤墒情等进行有效地监

测预报 ,指导人们适时适地采取相应的灌溉方法及

操作手段 ,变过去凭经验进行农事操作为实现智能

化的科学管理;广泛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节

水意识 ,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 、改善环境的

关系。

3.6　实现工业和生活污水再利用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 ,城市和工业将会有很大的

发展 ,城市和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是解决我区城市

水资源紧缺 、防止水污染 、改善生态的一个重要内

容 ,城市和工业污水通过处理 ,使其达到灌溉标准 ,

满足城市周边绿化用水 ,既解决了城市绿化水源 ,又

解决了城市污水对环境的污染
[ 3]
。因此 ,在城市化

发展中 ,应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力度 ,把污水处理

和回用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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