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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具有哪些重要

功能？国家为保护修复草原采取

了哪些政策措施？

我 国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现 状 如

何？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

设形成了哪些经验？

如何理解草原生态

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未来，应如何提升草种业

科技与产业水平，促进我国草

种业高质量发展？

邵新庆（中国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草原生态系统与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

一样，为人类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草原养活着全球 50%的家畜，支

撑着全球 30%的人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

对草原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草原不仅是物质

产品的生产基地，也具有生物多样性保育、营养

元素循环等支撑功能，调节气候、提供清新空

气、洁净水源和防止水土流失等调节功能和旅

游、娱乐等文化服务功能。我国草地资源中蕴

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 7000 多种牧草和上

千 种 动 物 ，是 亚 洲 乃 至 世 界 的 最 大 生 物 基 因

库。草原兴衰关系我国水系变化，长江、黄河、

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重

要 江 河 源 头 都 分 布 在 草 原 地 区 ，黄 河 水 量 的

80%、长江水量的 30%、东北河流一半以上的水

量直接源自草原。草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

重要主体，是天然绿色屏障，在防风固沙和水

土保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防风固沙量占全

国总量的 56%，植被覆盖的坡地在下雨状态下

可减少地面径流 47%，减少冲刷量 77%，水土保

持能力比农田大数十倍。此外，草原具有丰富

碳储量和强大的碳汇功能。目前，我国草原生

态系统总碳储量约 427.3 亿吨，约占世界草地

总碳储量的 7.5%。

我国拥有草地面积 2.64 亿公顷，约占国土

面积的 30%。草地资源主要包括北方草原、南

方草山草坡、沿海滩涂、湿地和农区天然草地

等 ，涵 盖 18 个 大 类 38 个 亚 类 1000 多 个 型 ，类

型 之 多 居 世 界 之 首 。 然 而 ，我 国 草 地 生 产 力

水平相对滞后，全国平均每公顷草地仅生产 7

个畜产品单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30%；

由草原牧区提供的畜产品仅占全国总量的不

足 10%，可见我国的草地资源尚未得到合理、

高效开发与利用，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

我国是世界上草原退化严重的国家，草原

生态脆弱的形势严峻，70%的草原处于不同程度

的退化状态，草原保护修复任务十分艰巨。

草地生态系统退化受诸多因素影响，既包

括全球气候变暖、风蚀、水蚀、沙尘暴、鼠、虫害

等自然因素，也包括过牧、重刈、滥垦、樵采、开

矿等人为因素。温度上升、强降水和干旱等极

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了草原退化，但草原退化主要是超载过牧、草

原利用管理水平落后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加之

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一些地区人们重视农业而

轻视畜牧业，重视建设而轻视保护，都在一定

程度上使草原退化问题日趋严重。目前，内蒙

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六大草原省

区，牛、羊的饲养总量分别约为 80 年代的 2 倍

和 3 倍。这期间，由于被大量开垦和征用占用，

草原面积不断萎缩、质量不断降低，使得草原

载畜压力持续加大，与周边邻国相比，我国内

蒙古自治区单位面积的实际载畜量约为蒙古

国的 2.8 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是哈萨克斯

坦的 5 倍。

党中央高度重视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草原部门不断强化草原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2018 年，草原监管职责从

原农业部划转到新组建的国家林草局，进一步

强化了草原生态保护，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理念，也为统筹林业草原国家公园融

合发展、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历史

性机遇。近年来，我国加大草原保护建设投入

力度，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草原工作的战略重点由以经济目标为主转到

“生态、经济、社会目标并重，生态优先”上来，

先后实施牧草种子基地、草原围栏、退牧还草、

京津风沙源等草原保护建设工程项目，取得良

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建设前相比，

草原上乱采滥挖和破坏基础设施的违法行为

有所减少，农牧民以草定畜、科学养畜的意识

不断增强。同时，国家组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民开展草原禁牧、实施草

畜平衡措施给予一定奖励补贴。目前补贴标

准是禁牧草原每年每亩 7.5 元、草畜平衡草原

每年每亩 2.5 元。

经过努力，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势头得到初

步遏制，草原生态状况和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2020 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6.1%，鲜

草产量达到 11 亿吨。草原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天 然 草 原 生 态 环 境 好 转 ，在 维 护 国 家 生 态 安

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牧 区 乡 村 振 兴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基 础 性 、战 略 性

