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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总结交流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在过去 !" 年建设中的经验，推动和促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三北防护林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与技术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生态环境效应遥感监测与评估”第二课题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生态环境效应遥感监测与评估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承办，于 #""$ 年 %# 月 #"—#! 日在沈阳召开了“#""$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交

流内容涵盖了气候变化、景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物种引种、植物特性、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

明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充分展示了防护林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期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研究专栏刊登此

次会议中的 %& 篇文稿，以飨读者。

三 北 防 护 林 呼 唤 生 态 文 明!

姜凤岐’ 于占源
!!’ 曾德慧’ 朱教君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沈阳 %%""%(）

摘’ 要’ 以文献资料为基础，通过简要的生态风险分析和比较，对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

程（三北工程）、土地荒漠化态势以及三北工程在荒漠化防治战略中的地位作出如下基本估

计：%）三北工程建设成绩巨大，其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科学准确评估；#）以“三

滥”（滥垦、滥伐 ) 滥樵、滥牧）为代表的不合理土地利用依然是三北地区荒漠化形势严峻的

主要动因；!）三北工程以其对退化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恢复和对脆弱系统抗干扰力的增加而

成为防治荒漠化战略中有效的治理措施，由于不具有消减人为干扰发生的作用而不能代替

积极的防御对策。三北地区的生态安全依赖于“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荒漠化防治方针的

认真执行。从生态文明理念中找到了一条可以从源头遏制荒漠化的有效途径，借鉴“ 生态

省”的建设思路，提出了建设“生态三北”的基本框架，包括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体系、生

态道德体系和生态法制体系等 * 大体系建设。

关键词’ 生态文明；荒漠化；生态风险分析；“生态三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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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以下简称三北工

程）于 @ABC 年 @@ 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随之在广袤

的三北大地上隆重启动，历经 DE 世纪最后 DD 年和

新世纪的前 C 年，工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结点

———FE 周年。如按人生的“三十而立”之说，这是一

个非常值得纪念、值得思考、值得期待的关键时刻。

)* 三北工程的历史回顾

)+ )* 举世无双的生态工程

三北工程建设范围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北部和

东北西部地区的 @F 省（ 市、区）GG@ 个县（ 市、旗），

所辖土地面积共 HEIJ A 万 8/D，占国土面积 HDJ HK 。

规划从 @ABC 年至 DEGE 年共 BF 年，完成造林面积

FGECJ F 万 (/D。同国际上最知名的三大林业生态工

程———美国西部大平原各州林业工程（ 又称罗斯福

计划）、前苏联东欧平原防护林建设（斯大林改造自

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北非绿色大坝工程

相比（表 @），无论从规划范围、造林规模、工程期限

还是工程进展的速度、持续的程度上中国的三北工

程都堪称史无前例，举世无双。因此，早在 DE 世纪

CE 年代中期，就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世

界生态工程之最与全球 GEE 佳的美誉。

)+ ,* 庄严的生态承诺

@ABC 年国务院在批准三北工程时强调：中国西

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木料、燃料、肥料、饲料俱缺，农业生产低而不

稳。大力造林种草，特别是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

防护林体系是改变这一地区农牧业生产条件的一项

重大战略措施（洪家宜，DEEB）。中国学者在教科书

中把三北工程的建设目的解读为：缓解和治理气候

干旱、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等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改

善生态环境，使 @ 亿多人民摆脱长期贫困的境地

（王礼先等，@AAC）。于是，让人们意识到，三北工程

的重大使命就是：改变生态环境、消减自然灾害、改

善农牧业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从当

代土地荒漠化的概念和理论去认识三北地区的气候

特点、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特点，三北地区的上

述问题就是典型的土地荒漠化问题，三北工程就是

直接面对土地荒漠化的生态工程。

为了 HEE 万 8/D 土地的生态安全，三北工程 FE
年取得巨大的成绩。作为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基础工

程，内涵是丰富的，效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以下 H 方面（ 洪家宜，DEEB）：@）服务于社会经济全

