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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估算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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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绿色屏障 ,以天然牧场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是当地的主体经济 ,但

是目前锡林郭勒草原退化沙化严重 ,成为主要的风沙源。对草原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有助于促进政府和

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将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作用考虑其中。根据草原生态功能的特点和资料的可靠性 ,选择典型

指标 ,对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结果表明 ,2002 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1109 ×

108 元 ,间接经济损失为 12124 ×108 元 ,总经济损失为 23133 ×108 元 ,与 2002 年第一产业国民生产总值相当 ;退化

草原的恢复费用需要 18111 ×108 元 ,占 2002 年 GDP 的 2211 % ,而目前草场恢复的资金远远低于理论数值 ,草原恢

复速度低于退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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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退化是荒漠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关于

草原退化有不同定义 ,一种观点认为草原退化是指

放牧、开垦、樵柴等人为活动下 ,草原生态系统远离

顶级的状态[1 ] 。另一种观点认为草原退化是指草原

承载牲畜的能力下降 ,进而引起畜产品生产力下降

的过程[2 ] 。上述关于草原退化的不同定义 ,是不同

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 ,具有一定的内在

一致性。对于草原退化的研究 ,众多学者针对不同

区域草原退化历史、现状和退化原因进行了探

讨[3～6 ] ,同时针对退化草原恢复状况以及草原恢复

措施如退耕还草措施[7 ,8 ] 、退牧还草措施[9 ,10 ] 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不断

加深 ,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评估越来越受到

重视。我国学者对于生态破坏、生态退化造成的经

济损失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对我国典型生态区域

的生态破坏 [11 ] 、土壤侵蚀[12 ] 、湿地资源退化[ 13 ] 、流

域生态环境破坏[14 ] 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对于草

原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有学者进行了估算 ,如李

素清对山西省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分析[15 ] ,

李建国等对吉林西部草场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评

估[16 ] 。对草原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将生

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现行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中 ,能

够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将生态环境的基

础性作用考虑进去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研

究基于上述考虑 ,选用锡林郭勒草原为案例区 ,对草

原退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恢复

费用进行估算 ,以期引起更多对于草原退化和恢复

问题的关注。

1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现状分析

锡林郭勒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区的东翼 ,是我

国华北地区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 ,占内蒙古自治区

草原面积的 2417 %。草原东西绵延 700 余 km ,以

草原类型完整而著称于世 ,至今保持着连续分布的

完整的天然草原植被 ,包括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

漠草原、沙地植被 ,成为宝贵的草原生物多样性宝

库 ,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基因资源 ,在我国乃至世界

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虽然锡林郭勒草原具有重

要的生态地位 ,但是由于对草场的过度利用以及多

种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草畜矛盾日趋尖锐 ,生态

环境急剧恶化 ,直接危及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

安全。建国初期 ,草原地区仅 20 多万人 ,100 多万

头牲畜 ,现在已发展到 90 多万人 ,1800 万头左右牲

畜 ,分别比建国初期增长 5 倍和十几倍。人增畜增 ,

牧草产量下降 ,使草原难以休养生息 ,造成"透支" ,

进而引发自然灾害。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 ,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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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严重退化、沙化 ,进而导致大草原草畜、人畜矛

盾突出 ,并加剧了自然灾害的成灾程度 ,影响了牧民

增收。目前 ,全盟牧畜总量是理论载畜量的 116 倍 ,

草场退化、沙化严重 ,牧民收入的 60 %受到灾害影

响①。

2 　草原退化经济损失指标设置

根据草原生态功能的特点和资料的可靠性 ,将

评估指标分成三类 :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

恢复费用 ,主要指标及评估方法见表 1 。分别运用

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对退化的经济损失货币化、

定量化 ,对于一些限于资料难以替代的功能 ,借助相

关研究成果进行估算 (见表 1) 。其中 ,直接经济损

失为草原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价值的损失以及草原退

化造成的畜牧业生产损失 ,可以用市场价格计算 ;间

接经济损失指草原资源的非生产要素价值损失所隐

含的经济损失 ,主要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它一般不

能由市场决定或尚未直接由市场决定 ;恢复费用即

草原退化后将其恢复或保护其不继续退化所需要的

费用 ,作为退化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了能使这种经

济损失与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相匹配 ,它应在年度意

义上进行[17 ] 。

表 1 　草场退化经济损失的主要参数与对应方法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losses due to grassland degradation