作用。

董世魁（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
长）：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草原

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草原自然

保护地体系，实行整体保护、差别化管理。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

意见》，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由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和自然公园三大类构成，国家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

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自然公园

原则上按一般控制区管理，限制人为活动。我国

自然生态系统中，森林、湿地及荒漠等均构建了

较为完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草原因为特殊的

利用方式及管理模式，在保护地建设方面较为薄

弱。全国已建成的 1.18 万个自然保护地中，草原

类型自然保护地仅 40 多个，主要是各级草原自

然保护区，保护草原面积约 165.17 万公顷，分别

占 全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总 数 的 0.33% 和 面 积 的

0.16%，加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国家公园，总保护

面积占全国草原的 2.5%左右，数量远少于森林、

湿地等。此外，已经建立的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

区仅有 4 个，省级仅有 12 个，其余为县市级保护

区，保护等级普遍偏低，且很多典型的草原和草

甸生态系统尚未保护起来。

草原自然公园是指具有较为典型的草原生

态系统特征、有较高的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示

范价值，以生态保护和草原科学利用示范为主

要目的，兼具生态旅游、科研监测、宣教展示功

能的特定区域。草原自然公园建设和管理需遵

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利用、高效管理”

的基本方针，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和恢复、

合理利用及示范、生态旅游及科普宣教、科研监

测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及管理能力。除了走高

质量草畜产品开发的道路外，公园里可以探索

设立生态保育、旅游观赏、科学利用示范等多功

能分区，鼓励农牧民成为草原管护员、导游等，

帮助其增加收入。

为 补 缺 草 原 自 然 保 护 地 ，国 家 林 草 局 于

2020 年 3 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创

建试点工作的函》，开启了草原自然公园从无到

有的创建历程。同年 8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敕勒川草原举行的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

点建设启动会，公布了 39 处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建设名单，涉及草原面积 14.7 万公顷，草原

自然公园试点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草原自然

保护地体系逐步完善。

内蒙古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位于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受多年干旱少雨、

开垦采石等因素影响，这片近 3 万亩的天然草

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012 年起，该市实施

阴山山脉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程，修复敕勒

川草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经过 10 年生态修

复和保护，敕勒川草原成为该市最重要的生态

屏障和城市“后花园”。连绵的青山、成片的绿

地、繁盛的花草，敕勒川草原生态已具备自我恢

复能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2020 年

成为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之一。2021

年，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文化旅游景观带全

年接待游客 558 万人次，实现收入 20.5 亿元，农

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青海苏吉湾国家草原自然公园位于海北藏

族自治州门源县，是国家林草局公布的首批国家

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之一。自 2020 年起，当地开

始探索草原保护和牧民增收共赢的路子，整合

13 户农牧民草场，成立祁连山生态牧场，发展生

态畜牧业，开展民俗体验、野营露宿等生态旅游

项目，牧民的草场和牛羊流转给了生态牧场，统

一管理，定期领分红，既保护环境，又能获取收

益，2021 年生态牧场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实现收

入 1500 万元。与此同时，流转草场后的部分牧

民成为草原管护员，推动草原生态长效保护，不

但提升了草原生态服务功能，而且有效延长了产

业链，带动更多牧民增收致富，走上草原与草业

绿色发展之路。

山西花坡国家草原自然公园位于长治市沁

源县，是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之一。花坡

是太岳山主峰之一，山顶呈馒头状，平缓无崖，林

木稀少，是山西省典型的亚高山草甸景观，花草

种类达 120 余种，花期可达数月之久，有着“天然

花园”之美誉。2020 年 10 月，花坡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建设试点正式启动，规划将公园分为生态观

赏区、利用示范区和综合服务区。2022 年 10 月，

花坡草原入选国家首批“红色草原”名单，“红+

绿”的组合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花坡草原风景。截

至 2022 年 10 月，沁源县投资约 1000 万元，完善

了花坡景区内的水、电、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了

木质旅游栈道、观景台、观景亭、观景长廊、游客

服务中心、绿色驿站等旅游设施，同时对公园范

围以外王陶镇花坡村东南部的亚高山草地实施

生态修复治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红色旅

游与绿色生态深度融合，绘就了“红色草原”高质

量发展的新底色。

刘长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农村产业经济研究室主
任）：草原具有生态和生产双重功