面发展，维护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农田防护林一

直是三北工程的重点，使 @BGI 万 (/D 农田得到了保

护，GBK 的农田实现了林网化，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

稳产、增产，年度总增 @@EE 万 ’；D）消减资源开发过

程中的负作用，维护脆弱的生态平衡。三北工程建

设护农促牧，已使开发中的负作用降到了最低程度。

表 )* 三北工程与世界三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比较

-./0 )* 1%23.&4(%5 %6 78" 98":7"& ;%&"(7 9#(7"2 <&%=&.2 45 -8&"">?%&78 @"=4%5( %6 1845. $478 78&"" 2.A%& 3&%A"B7( %6 6%&>
"(7 "B%:%=4B.: "5=45""&45= 45 78" $%&:’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规划与完成情况

范 围 期 限
造林面积（万 (/D ）

规划 已完成
资料来源

@ 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

@F 省（ 市、区 ）HEIJ A 万
8/D

@ABC—DEGE 年 FGIE DBEE 孙枫，DEEH

D 美国西部大平原各州林
业工程（罗斯福计划）

西部 大 平 原 各 州 FE 万
8/D

@AFG—@AHD 年 FE IG（@AFG—@AAD 年） 王礼先等，@AAC

F 前苏联防护林工程（ 斯大
林改造自然计划）

前苏联欧洲东部平原 @AHA—@AIG 年 GBE DCB（@AHA—@AGF 年）；
GGE（@AHA—@AAG 年）

王礼先等，@AAC

H 北非绿色大坝工程 阿尔及利亚等五国南部，
撒哈拉沙漠北缘

@ABE—@AAE 年 FEE IE 岳青，@AAA

HB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态学杂志? 第 DC 卷? 第 A 期?



据监测，三北 ! 个省（ 区）"##$ 年比 %!!! 年荒漠化

土地减少了 $#!"& ’("，) 个省（区）沙化土地减少了

*!"%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目前仅农田防护

林的活立木蓄积就高达 %, * 亿 (+，成为木材生产的

重要基地，资源的增加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拉

动了地方经济，成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推动中国林业历史性转变，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

意识。

孙枫（"##$）、房丽华和刘冰（"##*-）从防治荒

漠化的角度评价了三北工程的贡献，指出三北工程

"# 多年来净增治沙面积约 $ 万 ’("，"#. 的沙化土

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营造

&## 万 /(" 防风固沙林，有效地抵御了风沙侵袭，沙

区共开发农田约 %&# 万 /("，恢复牧场约 %### 万

/("，数以万计的农牧民去沙漠中安家落户。因此，

三北工程稳定和拓宽了沙区人民的生存空间。然

而，笔者认为，三北工程 +# 年的贡献需要进一步全

面、科学、准确地评估，其三大效益的评价方法和结

果不仅对工程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

将为中国生态工程建设效益评估作出示范。对此，

国家应设专题由专业队伍作专门研究。

!" 三北地区土地荒漠化形势与风险分析

!# $" 三北地区荒漠化现状

土地荒漠化是危及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是受荒漠化影响最

重的国家之一。根据 "##$ 年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

结果，全国已有 ")+, )" 万 ’(" 的土地荒漠化，占国

土面积的 "*, $). ，其中沙质荒漠化土地为 %0$ 万

’("，占荒漠化面积的 )!, **. 。三北地区沙化土地

面积为 %$0, "+ 万 ’("，占 三 北 地 区 土 地 面 积 的

+), $!. ，占全国沙化面积的 0&, "#. 。按沙化程度

分，各类沙化土地面积如表 "。如按沙化类型分，不

同沙化类型土地面积见表 +。

1 1 据估计，有 $# 万 ’(" 的沙化土地可以治理，以

每年 +" 万 /(" 的造林固沙速度，得需百年以上。可

表 !" 不同沙化程度的土地面积

%&’( !" )*+*,-./.0&-.12 &,*& 3.-4 5.//*,*2- 6,&5*+
沙化程度 面 积（万 ’(" ）

轻度沙化土地 %$, +$
中度沙化土地 "&, #)
重度沙化土地 +%, #&
极重度沙化土地 **, *0

表 7" 不同沙化类型的土地面积

%&’( 7" )*+*,-./.0&-.12 &,*& 3.-4 5.//*,*2- -89*+
沙化类型 面积（万 ’(" ） 沙化类型 面积（万 ’(" ）

