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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繁东育”工程经济、生态效益核算

徐世晓 ,赵新全 ,孙 平 ,赵同标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要 :针对农民关心的经济收益问题 ,核算了“西繁东育”的经济收入 ;同时 ,参考 Robert Costanza 对全球自

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以及谢高地等对中国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的评估 ,

对“西繁东育”工程带来的生态效益进行估算。藏系绵羊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西繁东育为农民带来的

经济收益分别为 38198 ,47112 元/ 只和 21216 元/ 头 ,而因此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高达 5 301185 元/ 个羊单

位和 15 953131 元/ 头 ,在青海实施“西繁东育”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提高牧户抗灾保畜能力 ,因此而

产生的生态效益也非常可观。

关键词 :青海省 ;育肥 ; 生态效益

中图分类号 : F8261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0629 (2004) 1120060205

Ξ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地处北纬31°39′

～39°21′,东经 89°35′～103°04′,东部黄河河谷与

湟水河流域海拔 1 700～2 500 m 为主要农业区 ,

占全省总面积的 0148 % ;西部地区海拔2 500～

4 500 m ,大部为牧区 ,占全省总面积的 96 %。牧

区海拔高 ,气候恶劣 ,雪灾、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 ,

有些牧区草场严重超载、退化 ,造成牲畜夏饱、秋

肥、冬瘦、春死亡[123 ] 。草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3135 % ,是青海省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4 ] 。畜牧业生产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

的比例 ,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未来经济

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人为因

素的限制 ,在放牧强度、出栏率等诸多方面不合

理 ,造成草地退化严重 ,经济效益居后。

青海东部农区有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 ,交通

便利 ,农副产品及草料等资源丰富 ,市场经济发展

较快 ,技术力量较雄厚 ,开展牛、羊运输和育肥具

有较好的基础 ,同时有成套的实用科技成果和较

高文化水平的农业生产者 ;而且东部农区较为发

达的乡镇企业 ,是全省主要的牛、羊交易集散地 ,

年牛、羊屠宰上市量约 150 万头 (只) ,且建有加工

能力 1 000 t 的牛、羊肉屠宰厂 10 余家 ,年销往外

省牛羊肉达 40 000 t [5 ] 。为了切实增加农牧民的

收入 ,青海畜牧部门根据全省畜牧业区域分布特

点 ,加强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合作 ,以东部农区市场

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区位优势为依托 ,以环

青海湖、青南牧区牛、羊为载体 ,结合产业结构调

整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依靠科技进步 ,大力实施

西部牧区繁殖牛羊、东部农区贩运育肥牛羊的畜

牧业“西繁东育”工程。

1 　“西繁东育”工程的意义
解放以来 ,青海省牲畜总头数增长近 3 倍 ,而

草地面积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减少 (开垦、退化、沙

化等) ,现有草场面临很大的放牧压力 ,再加上经

营管理技术落后 ,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严重 ,畜牧

业发展与有限的天然草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

锐 ,过牧严重。另外 ,由于传统畜牧业经营政策方

针的失误 ,畜牧业发展追求牲畜头数、片面追求养

老畜、养长寿畜 ,以及牧民以存栏牲畜头数论财富

的传统思想观念 ,导致出栏率低下 ,加剧了草畜矛

盾 ,越冬牲畜死亡率增加 ,直接影响牧民的经济利

润[6 ,7 ] 。在过度放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全省

牧区普遍出现大面积的退化 ,以同德县为例[4 ] ,现

有可利用天然草地 41199 万 hm2 ,退化草地 1917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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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占全县草地可利用面积的47105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果洛玛多县共有 116 万 km2 的草地退

化 ,占全县天然草地的 70 %以上。

青海东部农业区每年有大量的农作物副产

品 ,对青稞、油菜秸秆及油菜饼等农副产品进行科

学的调制和配料加工可以得到大量的颗粒饲料 ,

既能缓解越冬草料的匮乏 ,又是舍饲强度育肥的

优质饲料。此外 ,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战略的贯

彻实施 ,全省大量的坡地将成为牧草生产区 ,尤其

是东部农业区相对较为稳定的气候环境有利于牧

草生产。加大草地建设投资 ,选种优良牧草 ,充分

发挥人工草地的优势 ,科学管理退耕后培育的草

地 ,使东部农业区的坡地成为富饶的草基地 ,不但

可以生产大量的饲草 ,还可以改善区域气候和环

境、保养水土 ,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特别是面临日

趋频繁的自然灾害 ,气候相对稳定的东部农业区

饲料和草地资源的贡献将会更为突出。

暖季通过放牧充分利用青海西部牧区丰富的

牧草资源 ,秋末将牛、羊、架子畜运送到东部农区 ,

利用农区大量农副产品以及退耕还草后的牧草 ,

配制高效精料进行 2 个月左右的舍饲育肥 ,既可

以减轻西部草地放牧压力 ,保护草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能力 ,维持牧区广袤草地的涵养水源、土壤保