项目
Items

功能选择
Selection of services

估计方法
Met hods

直接经济损失
Direct economic
losses

牧草资源
Grassland
resources

参考李建国等(2004)标准[16]

Referring to Li Jianguo et
al1 (2004)

牧业生产
Pasturage
production

参考闵庆文等(2004)标准[18]

Referring to Min Qingwen
et al1 (2004)

间接经济损失
Indirect
economic losses

控制土壤侵蚀
Soil erosion
cont rol

参考Costanza 等(1997)标准[19]

Referring to Costanza et al1
(1997)

涵养水源价值
Water
conservation

参考Costanza 等(1997)标准[19]

Referring to Costanza et al1
(1997)

娱乐与文化价值
Recreation
and culture

参考Costanza 等(1997)标准[19]

Referring to Costanza et al1
(1997)

气体调节
Gas regulation

参考Costanza 等(1997)标准[19]

Referring to Costanza et al1
(1997)

恢复费用
Restoration cost

恢复成本
Restoration cost

参考李肃清等(2003)标准[15]

Referring to Li Suqing et
al1 (2003)

3 　草原经济损失估算

根据有关调查资料 ,2002 年锡林郭勒草原面积

197017 ×104 hm2 ,退化草原面积 126012 ×104 hm2 ,

占全盟总草原面积的 64 %。其中 ,轻度退化面积

527 ×104 hm2 ,占 26174 % ; 中度退化面积 430 ×

104 hm2 ,占 21182 % ;强度退化面积 148 ×104 hm2 ,

占 7151 % ;极度退化 15512 ×104 hm2 ,占 7188 %[20 ] 。

未退化及不同程度退化的草场 ,其生产力及生态服

务功能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 ,有资料表明 ,轻、中、重

度退化草原的初级生产力分别下降 20 %～35 %、

35 %～60 %和 60 %～85 %[21 ] 。参照李建国等的研

究结果[ 16 ] ,规定没有退化的草原资源的生态功能系

数为 1 ,轻、中、重度退化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系数

分别为 018、015、012 ,对于完全退化或不可利用的

草原的生态功能系数为 0。目前 ,锡林郭勒草原的

功能系数为 0134 ×1 + 012675 ×018 + 012183 ×015

+ 01751 ×012 + 017891 ×0 = 018132 ,2002 年锡林

郭勒地区草原退化相当于 197017 ×104 ×( 1 -

018132) = 367193 ×104 hm2 的草原丧失生态功能。

311 　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草原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指生产量下降带来的损

失 ,主要以产草量的减少来衡量。据有关资料 ,温带

草甸草原干草产量为 1600～2400kg/ hm2 ,温带典

型草原为 1300～2000 kg/ hm2 ,温带荒漠草原平均

约为 400～600kg/ hm ,锡林郭勒地区包含上述三种

类型 ,干草产量按 1600kg/ hm2 计算。因为草原退

化减少 58187 ×108 kg ,按照 2002 年干草价格 350

元/ t 计算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造成的牧草资源直接

经济损失为 2106 ×108 元。草原的退化使以天然牧

场为基础的畜牧业也造成直接损失 ,根据 1985～

1990 年牧业平均收益为 24515 元/ hm2 ·a [18 ] ,则

2002 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草原造成的牧业经济损

失为 9103 ×108 元。由于尚未计算由于产业链条延

伸而造成的损失 ,对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最

小估计值。

312 　间接经济损失评估

参考 Co stanza 等 [19 ] 、谢高地等 [22 ] 、赵同谦等
[23 ]构建的草原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指标体系 ,根据

