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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与草业科学的发展

张耀生 , 赵新全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要 : 　青海省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特征是 :草地退化 ,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 ,冰川湿地退缩 ,自

然灾害频繁 ,人畜饮水困难 ,农村能源短缺。当前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试验示范不够、缺少治理规

划、种苗供应混乱、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 ,需要加强治理规划工作和技术支撑体系、建立生态环境治

理责任制、紧密结合生产结构调整及草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开展工作。需要依据草业科学的原理 ,在

生态环境治理中重视生态工程设计的应用 ,对治理区按照草地农业系统四个生产层次统筹考虑优

化生产结构 ,发挥各系统和层次间的耦合效应。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为草业科学原理的实践

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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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of Ecological2environment Treatment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the Devel2
opment of Pratacultural Science. ZHAN G Yao2sheng , ZHAO Xin2quan ( N orthwest
Plateau Instit ute of B iology , Chi 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 Xi ni ng 810001 , Chi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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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rassland degeneration , soid and water loss , land desert , shrinking back of
glacier and swamp , f requently natural disasters , difficulty of using water for human and
animals and deficiency of rural energy , we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worsened eco2environ2
ment of Qinghai province. Deficiencies in demonstration and experiment , shortage of
harnessing plan and funds , and confusion of seeds supplying , were main problems we
must face now. Some works like control planning , setting up the technology suport sys2
tem , establishing responsibility , and closely combining the agricultural st ructure adjust
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taculture must be st rengthened. When we carried out
the control of eco2environment , we must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pratacultural science ,
devote much attention to the applying of eco2engineering design , and to the policy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all2round arrangement that in view of 4 production layers of a2
gro2grassland system. So , we can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ucture and get a coupling ef2
fect f rom every system and lay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existed in process of eco2
environment control ,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pratacultural principle could get a vas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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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生态环境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

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退耕还林还草 ,进行

生态环境治理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 ,

是中央西部大开发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

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

地 ,故有“江河源头”之称。数千万公顷的绿

色植被涵养着两江一河上游的水源 ,青藏高

原因此被誉为“中华水塔”。由于高原地势高

峻 ,平均海拔在 4000m 以上 ,高海拔、缺氧、

日照长、冷季漫长、强太阳辐射等形成了高原

独特的自然条件。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

形地貌以及高原面的植被状况 ,对于全国乃

至全球气候变化、水循环和生物圈的稳定亦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而又被称为“地理第

三极”。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否 ,对整个两

江一河流域经济发展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以来 ,伴随中央“西

部大开发”战略重点转移的步伐 ,青海高原各

族人民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 ,

大面积植树种草的实践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草产业在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 ,应用草业科学原理指导生态环境建设

和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迫切的需要[1 ,2 ] 。

1 　青海生态环境退化现状

青海省有土地面积 72. 23 万 hm2 ,土地

利用方式以草地畜牧业为主 ,是我国五大牧

区之一 ,牧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96 % ,其

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3161 ×104hm2 ,占全省土

地总面积的 43. 8 %。青海省森林覆盖率

2. 59 %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乔木林

覆盖度仅 0. 35 % ,且分布不匀 ,多处于河源

森林生长极限地带 ,一旦破坏极难恢复。青

海省有耕地面积 60. 1 万 hm2 ,仅占全省土地

面积的 0. 84 % ,主要分布在海东地区、柴达

木盆地及共和盆地 ,在长期农垦发展过程中 ,

耕地逐渐由平川向山坡发展。在青海东部农

业区河流两岸 ,到处可看到山峦重叠、沟壑纵

横、地表破碎、植被稀疏、满目沟、峁、梁、塬的

典型黄土区地貌 ,有不少山头由于垦殖几近

“剃了光头”。据有关资料 ,全省现有 25°以

上的坡耕地 3. 3 万 hm2 。由于高原生态系统

结构脆弱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

响下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主要表现为 :