流动沙地 2 丘 $#, * 沙化耕地 ", $
半固定沙地 2 丘 %), 0 风蚀残丘 #, !
固定沙地 2 丘 "), * 风蚀劣地 &, )
露沙地 0, # 戈壁 $*, 0

见，治沙与工程建设难度在不断增加（ 房丽华和刘

冰，"##*3）。

!# !" 土地荒漠化发展的动态

以三北地区为主体的中国土地荒漠化的进展速

度长期处在攀升态势，"% 世纪虽有所逆转也仍处在

高位运行。人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组数据："# 世纪

)#、*# 年代为 %&)# ’("·- 4%，0# 年代为 "%## ’("·

- 4%，!# 年代则为 "$)# ’(" ·- 4%，到了 "# 世纪末已

高达 +$+) ’(" ·- 4%（ 马建章，"##+）。裸露沙地作

为三北沙化土地一种统计类型，从 %!!$ 年到 "##$ 年

共增加 %$!+! ’("，年均增加 %$!$ ’("。此类沙地是

典型的滥用土地资源的恶果（房丽华和刘冰，"##*-）。

科尔沁沙地沙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从 "# 世

纪 &# 年代的"".一路攀升到 0# 年代的$0.和 !# 年

代的 &+, 0.（曾德慧和姜凤岐，"##)）。目前仍在加

剧扩展的甘肃民勤和内蒙呼伦贝尔沙地，环境恶化的

形势尤其突出（房丽华和刘冰，"##*-）。

!# 7" 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分析

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公约界定的土地荒漠化概

念，内涵有 + 个要点：%）土地荒漠化的性质是“土地

退化”，即生态系统的退化；"）土地荒漠化发生的地

域只限于“ 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地区”，即气

候干旱区；+）荒漠化严重的原因是由于“ 气候变异

和人为活动等因素”所致（ 王涛，"##+）。造成土地

荒漠化（土地退化、生态系统退化）的风险因素由受

体（干旱地区的生态系统）和干扰（人为破坏和气候

变异）等所构成。荒漠化的程度取决于土地（ 生态

系统）脆弱性程度和干扰要素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朱震达（%!0&）指出，现代土地荒漠化主要是由于人