能，既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安

全屏障，也是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

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

需统筹草原生态保护与草原畜牧业

发展。

一方面，草原是草原畜牧业的

载体，草原生态保护关系草原生态

质量和永续利用，也是草原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 60 亿亩

草原资源中约 70%分布在干旱半干

旱地区，荒漠化草原面积占一半，草

原质量差，生态系统脆弱。为确保

草原可持续发展，我国很早就对草

原保护和利用确立了“生产生态有

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因

此草原畜牧业发展需以草原生态保

护为前提。

另一方面，发展草原畜牧业是

发挥草原生产功能的主要途径，推

动传统草原畜牧业绿色转型则是草

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有效发挥

草原畜牧业增收功能才能巩固草原生态保

护的经济社会基础。

目前，我国约有 70%的草原处于不同

程度的退化状态，具体表现是草原植被高

度、盖度、产量和质量下降，土壤生境恶化，

生产能力和生态功能出现衰退。过度放牧

是不合理利用的主要形式，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是在草原发展的观念上仍存在重

生产、轻生态问题，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

导致短期增收与草场退化的不良循环。二

是产权不清等问题加剧草场过度利用，包

括地块四至不清、证地不符、交叉重叠的承

包草场，以及公共草场都面临突出的过度

放牧问题，短期流转的草场也可能面临掠

夺性利用。三是现代草业、现代生态养殖

模式发展滞后，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现代

化 转 型 ，导 致 天 然 草 原 面 临 较 大 放 牧 压

力。一方面，我国草业种业研发和人工草

场建设水平较低，草原生产能力提升缓慢，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草业产业

的定位偏低，未能被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

方面，舍饲半舍饲、季节性放牧、划区轮牧

等现代草原畜牧业养殖方式的推广不足，

原因既包括部分牧户家庭承包草场面积较

小，无法达到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场轮牧所

需 的 规 模 要 求 ，也 包 括 观 念 转 变

难、现代管理和饲喂技术推广慢、

饲草料储备与供给不足等。

合理利用草原，统筹草原生态

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发展，需从多方

着力。

第 一 ，以 草 畜 平 衡 为 落 脚 点

合 理 控 制 载 畜 量 ，通 过 季 节 性 休

牧 轮 牧 和 减 畜 在 一 定 区 域 、一 定

时间内实现草原饲草生产量与放

牧牲畜的饲草需求量平衡。相关

部 门 应 根 据 区 域 草 原 生 态 、生 产

能 力 等 合 理 核 定 载 畜 量 标 准 。

2011 年 以 来 ，我 国 连 续 三 轮 实 施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 助 奖 励 政 策 ，并