锡林郭勒地区的实际情况 ,以及各项服务对社会经

济的影响以及可市场化程度 ,选择草原的控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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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涵养水源、娱乐文化和气体调节四项服务进行

草原退化间接经济损失的估算。比较分析 Costanza

等[19 ] 、谢高地等 [22 ] 、闵庆文 [18 ] 、许中旗[24 ] 等草原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标准 ,选用 Costanza 等[19 ]草

原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平均价值进行间接经济损失

估算 (见表 2) 。该标准远低于其他几位国内学者对

我国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值 ,同时本研究

未选择目前较难市场化的废物处理、花粉传播、生物

控制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而这三项服务的平均

价值较高) ,故本研究计算的草原退化间接经济损失

是保守估计 ,但具有较高的实际参考价值。

表 2 　草原退化间接经济损失估算

Table 2 　Indirect economic loss evaluation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生态系统服务选择
Ecosystem services

标准来源
Standard

� / hm21 a
1 ＄= 8111 �

经济损失 (108 � )
Economic losses

控制土壤侵蚀
Soil erosion cont rol

Costanza et
al1 (1997)

2351 19 81 65

气体调节
Gas regulation

Costanza et
al1 (1997)

56177 21 09

涵养水源
Water reservation

Costanza et
al1 (1997)

24133 01 90

娱乐与文化
Recreation and culture

Costanza et
al1 (1997)

16122 01 60

合计　Total
Costanza et
al1 (1997)

331 251 12124

评估结果发现 ,控制土壤侵蚀和气体调节价值

损失最大 ,分别为 8163 ×108 元和 21 08 ×108 元 ,占

间接经济损失的 70151 %和 16199 %。草原退化主

要是造成风蚀沙化 ,因此引起的土壤养分流失和沙

尘灾害在其他损失中比重最高 ;内蒙古地区 CO2 已

经具有交易市场②,故草原退化造成的气体调节价

值损失占有较大比重具有现实有效性 ;草原的涵养

水源价值对于处于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草原地区也具

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草原生态旅游的发展 ,草原娱乐

文化价值得以体现 ,从而草原退化造成的娱乐文化

价值的损失不容忽视。

313 　退化草原恢复费用

草原生态系统退化后 ,其恢复工作需要大量投

入 ,以便使原有的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恢复。将受到

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受损害以前状况所需要的费

用就是恢复费用。退化草原的恢复费用一般按照 5

级退化草原需要 5 ×104 元/ hm2 、3～4 级退化草原

需要 3 ×104 元/ hm2 估算[12 ] 。根据上述分析 ,锡林

郭勒地区草原退化相当于 316221 ×104 hm2 草原丧

失生态功能 ,需要按照 5 级退化草原恢复 ,故恢复费

用需要 18111 ×108 元。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见表 3) ,锡林郭勒草原地区

草原退化直接经济损失为 11109 ×108 元 ,未包括草

原退化造成的草籽、珍稀动植物、药材等资源的经济

价值 ,也未包含由于草原退化对第二三产业损失的

估算 ,为直接经济损失估算的最低值 ,占第一产业国

内生产总值的 4719 %。而间接经济损失 ,仅选择了

对社会经济影响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四种服

务进行价值估算 ,也是间接损失的最低估算。直接

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相当 ,2002 年锡林郭勒草

原总经济损失为 23133 ×108 元 ,与 2002 年锡林郭

勒盟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23115 ×108 元非常接

近 ,占国内生产总值 81191 ×108 元的 2815 %。退化

的锡林郭勒草原进行恢复需要 18111 ×108 元 ,占第

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7812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11 % ,说明为了进行草原的恢复 ,锡林郭勒地区需

要拿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的资金作为草

原恢复费用 ,或者 GDP 的 22 %作为草原恢复费用。

表 3 　2002 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经济损失

Table 3 　Economic losses due to degradation of Xilinguole Steppe

项目
Items

金额
(108 元)

Sum

占第一产业国内生产
总值百分比 ( %)