1 . 1 　草场严重退化

青海省中度以上退化草地 730 万 hm2 ,

占全省草地总面积的 19. 93 %。按照退化草

地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归类 ,则主要存在“黑

土型”、“沙化型”和“毒杂草型”三类退化草

地。“黑土滩”型退化草地面积约 333 万

hm2 ,单位面积牧草产量仅为 400. 5kg/ hm2 ,

只有未退化草地的 13. 23 % ,此类草地主要

分布在“三江源”地区 ;“沙化型”退化草地约

267 万 hm2 ,植被盖度仅为 30 %左右 ,牧草产

量下降 60 %～70 % ,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

和青海湖盆地 ;“毒杂草型”退化草地约 133

万 hm2 ,严重危害地段毒杂草成分占草地植

被生物量结构的 60 %～70 % ,草场利用价值

大幅度下降 ,此类草地主要分布在环青海湖

牧区。各类草地退化导致可食鲜草减少约

1200 万 t ,折合减少载畜量 820 万羊单位 ,每

年造成经济损失约 10 多亿元。

1 . 2 　草地垦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 ,青海牧区开垦

草地种植油菜的现象比较普遍。各种类型的

草地垦殖面积已达 16. 9 万 hm2 ,其中黄河源

地区为 4. 86 万 hm2 ,长江源地区为 1. 21 万

hm2 ,环青海湖地区为 6. 03 万 hm2 ,柴达木地

区为 4. 86 万 hm2 。由于水热条件不足 ,雨雪

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广种薄收的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地方由于缺

少农田防护林网的保护 ,在单季种植条件下 ,

冬春大风季节土壤风蚀较为严重。

1 . 3 　水土流失加剧

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达 0. 334 亿 hm2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46 % ,其中长江流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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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面积 0. 107 亿 hm2 ,黄河流域 0. 073