护、调节气候、缓解洪涝干旱、生物多样性维持和

保护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 ,同时降低牲畜冬季死

亡率 ,提高牧户抗灾越冬能力 ,又能增加东西部农

民收入。

2 　“西繁东育”经济收益核算
投入 :主要包括东部农业区麸皮、油菜饼等农

副产品和牧草 ,以及必要的添加剂等配制的育肥

精料的成本 ,购买和运输育肥牛、羊的费用以及驱

虫、防疫、劳力等费用。收入 :以 2003 年牛、羊肉

和牛、羊皮市价分别计算育肥后牛、羊出售所得的

收入。收入与投入相减得到经济收益。

当年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 (2～3 岁)的购

买价格为 120 元/ 只、230 元/ 只和 550 元/ 头 ,牛、羊

的运费分别为 50 元/ 头和 15 元/ 只。为期 14 d的适

应期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饲喂的干草分别为

110 ,114 和 316 kg/ (d·头) ,干草价格为 015 元/ kg ;精

料饲喂为 016 ,019 和 116 kg/ (d·头) ;适应期后的 42

d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的日粮量分别为112 ,

118 和 412 kg/ (d·头) 。育肥饲料一般利用粉碎后的

农区作物秸秆或退耕还草后种植的牧草、油菜饼、麸

皮等农副产品以适当的比例配制而成 ,成本约 0190

元/ kg。羔羊和淘汰母羊驱虫的费用为 115 元/ 只 ,

牦牛牛犊的驱虫费用为 310 元/ 头 ;牛、羊防疫费用

分别为 110 元/ 只和 210 元/ 头 ,牛、羊育肥的劳力分

别为 1010 元/ 只和 2010 元/ 头。新鲜羔羊肉的价格

较高 ,平均为 15 元/ kg ,而淘汰母羊和牦牛的肉价平

均为 14 元/ kg ,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皮的价格

分别为 25 ,35 和 60 元。经过 50 d 左右的育肥后羔

羊和淘汰母羊的体重平均可达到 29153 和 51136 kg ,

牦牛牛犊的体重平均达到 145193 kg ;藏系绵羊和牦

牛牛犊的屠宰率约为 50153 % 和 48159 % ,故育肥后

的羔羊、淘汰母羊和牦牛牛犊产肉分别为 14192 ,

25195 和 70191 kg。经过投入和收入核算 ,羔羊、淘

汰母羊和牦牛牛犊育肥的经济收益分别为38198 ,

47112 元/ 只和 21216 元/ 头(表 1)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青藏高原的气温、降水

变率明显增大 ,生长季节降水减少而冬、春季降雪

增加 ,造成 1990 ,1993 ,1994 和 1995 年玉树、果洛

等牧区干旱、特大雪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 ,大量

牲畜死亡。尤其是大的雪灾发生年份 ,许多牧民

草料储备不足 ,抗灾保畜能力差 ,牲畜冬、春死亡

率增加 ,大量牲畜不能安全越冬 ,牧民蒙受很大的

经济损失[5 ,8 ] 。通过“西繁东育”工程的实施 ,每

年秋末西部牧区的大批牛、羊被贩运到东部农区

育肥 ,提高牧区牛、羊出栏率 ,增强牧户抗灾越冬

能力 ,降低牲畜越冬和春乏死亡率 ,无形中也增加

了牧户的经济收入。通过“西繁东育”工程的实

施 ,农区育肥户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 ,同时

也带动了一些运输专业户的发展 ,2002 年底的 2

个月时间内 ,化隆县甘都镇唐寺村的马建江、马伊

奴、马义卜等农户平均每户从西部牧区贩运牛、羊

7 次 ,每户获利均在 6 000 元以上[9 ] 。

3 　“西繁东育”工程生态效益估算
311 青海省草地主要生态系统服务 　草地

生态系统不但为人类提供食物、饲料、药物等重要

资源 ,而且还为人类提供许多工业技术难以替代

的生态效益 ,包括空气和水体的净化、缓解洪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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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牛、羊西繁东育经济收益核算 元