把草畜平衡作为奖补政策的核心

要 素 ，对 于 草 原 的 合 理 利 用 发 挥

了重要作用。

第二，进一步完善草原承包经

营制度和创新草原畜牧业经营体制

机制。一方面，要明晰草原产权权

属，重点清理解决四至不清等问题；

另一方面，要按照“明确所有权、使

用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要

求深化草原产权改革，规范草原经

营权流转，鼓励草场经营权折价入

股发展股份合作经营，实现多种形

式的草原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近

年来，青海黄南州、西藏那曲市等地探索以

草地和牲畜入股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股份

合作制经营模式，创建了一批生态畜牧业合

作社。

第三，加快草原生态养殖模式、养殖方

式的发展。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推行

分群饲养、划区轮牧。根据草场条件和载畜

能力季节变动特征，制定草场划区、牲畜轮

牧的方案，实现草场逐区放牧、轮回利用。

加快人工草场建设，推动传统放牧养殖向舍

饲半舍饲养殖转变，通过人工补饲加快牲畜

生长，解决放牧模式下牲畜生长面临的季节

性波动。

第四，加强科技创新对草原生态畜牧

业的支撑。加快草原畜种繁育体系和牧户

牲畜繁育生产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胚胎移

植等先进繁育技术应用，围绕草原生态畜

牧业发展要求提高草原牲畜生产效率；加

快 草 种 繁 育 体 系 建 设 和 人 工 种 草 技 术 研

发，着力破解草种供给“卡脖子”问题，重点

发展节水高效人工种草技术，大力发展青

藏高原高海拔草原地区人工种草所适宜的

草种和种植技术。通过充分发挥科技在草

原畜牧业生态化转型和现代化中的作用，

缓解天然草地生产能力对草原畜牧业发展

的限制。

李平（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
经济与政策团队首席科学家）：草种业作为我

国草原生态修复与草业发展的“芯片”，是我

国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当

前，国家大力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草原

畜牧业转型升级、粮改饲等工作，草种需求空

间扩大，促进了现代草种业的发展。

现代草种业主要包含草种质资源保护和

育种两部分，形成了包括繁育、推广等多个环

节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具体来讲，草种质资

源保护包括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评价、

创新、利用等环节，从草种质资源到生产用种

要经过品种选育、种子扩繁、良种推广等重要

环节，期间还有商品草种子的生产、贸易、质

量监管等。

草种业安全健康发展，既是我国生态安

全的基础保障，也是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

要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施退化草原

修复 2.3 亿亩，当前，草种紧缺已成为限制草

原生态修复效率的重要因素，据了解，内蒙古

草原修复中适宜的野生乡土草种缺口在 70%

以上。因此，加快发展草种业是推进草原生

态修复的必然要求。

我国粮食安全主要是结构性供给不足的

问题，口粮可以保证 100%自给，但优质蛋白类

食物供给不足。例如，2022 年，我国人均奶类

消费量约 42 公斤，仅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中 推 荐 奶 制 品 摄 入 量 最 低 水 平 的

38.4%；肉类消费总量虽然超过膳食指南中推

荐的标准，但其中蛋白含量较高而脂肪

含 量 较 低 的 牛 羊 肉 消 费 不 足

16%。这些优质蛋白类

食 物 供 给 不 足 的

本质是优质饲草供给不足。因此，大力发展

草业是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国家粮

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关键出路。然而，作为草

业“芯片”的草种业发展还较为滞后，饲草种

子进口量占需求量的比例达 60%，加快发展草

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我国草种业

在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和质量

管理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已初步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草种业体系。

在种质资源保护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建立了国家北方饲草种质资源中期

库、国家多年生饲草种质资源圃，负责牧草种

质资源保存、繁殖更新、分发、交换和共享利

用，已形成全国草资源保存、繁种和供种体

系。在品种审定方面，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

局分别成立全国草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开展

草品种区域试验工作，为草品种育种工作提供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试验数据和科学依据。在

草种子检测方面，建成 5 个部级草类植物种子

质量检测中心。截至 2021年，全国草种质资源

累计保存总量达到 6.3 万份，累计审定优良草

品种 619 个，全国草种子田面积 83.75 万亩，全

国各类饲草种子产量 8.8 万吨，市场上流通的

商品草种子合格率上升到 80%左右。

整体来看，我国草种业起步晚、基础相对

薄弱，产业发展与实际用种需求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与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等草种业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草种业发展整体还处于小

而弱的水平。借鉴国外经验，挖掘我国资源

和地域优势促进草种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一是加强草种质资源保护工作。草种质

资源是草种业的基础和源头，是重要的战略

资源。美国农业部从 1898 年开始正式设置国

外引种项目，从世界各地广泛收集牧草种质

资源；澳大利亚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亚热带

豆科牧草种质保存中心，保存了 3.8 万份以上

的豆科牧草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是

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需持续加大对草种

质资源库、圃的建设投入，面向国内外、瞄定

重点区域广泛开展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

价和创新利用。

二是着力打通草种子产业链条。造成当

前我国草种子对外依存度高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产业链条不完整，有品种无种子的现象普

遍存在。我国的育种工作主要由高校和科研

院所开展，这些单位缺乏繁种所需的资金、土

地、机械等必要条件，而草种企业重视种子销

售而不关注耗时耗力的育种工作，繁种成为

种子产业的断点。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

要科技创新，还需要制度创新，建立完善的知

识产权转移和保护机制。

三是建立完整的草种子认证体系。放眼

国际草种业发达国家，草种生产基本都经历

了区域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过程，建立

了严格的种子质量检测、认证体系，产业效率

和产品质量都大幅提升。例如，美国通过专

业化种子生产基地建设、草种生产和加工关

键技术提升等手段将草种子产量从平均每公

顷 150 公斤至 300 公斤提高到每公顷 1125 公

斤。此外，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都建立了

较为严格的种子认证制度，我国虽然有草种

子质量分级标准，但尚未建立完善的草种认

证制度和体系，尤其是对草种子真实性的认

证还较为缺乏，亟需补齐这一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