亿 hm2 ;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 8814 万 t ,

输入长江的达 1232 万 t 。近年来 ,全省每年

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0. 21 万 km2 ,且呈加剧趋

势。青海省主要农业区湟水流域的水土流失

面积达 12218km2 ,占流域面积的 76. 5 % ,占

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30. 5 % ,且大部分属

强度和极强度侵蚀区。据湟水出省境的民和

水文站观测数据 ,湟水河多年平均输沙量

1900 万 t ,多年平均含沙量达 11. 4kg/ m3 。

西宁以下的中下游地区侵蚀模数达 0. 5～1

万 t/ km2 . a。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浅山地区平

均流失表土为 30～60t/ hm2 . a。

1 . 4 　土地沙漠化面积扩大

全省沙漠化面积已达 1252 万 hm2 ,潜在

沙漠化面积 98hm2 ,主要集中在柴达木盆地、

共和盆地及黄河源头地区。目前沙漠化面积

仍以每年 10 多万 hm2 的速度扩大。

1 . 5 　冰川湿地退缩 ,水源涵养功能下降

众多的湖泊数量减少 ,面积缩小 ,水质盐

碱化。青海湖水位较 50 年代下降 1. 2m ,湖

滨出现大片沙丘 ;鄂陵湖、扎陵湖水位平均下

降了 2m 以上。大片低湿沼泽地消失 ,沼泽

地湿生草甸植被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 ,草

地涵养水源功能降低。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 ,

黄河源头地区径流水量减少 20 %以上 ,众多

湖泊水位下降 ,仅玛多县就有近千个湖泊干

涸。

1 . 6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由于湿地退缩 ,湿生植物和水栖动物生

存条件恶化 ;由于分布区缩小以及人们对野

生动物的偷捕、滥猎和对药用植物的破坏性

挖掘 ,导致高原上生物种类和数量减少 ,一些

物种逐渐变为濒危物种。青海境内生存受威

胁的生物物种约占总数的 15 %～20 % ,显著

高于 10 %～15 %的世界平均水平。

1 . 7 　自然灾害频繁

青海农业区由于气候条件差 ,干旱、冰

雹、霜冻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近 20 年来 ,

东部农业区发生春旱的年份超过半数。今年

全省有 33. 3 万 hm2 之多的农田受旱 ,绝收

近百万亩 ,粮油减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受灾

人口达 126 万 ,特重灾民 80 多万人。由于今

年旱灾是去年的继续 ,故其影响尤甚 ,口粮缺

口大 ,断粮户已大批出现 ,明年春播用种已成

严重问题。去年全省因灾返贫人口达 20 万 ,

今年的贫困面将进一步扩大。气候干旱成为

发展种植业最大的“瓶颈”。受草地生态环境

破坏和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 ,青海牧区鼠害、

虫害和风雪灾害频繁发生。据 1998 年统计 ,

全省鼠害发生面积 680 万 hm2 ,虫害发生面

积 153. 6 万 hm2 ;鼠虫危害加剧了黑土型退

化草地的扩展。进入 90 年代以来 ,全省共发

生大范围风雪灾害 4 次 ,雪灾频率和危害程

度显著高于 50 年代到 80 年代。

1 . 8 　水资源不足

主要农业区湟水流域人均占有水量

983m3 ,仅为全国人均的 1/ 3 ;每公顷占有水

量 6735m3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4。约有

半数的坡耕地没有灌溉条件 ;缺水严重的地

方人畜饮水极为困难 ,约有 1/ 4 的人口饮水

问题尚待解决。

1 . 9 　农村能源短缺

农业区由于大片山坡被开垦耕种 ,自然

植被稀疏 ,作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主体的燃

料极为短缺。交通不便又影响了商品能源的

使用。据调查 ,缺柴严重的浅山地方为了获

得一家人一天的烧柴 , 需要刨遍 0. 07 ～

0. 13hm2山坡挖草根。坡地经过挖草取柴 ,

破坏极为严重 ,从而陷入所谓“越挖越穷、越

穷越挖”的恶性循环 ,个别村甚至曾出现由于

烧柴无法解决而提出集体搬迁的申请的现

象。

1 . 10 　风蚀沙化严重

青海各地普遍多大风天气 ,年大风日数

50～100d ,是全国八级以上大风日数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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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一。风沙危害主要是柴达木盆地和共

和盆地地区 ,大风吹走表土 ,损伤幼苗 ,刮倒

即将成熟的作物 ;流沙埋压公路和草场。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形势 ,青海农区粮食生产前途黯淡。生态环

境破坏的严重结果使人们在目前不得不花大

力气进行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对

青海经济建设造成危害 ,还严重地影响整个

三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 1997 年

黄河断流 226d ,断流长度超过 800km ,造成

粮食减产 300 万 t ,而工业方面的损失估计为

农业损失的 10 倍。

2 　治理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

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不断总结经验 ,及时解决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目前青海省的工作实

践来看 ,有如下一些问题急需研究解决。

2 . 1 　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缺少试验示范和技

术支撑 ,效果不佳

青海省气候条件严酷 ,地域辽阔生态类

型复杂多样 ,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技术性很

强 ,欲使治理工作取得好的效益 ,就必须做好

前期示范工作。今年由于退耕工作实施过程

中存在时间紧、任务急、落实快、准备不足的

情况 ,缺少示范样板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指导 ,

一些地方出现赶任务、忽视工程质量的现象 ,

又恰遇今年普遍旱象严重 ,播种的牧草出苗

率很低 ,退耕地难以形成良好的植被群落结

构 ,不能达到恢复坡地植被的目的。

2 . 2 　种苗供应不足 ,制约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的进展

由于缺少前期规划和必要的技术储备 ,

大面积退耕所需的植物种苗严重匮缺 ,而种

苗市场混乱 ,不合格、质量差的劣质种子被用

于退耕还草工程 ,造成损失的事时有发生。

由于今年春季种苗价格高扬 ,种苗供应市场

混乱 ,今年秋天不少地方发生个体农民或团

体出资抢购牧草种子 ,甚至抢采未成熟种子

的现象 ,造成资源破坏严重。抢购者中有很

多人缺乏种子生产知识 ,竞相提价抢购 ,盲目

经营 ,所收购的种子质量难以保证。

2 . 3 　退耕工作缺少规划 ,治理工程效果差

确定不同生态类型还林还草的优化植物

群落结构是退耕工作最主要的基础工作之

一。今年退耕工作时间紧、任务急 ,除了省

级、县级规划外 ,至关重要的乡、村政府未能

制定好切实可行的规划 ,治理效果不佳。退

耕工作牵扯千家万户农民的方方面面 ,其中

最突出的问题有 :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产

品“卖难”问题 ,农业结构调整问题 ,小城镇建

设与农牧业产业化问题 ,基础设施问题等。

只有全面考虑、全盘规划才能发挥整体效益。

2 . 4 　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缓慢 ,资金投入不足

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没有规模经营 ,就

很难谈什么产业化。农牧产品生产的产业化

是一个新问题 ,关键问题是提高人们的认识。

有了正确的认识 ,才会出现一批产业化的带

头人 ,才会有相应的正确政策 ,才会有踊跃的

资金投入 ,才会改变“吃饭”农业现状 ,形成商

品经济大潮。也只有相当规模的名优商品生

产 ,才能显著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顺利实现

农业结构调整。而产业化问题无论是在刚开

始大规模环境治理的今天 ,还是在环境状况

有了明显的改观的将来 ,都是不容忽视的大

问题。产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高速增长与生

态环境治理是相辅相成的 ,因而在环境治理

规划中结合考虑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化是十

分重要的。而草业的发展在这些任务的实施

过程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3 　应用草业科学理论指导生态环境治
理

按照草业科学理论 ,草业生产包含前植

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和外生物

—17—

张耀生　赵新全　　青海省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与草业科学的发展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产层四个方面的内容 ,而在传统农牧业生