核算
绵羊

羔羊 淘汰母羊
牦牛

成本

购羊 　　　　　 120 230 550

饲料成本

适应期 14 ×110 ×015 = 710 14 ×114 ×015 = 918 14 ×316 ×015 = 2512

14 ×016 ×019 = 7156 14 ×019 ×019 = 11134 14 ×116 ×019 = 20116

育肥期 42 ×112 ×019 = 45136 42 ×118 ×019 = 68104 42 ×412 ×019 = 158176

驱虫 115 115 310

劳力 1010 1010 2010

其他费用

死亡 2 % ×120 元/ 只 = 214 2 % ×220 元/ 只 = 414 2 % ×550 元/ 只 = 1110

防疫 110 110 210

运费 1510 1510 5010

收入
肉 14192 ×15 = 22318 25195 ×14 = 36313 70191 ×14 = 992174

羊皮 2510 3510 6010

净收益 38198 47112 21216

干旱、土壤的产生及其肥力的维持、生物多样性的

产生和维持、气候的调节等。长期以来 ,草地提供

的肉、奶、皮、毛等畜产品的经济价值得到公认 ,但

往往忽略其强大的生态功能。沙尘暴的频繁袭

掠、洪涝泛滥、干旱肆虐、空气污染等许多重大环

境问题 ,不得不更加重视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10 ,11 ] 。Robert Costanza 等将生态系统服务划

分为气体管理、气候管理等 17 项 ,谢高地等主要

针对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的 14 项服务进行量化评

估 ,也就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

估[12214 ] 。根据青海省草地生态系统特殊的地理

位置 ,其生态系统服务主要体现在水源涵养、土壤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气体调节、气候调节、食物

生产、废物处理、原材料生产、娱乐文化等方面。

312 牛、羊育肥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估算 　
参考 Robert Costanz 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核算中关于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以及

谢高地等对中国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

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的评估 ,确定青海省西部牧

区主要草地生态系统类型 (高寒草甸草地) 单位面

积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Pi , i = 1 ⋯9) ;根据相

关实验数据和文献确定藏系绵羊和牦牛所占的草

地面积 ( A) 。最后将江河源区高寒草甸草地类型

单位面积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与单位藏

系绵羊和牦牛所占的草地面积相乘 ,得到羊单位和

牦牛牛犊进行“西繁东育”的生态效益价值 ( V ) 。

V = ∑
9

i = 1
A Pi

　　青海省高寒草甸草地生产力属中等水平 ,1 个羊

单位需求的高寒草甸草地面积为 0168～1154 hm2 ,

平均 1111 hm2 ;根据中国牧区适用的家畜单位换算

系数 ,每头牛所需要的草场面积相当于 310 个羊单

位[2 ,6 ,15] ,故每头牛需求的高寒草甸草地面积为

2104～4162 hm2 ,平均为 3134 hm2。参考 Robert Con2
stanza 等对全球 17 种主要生态系统各项服务价值的

计算以及谢高地等对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核算和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 ,确定青

海省西部牧区高寒草甸草地生态系统提供的涵养水

源、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气体调节、气候调节、

食物生产、废物处理、原材料生产和娱乐文化等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分别为 30016 ,73217 ,40915 ,30016 ,

33812 , 11217 , 49212 , 1818 和 1510

元/ (hm2·a) [12 ,14 ] ,牛、羊育肥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

分别达到 5 301185 元/ 只和15 953131元/ 头(表 2) 。

4 　结语
青海省西部广袤的草地在夏、秋两季牧草生

长繁茂、营养丰富、适口性好 ,普遍具有粗脂肪高、

粗蛋白高、无氮浸出物高、粗纤维含量低的“三高

一低”特点 ,为大量牛、羊繁殖提供了先天有利条

件 ;但由于受高寒气候的影响 ,全省气温、降水季

节性变化极为突出 ,降水主要集中在 6 - 9 月 ,而

漫长的冷季气候干燥寒冷 ,大量的牧草枯死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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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牛、羊西繁东育生态效益核算

生态系统服务项目
涵养

水源

土壤

保护

生物

多样性

气体

调节

气候

调节

食物

生产

废物

处理

原材料

生产

娱乐

文化
总价值

单位面积价值

[ (元/ hm2·a) ]
527181 1 286153 719103 527181 593184 197186 864121 33101 26134 4 776144