Percentage of GDP
of first indust ry

占国内生产
总值百分比 ( %)

Percentage of GDP

直接经济损
失 Direct eco2
nomic losses

111 09 4719 1315

间接经济损
失 Indirect e2
conomic losses

121 24 5219 1419

总经济损失
Total eco2
nomic losses

231 33 1001 8 2815

恢复费用
Restoration cost

181 11 7812 2211

锡林郭勒草原地区用于草场恢复的资金远远不

足 ,据统计 (见表 4) ,从建国后到 1985 年全国牧区

草原建设投资仅 47 亿元 ,平均每年不到 1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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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78～1999 年 ,中央累计投资草原建设资金 21

亿元 ,平均每年 1 亿元。近几年来 ,国家加大了草原

建设的投入力度 ,2000～2002 年 ,中央累计投资草

原建设资金 20 亿元 ,平均每年投资 617 亿元 ,而

2002～2006 年平均每年投资 5 亿元。虽然近几年

草场建设费用显著增加 ,但是远远低于草场恢复的

理论值 18111 亿元 ,草场恢复速度远远低于草场退

化速度 ,这对草场状况的恢复极为不利。草原的恢

复需要时间 ,在目前草场建设投入不足、草场继续退

化的情况下 ,由于草场退化造成的损失继续增加 ,草

原的恢复费用累计增加 ,同时用于草场退化造成的

产业影响呈现级联放大状态 ,势必最终对锡林郭勒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致命打击。

表 4 　锡林郭勒草原地区草原建设投入

Table 4 　Input of grassland construction in Xilinguole Steppe

项目
Items

年份 ( Year)

1949～1985 1986～1999 2000～2002 2002～2006

恢复费用理论值
Theoretical

restoration cost

平均每年草原建设投入 (108 元)
Grassland const ruction

input annual
11 3 1 61 7 5 181 11

　　草原生态系统是锡林郭勒地区社会、经济、环境

的基础 ,以天然牧场为基础的草原畜牧业是锡盟的

主体经济 ,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基

地。而长期以来对草原索取太多 ,欠账太多 ,草原建

设投入严重不足 ,导致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日趋严重 ,

草原退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也对全国的社会

经济造成众多负面影响 ,草原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

的贡献和草原退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需要引起更多

的关注和思考 ,亟需选择与草原生态系统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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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and Enl ightenment of Economic Losses
due to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Xil inguole Steppe

YAN G Guang2mei1 ,2 , MIN Qing2wen1 , L I Wen2hua1

(11 I nst i t ute of Geog ra p hic S ciences and N at 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B ei j i ng 100101 , Chi na;

21 Grad uated S chool of Chi nese A cadem y of S ciences , B ei j i ng 100039 , Chi na)

Abstract : The Xilinguole Steppe is a key region and barrier for t he ecological p rotection in Nort h China1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nat ural grassland in t his area is a p rincipal sector of the economy , but t he de2
sertification and degradation is severe at p resent1 It has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sand dust storm for Bei2
jing and Tianjin1 Estimation of the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grassland degradation facilitates t he consid2
eration of eco -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policy - making by t 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depart ment s1 The

economic losses due to grassland degradation was estimated based on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and

typical index selection1 The result s indicated that t he direct and indirect economic lo sses of grassland deg2
radation of Xilinguole Steppe were 11109 ×108 yuan and 12124 ×108 yuan per year , respectively1 And t he

total economic losses in 2002 were 23133 ×108 yuan , which were close to t 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p rimary indust ry1 The restoration expenses were 18111 ×108 yuan , which accounted for 2211 % of GDP in

20021 The f und used in grassland restoration is far f rom t heoretical standard , so t he pace of recovery is

lower t han t hat of degradation at p resent1
Key words : Grassland degradation ; Estimate of economic losses ; Ecosystem services ; Restoration expen2

ses ; Xilinguole steppe

【责任编辑 　刘天明】

—94—

杨光梅 　闵庆文 　李文华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估算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