类不合理利用土地造成的，滥垦、滥牧、滥樵（“ 三

滥”）、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等各种人类活动造成的

土地沙化面积占总量的 !#. 以上（王涛，"##+；曾德

慧和姜凤岐，"##)）。笔者对科尔沁沙地土地沙化

历史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就在三北工程如

火如荼进展的 "# 多年内，以“ 三滥”为主要干扰方

式的不合理土地利用接连不断。在相当长时间里，

开垦草原种打瓜和撒糜黍的粗放经营方式，多则

&*)%姜凤岐等：三北防护林呼唤生态文明



!—" 年，少则 # 年耕地即完全废弃，因 此 每 年 有

#"$$ %&! 土地沙化。!$ 世纪 ’$ 年代受粮价上涨因

素的刺激，部分牧民弃牧就农，随意开垦草原。位于

科尔沁沙地的开鲁县 #’’( 年前后大片沙地被开垦，

仅一 个 村 就 达 )$$ %&!。对 科 尔 沁 沙 地 中 西 部

#’’*—#’’’ 年卫片的解析表明，仅仅 * 年间，耕地

由 #!’ 万 %&! 增至 #)( 万 %&!，而草地由 ’"+ * 万

%&! 减至 (,+ # 万 %&!，沙地由 #)’+ ! 万 %&! 减至

#*$+ " 万 %&!。* 年间耕地新增 "- 万 %&!，相当于原

来耕地总面积的近 "$. ，几乎全部来源于对草地和

沙地的开垦。滥伐森林使稳定的榆树疏林遭到严重

破坏，科尔沁左翼后旗 #’-( 年尚有 !+ ’( 万 %&!，

#’’) 年减到 !+ $* 万 %&!，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情况更

为严重，#’-- 年 #"+ , 万 %&!，#’’) 年 -+ # 万 %&!，年

均减少约 # 万 %&!。滥牧使通辽市天然草场理论载

畜量由 !$ 世纪 )$ 年代的 (!( 万只羊单位，减少到

’$ 年代的 *!’ 万只羊单位，每只羊单位所利用的草

场面积从 #+ )( %&! 减少到 $+ * %&!。暖季丰、平、歉

年分别超载 !,. 、**. 、#,-. ，冷季分别超载 -’. 、

#"). 、!-$. 。超载过牧的结果是草地严重退化。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草场平均减产 "). ，退化草地

占总面积的 ,*+ ’. ，而草地退化又是诱发沙化的重

要原因，在科尔沁沙地核心区，由退化草地演变为沙

漠化土地已占到 ,*+ ,.（ 姜凤岐等，!$$!；蒋德明

等，!$$,）。科尔沁沙地土地沙漠化发展印证了这

样一条基本规律：在生态脆弱地区“三滥”是导致土

地沙漠化的主要动因。通过三北工程 "$ 年成就与

土地荒漠化防治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北工程是

一项重要有效的治理措施，却不能代替全面的有效

的防治对策。荒漠化防治的实践证明，“ 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必需认真贯彻，以纠正重治轻防

的偏向，才有可能实现荒漠化防治的终极目标（ 马

建章，!$$"）。

!" 三北工程呼唤生态文明

!# $" 三北工程在荒漠化防治战略中的地位

#’(- 年以来的三北防护林建设成绩与日俱增，

而土地荒漠化的扩展速度同样一路攀升，二者大有

平行不悖之势，并未出现此消彼涨的局面，不禁令人

惊讶。面对如此的建设与破坏的格局，长期以来坚

持着一种概括：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沙化大于绿化，

边治理边破坏，破坏大于治理。笔者认为，造成该局

面的原因有三：#）工程治理限于点和线，“ 三滥”等

破坏活动作用于面；!）三北防护林作为工程的主体

真正发挥效益要等到防护林达到成熟状态，最起码

也要郁闭成林，时间至少 * 年以上，而人为干扰可以

在短期、甚至 # 年之内就会造成土地退化；"）林业

生态工程多以传统造林方式实施，而人为不合理的

土地开发可以采用现代化手段实现，二者在作用范

围、作用方式和作用时间上的差异导致荒漠化的形

势依然严峻。从土地荒漠化风险要素分析看出，三

北工程作为一项生态工程的作用主要是提高或增强

脆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与人为破坏

活动的发生没有消长关系。

!# %" 生态文明与三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人类从原始文明经过农业文明走进了工业文明。

"$$ 余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基本特征，

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包括土

地荒漠化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地球已

无法继续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

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

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良性循环、全面

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将

使人类社会形态从伦理价值观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根本转变（扎西，!$$(）。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

同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和阶段，

生态文明的核心产业自然是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

化），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和

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特征

（/01，!$$-）。当生态文明要素逐渐壮大成为社会文

明的主导时，人类文明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

文明的过渡（李景源等，!$$(）。中国众多省、市、县

相继开展的生态省（ 市、县）创建活动，已经把生态

文明理念付诸实施，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断增

加生态文明要素的主导分量，尽早实现向生态文明

的转变。

三北地区土地荒漠化是长期以来人口增长与经

济发展、自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失衡的必然结果。

传统的农牧业和现代工业构筑了区域文明形态的核

心产业。征服自然、崇尚物质消费的伦理价值观和

生产生活方式是诱发人们冲破资源、环境承载底线，

最终导致土地退化，酿成生态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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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保三北生态安全的最根本出路只能是倡导