绵羊育肥生态效益

价值 (元/ 只)
585187 1 428105 798112 585187 659116 219162 959127 36164 29124 5 301185

牦牛育肥生态效益

价值 (元/ 头)
1 762189 4 297101 2 401156 1 762189 1 983143 660185 2 886146 110125 87198 15 953131

牧草的贮量只有暖季的 43 % ,牧草的营养价值更

低 ,造成牲畜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

冬、春季节可采食牧草量以及牧草营养价值均大

幅度下降 ,草场全面超载 ,最严重的玛沁、达日与

甘德等县 ,超载率竟高达 37165 %～27911 %。而

东部农区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业的发

展 ,作物秸秆、麸皮、油菜饼等大量农副产品没有

被充分利用 ,尤其是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实施

以后 ,有了大量牧草资源可以利用。实施“西繁东

育”工程实现了牧区与农区优势互补 ,变资源优势

为经济效益 ,推进农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为农牧

民增收创造一条捷径 ,同时也不失为减轻牧区草

地压力的有效手段。另外 ,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

深入 ,牧区各 (州) 、县的交通状况大幅度改善 ,为

“西繁东育”工程的实施创造了便利条件 ,也降低

了“西繁东育”工程中的运输成本。通过“西繁东

育”工程的实施 ,不仅增加青海东部农民的经济收

入 ,提高西部牧户冬季抗灾保畜能力 ,同时 ,可以

减轻草地放牧强度 ,维护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而且 ,因此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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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tening in the east of Qinghai province

XU Shi2xiao , ZHAO Xin2quan , SUN Ping , ZHAO Tong2biao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CAS , Xining 810001 , China )

Abstract : Abundant grassland resource in Qinghai is a substantial foundation for local animal husbandry de2
velopment , also plays an vital role in eco2environment health of local o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 Lantsang and Yellow river , supplying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water holding capacity , ero2
sion control , mitigation of droughts and floods , p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iodiversity etc1 ; However ,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of livestock , large area of grassland degraded seriously because of overgrazing and

other unreasonable utilization1 Making use of grassland resources in the west and agro2by2products or

herbage in the east , reproducing yak and sheep in the west and fattening them in the east is a very effective

measure in mitigating grazing pressure on natural grassland , maintaining its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re2
ducing livestock mortality during winter , increasing net income of farmers living in the east1 In this paper ,

the economic income and ecological benefit of this project were calculated and evaluated1 The economic ben2
efit f rom lamb , ewe and yak was 38198 , 47112 and 21216 yuan per head , respectively1 Accordingly , the

ecological benefit was 5 301185 yuan/ head for sheep and 15953131 yuan/ head for yak1 Therefore , The

project could not onl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 but also producing big ecological benefit1
Key words : Qinghai province ; fattening ; ecological benefit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已超过 8 万 km2

我国经过 15 年持续不断的治理 ,目前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已超过 8 万 km2 ,长江上游

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得到初步扭转。

据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在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总结“长治”工程实施 15 年来的成效和经验时介绍 ,“长治”工程自 1989 年启动实施以来 ,到

2003 年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159129 亿元。实施范围由上游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嘉陵江中下游、

陇南及陕南地区和三峡库区四大片的 7 省 (市) 61 个县、市、区有序扩大到以上游为重点、上中游协

调推进的 10 省、市的 183 个县、市、区。15 年来 ,治理区的群众累计投工投劳超过 1913 亿个。

经过不懈努力 ,目前长江上游已初步摆脱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困境。15 年间 ,长江上游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以年均超过 5 000 km2 的速度推进 ,3 009 条小流域得到初步治理并通过竣工验收达

标 ,治理区林草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35 %提高到 56 % ,4 185 万群众初步摆脱严重的水土流失困

境。同时 ,通过建立健全滑坡泥石流预警机制 ,“长治”工程 15 年来累计成功预报处理滑坡泥石

流灾害 217 处 ,撤离和转移群众 3156 万人 ,避免直接经济损失 2128 亿元。

“长治”工程重点防治区各地在扎实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同时 ,大力遏制人为水土流失

问题。通过认真贯彻预防为主方针 ,依法行政 ,力促规范 ,使水土流失防治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

道。全流域累计审批水土保持方案 6118 万个 ,开发建设单位投入水土流失防治经费达 1313 亿

元 ,一大批开发建设项目通过水土保持验收。同时各地还累计查处了人为水土流失案件 14 309

起。 (马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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