产中 ,人们只是主要关注植物生产和动物生

产两个层次 ,忽视了前植物生产层及后生物

生产层。在目前各地制定的各级生态环境治

理规划中 ,由于许多人对草业科学理论缺乏

深入的了解 ,在规划中对草业科学关于立草

为业及扩大草业概念的外延的理论未得到应

有的反映 ,缺乏草业发展各个层次之间的耦

合观念 ,很少采用生态工程设计 ,很少考虑草

业产业化、草业产品商品化生产以及创优名

牌产品的问题 ,而是局限于传统的植被保护、

植树种草及发展传统种植业与放牧畜牧业的

基础上。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以

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面对的国际农

产品市场的巨大竞争压力。

应用草业科学理论制定一个地区的生态

环境治理规划 ,除了关注一个“草”字 ,更需要

强调一个“业”字。除了关注有关草业发展的

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 ,更要关注与其有关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 ,诸如农牧区的人口控

制问题、基础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问题、劳动

力转移问题、生产组织形式问题、资金投入与

运营问题、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问题等等。生

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为草业科学原理的实

践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青海省当前生

态环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可以从不同生

态类型区退耕还林地、还草地的植被恢复技

术途径的优化选择、草业产品商品化的技术

途径、草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环境治理过程

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优化模式试验

示范、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牧民家庭收

入结构调整、农村能源结构调整的协调等角

度予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各界人

士共同实践与探讨 ,提出解决的方案及办法。

4 　青海草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青海省在草业科学发展方面作了不少的

工作 ,极大的丰富了这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

早在 80 年代中期 ,青海省就提出了 2000 年

草业发展战略与对策 ,从理论上阐述了扩大

草业外延、立草为业的思想及在青海省发展

草业的方针与策略。十几年来 ,各地以人工

种草和退化草地治理为中心的植物生产层的

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 ,尤其是近几年来由政

府支持的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国际合作

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数亿元 ,有效地改善了

牧区的生产条件。以建设饲料加工企业、太

阳能牲畜暖棚、冬季补饲及羔羊育肥等内容

为中心的动物生产层的工作亦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 ,全省各地不同生态类型区在多年草业

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总结出了不少有

益的经验。(1) 2000 年 8 月下旬 ,青海省肉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祁连县人民政府联合成

立了全省首家“公司加农户”的牛羊肉收购专

业合作社 ,祁连县作为肉食品公司的固定生

产基地每年向公司提供 6 万头 (只) 牛羊 ,形

成了一个初步的产业链。各级人民政府对发

展草业极为重视 ,尤其是今年新成立的青海

省农业控股公司 ,对在畜牧业现代化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的全省大多数国营农场进行统一

管理 ,以发挥其集约经营优势 ,便于形成产业

链和发展名优特商品生产 ,这就为草业的产

业化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2) 被确定为

青海省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县的民和县 ,

其经验可概括为“封脑山 ,保水源涵养 ;退坡

地 ,搞植树种草 ;调结构 ,创特色农业 ;抓生

态 ,促农民增收”。地处黄土高原西端的民和

县现有 36 万人口 ,在 1890km2 土地面积中

水土流失面积就达 1670km2 ,5. 47 万多 hm2

耕地中有 2. 87 万 hm2 坡地需要按照生态环

境治理规划实施退耕。为了改变干旱少雨的

生态条件 ,民和县已建成雨水集流式水窖

14112 眼 ,总窖容达 46. 3 万 m3 ,可解决3. 37

万人和 7. 79 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利用窖

水今年实施大田补灌 338hm2 。1998 年 ,古

鄯镇菜子湾村 140 户农民本着入社自愿的原

—27—

中国草地　2001 年　第 23 卷　第 5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则 ,以按户入股的形式组建了民和古鄯豌豆

专业合作社 ,入社的农户分户种植豌豆 ,产品

由古鄯供销社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按产销合

同收购 ,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可以说

这是特色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一个初级组织形

式。(3) 邻近西宁市的平安县 ,利用贯通该

县的交通要道“109”国道发展“交通型经济

带”,在公路两旁发展商品化生产。在植物生

产层 ,大力发展太阳能暖棚搞保护地栽培 ;在

动物生产层 ,引进旱鸭 1 万只、肉兔 1 万多

只 ,修建淡水鱼养殖基地 4 处。与此同时 ,建

设商贸市场 3 个 ,沙石场 4 个 ,采石场 2 个。

这些生产活动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1000 多人。(4)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