生态文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 !# 关于开展“生态三北”建设的建议

!" !" $# 生态省建设的启发! "# 世纪 $# 年代以来，

针对人口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重大

社会、环境问题，反思传统发展模式，探寻经济社会

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国

际社会的共同追求。中国自 %$$$ 年以来蓬勃兴起

的生态省创建活动，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阻

碍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和智慧。生态省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

区域为单元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目前已有 %" 个省和 & 个市被国家环保部批准为试

点单位（ 李文华和刘某承，"##’）。众多的省、市正

在或将要加入生态省（ 市）的创建行列。实践表明，

生态省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循环经济

和生态产业发展初见成效；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

度不断加大，全社会环境意识明显提高；生态省建设

的基础不断夯实，一些“ 细胞工程”已取得成效。生

态省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清晰地告诉人们，生态省

的建设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循环经

济为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统筹城乡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区域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道路（ 吴晓青，

"##’）。

!" !" %# “生态三北”建设框架! “生态三北”是在生

态省建设思路启发下，实现三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生态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的一项重大生态建

设。比生态省的建设范围大得多，因此，可以说是一

项超大空间尺度的生态建设。“ 生态三北”表达着

倡导与创建生态文明的愿景，既是建设的目标，也是

建设的出发点。

基于三北地区地域辽阔、气候干旱、荒漠化严

重、生态脆弱、农牧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

不高的自然、经济、社会特点，生态建设应以加强产

业生态化（发展生态产业，特别是生态农业、生态牧

业、生态沙产业）和生态工程建设（特别是防护林工

程建设）为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

体系、生态道德体系和生态法制体系等四大体系的

建设（图 %）。

通过农业、牧业、沙产业、林业、工矿业等产业的

生态化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逐渐从根本上杜绝人

们超越自然承载能力的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和滥用

资源的活动。以防护林和自然保护区、各项绿化工

程为基本内容的生态恢复体系的建立，将使区内荒

漠化的土地得到最大程度的治理，使脆弱的生态系

统得到改善，生态平衡得以继续，生态安全有所保

障。强化各项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

生态法 制 建 设，为“ 生 态 三 北”的 总 体 建 设 保 驾

护航。

这个框架是极其粗放的，只是一个对策思路。

实际上，若做好生态三北建设还必须解决很多关键

问题，诸如人口问题，对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要进一步分析，以便制订科学的人口和生育规划，还

必须解决生态产业的建设对策和技术问题，尤其要

研发适于干旱地区的生态农牧业的关键技术，以便

促进主导产业生态化的过程。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建设的司政

图 $# “生态三北”建设框架

&’() $# *+, -./0, 1- 21345.625’13 1- ,2171(’2/7 *+.,,891.5+ :,(’13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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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问题，它是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建

议由三北防护林局代行其责。

!" 结" 语

!" 年的建设成就证实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工程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生态工程之最。生态风险分

析表明，作为受灾主体的土地（生态系统）和人为干

扰以及气候变异等致险因素共同构成了土地荒漠化

的风险要素。荒漠化的强度取决于系统的脆弱性和

干扰因素的强度。三北工程以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和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成为荒漠化

土地治理的有效措施，它不具有调控人为干扰发生

的作用，因而不是理想的防御对策。以“ 三滥”为主

的人为干扰造成了三北荒漠化严峻的态势，从源头

防御人为干扰的最佳途径是更替人们的价值观、生

产和生活方式，实现文明理念从农业、工业文明向生

态文明的转变。以中国现行生态省建设思想构筑的

“生态三北”建设框架有望成为实现文明形态过渡

的桥，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完成这个大尺度的区域

性生态建设。届时，约 #"" 万 $%& 的国土生态安全

才会得到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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