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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玉：让人口走出生态危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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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的草原生态破坏严重 

 我国有草原总面积3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1．25％，曾几何时，我国北方地区的五大草原曾被比
喻为我国的“绿色长城”，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绿色屏障。因其面积广阔，草原的生态保护效能甚至
超过森林，在北方干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对于防止土壤退化、聚集水资源、防止沙尘暴起着关键
的作用。甚至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内蒙古北部草原，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生物繁多的地区，我国著名林
学家董正钧在其著作《居延海》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湖滨密生芦苇，入秋芦花飞舞，宛若柳絮。马牛
驼群，随处可遇。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 

但是，自七八十年代以来，50％以上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内蒙古为例，目前内蒙
古草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面积已经达到972万公顷；另外，自然状态下的草原恶劣区域还有603万
公顷，合计为1575万公顷，占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的38％，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4％。肥美的草原不见
了，很多七八岁以下的牧民孩子从小没有喝过牛奶。代之而来的是被称为“地球癌症”的荒漠化及其引
起的沙尘暴。 

中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65亿美元，占全球荒漠化经济损失的15％，是世界上的
荒漠化面积大国。我国受荒漠化影响的省市区已达18个，整个“三北”地区共有12块沙地和沙漠，它们
已联成一片，构成了万里三北风沙带，总受灾人口约5000万，其中中国北方地区的荒漠化问题尤为严
重，1991年北京也被内罗毕国际荒漠化防治会议列为“沙漠化边缘城市”。 

把土地上超载的人口迁出去 

毋庸置疑，生态环境恶化是造成荒漠化的根本原因，而生态环境恶化除了有气候变迁的自然原因以
外，人口及其行为对北方生态环境脆弱带的压力的不断增大，则是我国北方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首
要社会因素。整个北方地域，在唐代人口约几百万，明清和民国时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戍边，
人口急速增加。解放后50年，北方地区的人口更加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8700万，90％聚居在河套、
湖岸和地下水丰富的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绿  洲上，由于人口负荷大，人类活动不加以控制，开发技术
水平低，出现了普遍的过度垦殖、过度放牧、超薄平面种植、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据统计研究，
上述各种人类活动在荒漠化中所起的作用分别为：过度垦殖占25．4％，过度放牧占25．3％，过度采樵
(包括采药)占31．8％，水资源不当利用占9％，其他占8．5％。北方地区与荒漠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生态
问题是水土流失，这不仅在当地造成土壤退化、土地产出率降低，还很可能终将导致黄河断流，其后果
将是整个北方地区成为沙尘暴肆虐的、了无人烟的不毛荒漠。 

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北方地区人口负荷过大、改变当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缓解北方地区生态
危机，控制和治理荒漠化的首要任务。“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只有在实施“生态移民”基础上才
能实现。而这些地区的农牧民也有着搬迁的强烈愿望，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如果政府不帮助我们搬
迁，我们自己逃荒要饭也得往外走。” 

据调查，目前内蒙古全区还有80多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中20万人生活在干旱缺水、土地退化的
偏远山山区、沙区，这些人口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荒漠地区的“生态难民“。内蒙古政府已经决定在今后
的10年间对这20万人口进行生态移民。陕西省从1998年起实施移民异地开发，目前已搬迁8．25万生境
恶劣区贫困人口，同时在新移民区进行产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稳定移民的生产生活。山区、沙区
人口相对稠密的甘肃省目前已有57万农牧民异地移民。甘肃省在河西走廊开发建设了12处规模较大的移
民基地，新开发土地20万亩，但是仍然还有将近100万的生态脆弱区贫困人口有待移民。荒漠化不仅是
中国的生态灾难，在美国西部，荒漠化问题也很严重，美国西部国土的30％以上属于干旱、半干旱荒漠
区，由于生境条件的限制，美国采取了疏解人口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利用天然降水建设国家公园、荒
漠保护区和荒漠旅游区，使生态环境得到自然恢复。由此可见，进行生态移民，减少荒漠地区的人口负
荷在中外荒漠生态治理中概莫能外。 

迁出人口还要打破行政界限 

 通过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移民工作开展状况可以看出，北方荒漠区的所在地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



了生态移民对控制荒漠化、改善荒漠区人口贫困状况的重要意义，也尽其所能建设了一定量的移民基
地，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北方各省、自治区只能在本辖区内考虑移
民的去向，结果是人口更多地向人口负荷已经很大、土地已经很少了的绿洲聚集，虽然暂时减轻了荒漠
化地区的人口生态压力，但是却给绿洲地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新移民基地的过度开发有可能破坏当地
的生态平衡，使整个区域的整体生态水平下降，造成荒漠化的南侵。同时，由于生产要素的严重短缺和
移民文化素质较低，目前的生态移民仍然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索取仍然很大，
移民收入也非常有限，因此还是很难走出“贫困——生态恶化——人口素质低—一发展缓慢”的怪圈。 

荒漠化是一个全球问题，在中国至少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必须跳出荒漠化的地域限制去研
究荒漠化，用开放思维和办法解决荒漠地区人口负荷过大问题，建议国家像重视三峡移民一样重视北方
荒漠地区生态移民问题。针对荒漠化的移民工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在全国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规划；应
针对不同地区与荒漠区的地域生态联系，制定相应的移民、人口流动支撑体系；同时生态移民应该与我
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生态环境建设、国民教育同步进行。 

首先进行“三北”荒漠化地区的人口生态承载力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所需移民的规模，同时严格
测算当地(省内或自治区内)绿洲、城镇可容纳的移民数量，据此设立当地的移民基地。对于北京、天
津、河北省部分地区等荒漠化治理的直接收益区，本着权力义务均等和当地的生态条件，重点设立荒漠
化移民接受基地，承担移民的就业、产业转型和教育义务。          

其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放开户籍管制，同时面向
“三北”地区建立劳动力流动信息系统，进行就业培训，引导荒漠化地区劳动力适应全国性的就业市
场。同时，在内地设立专门针对荒漠化地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农牧人口的教育机构，使之完成义
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或职业教育，进行教育移民。 

制定如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向“三北”地区流动，改变当地产业结构，提
高工业化水平，从而提高当地绿洲对来自荒漠地区移民的承受力。 

最后，加强“三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建设，通过城市化实现生态脆弱区人口的自动转移。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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