山南麓的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定位

研究站是一个开放试验站 ,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青海牧区草产业的研究与开发 ,在人工草

地建设、退化草地治理和羔羊强度育肥等方

面进行了成功的试验示范 ,其中优良豆科牧

草品种的引入及优良品种燕麦混播栽培技

术、当年羔羊肥育出栏技术等系列适用技术

深受牧民欢迎。近年来 ,这些草业发展系列

技术已开始或正在计划向周边地区辐射推

广 ,以获取更大的示范效应。(5) 青海畜牧

业主管部门对广大牧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十分

重视 ,提出的设想是 :根据长江源区、黄河源

区、环青海湖地区、柴达木地区等四个不同分

区的特点 ,分别实行休牧或减畜封育、退化草

地改良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牧民

定居、牲畜暖棚、人工草地、围栏“四配套”以

及道路、人畜饮水、通讯的综合配套建设。在

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 ,近年来建立了江河源

等国家自然保护区、省级森林保护区、县乡各

级基本农田保护区等各种类型的生态保护区

多处 ,各类保护区总面积已超过 400 万 hm2 。

5 　青海草业发展对策与措施

在对青海高原区域特点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重点以及草业科学理论的深刻认识的基础

上 ,针对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青海草业的

发展目前应采取如下对策与措施 :

5 . 1 　认真做好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要充分认识青海自然条件严酷、土地承

载力不高的特点 ,认识地处边远、基础设施落

后、市场发育不足、劳动力文化科技水平低、

商品化生产基础差的特点 ,认识经济落后、财

政收入有限、投资环境不良、发展资金短缺的

特点 ,认识经济发展结构以资源开发为主、农

牧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薄弱的特点。在此认

识基础上结合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做好各级

治理规划 ,尤其是乡级和村级规划是十分必

要的。规划工作应以小流域综合、连片治理

为主线进行生态工程设计 ,注意发挥草业系

统各层次之间的耦合效应。

5 . 2 　建立各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目标责任

制

责任制有利于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 ,是

建立治理工程质量保护机制的必不可少的制

度。要重视治理工程立项审批和检查验收工

作。

5 . 3 　建立技术支撑体系 ,加强试验示范

不同生态类型区均应通过试验示范提出

合理的植被结构模式及科学的植被恢复技术

途径 ,商品化生产与产业化链构建模式。建

立专人负责、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的技术保障

方案和技术支撑体系。要加强试验示范工

作 ,在干旱浅山地区可以试验乔木先行、种草

在后的技术路线 ;陡坡地可以推行等高固氮

植物篱技术 ,沟岔则可以灌木造林为先。柴

达木地区以及东部川水地区的平坦地 ,则应

大力营造防护林网 ,在林网保护区建立经济

林、特种作物种植带。要做好不同生态类型

退耕地的植被恢复技术途径的优化选择 ,各

种生态类型区都应在退耕地和生态治理区形

成多层结构、多种结构的合理群落结构。

5 . 4 　环境治理要结合生产结构调整 ,兼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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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做好环境治理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兼顾的优化模式试验示范 ,做好农牧业产

业结构调整与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调整、农

村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协调。要处理好试验

示范与全面推进的关系、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关系、还林与还草的关系、政策引导与群

众自愿的关系。在植树种草的同时 ,就要考

虑林草产品的商品生产及市场营销 ,考虑农

牧民的吃饭、用钱、生活燃料、建筑材料等问

题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植树种草的效果 ,提高

工程效益。

5 . 5 　加强种苗工作

加强种苗基地建设 ,健全种苗生产供应

机制 ;加强苗木、种子的检验、检疫 ,有效制止

不合格苗木、种子进入生态治理工程 ;实行生

产、销售种子须持农林主管部门的许可证、质

量检验证和检疫证的制度 ,加强种苗市场执

法力度 ,理顺市场运营机制。

总之 ,青海省地处高寒边远地区 ,广大农

牧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 ,环境破坏

严重 ,投资环境不佳 ,贫困人口比重大 ,政府

财力有限 ,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在这样的基

础上实施西部大开发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需

要执行“科技兴省 ,教育先行 ,大力发展基础

教育 ,加强科学技术推广力度 ;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并重 ,当前要尤其注重生态环境治理 ;

强化农牧业生产基础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 ,实现草业产业化 ,走商品化生产发展道

路。”的战略方针。推行高效集约化经营的草

业生产模式 ,发展具有高原特色、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特色草业产品生产 ,在实现草产业向

高效益产业转变的基础上顺利地实施生态环

境治理和土地资源保护 ,从而达到经济持续

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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