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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俊等编著的《中国草原生态问题调查》内容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国家草原治理项目效果评估与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完
善”课题研究成果编辑而成。该研究对内蒙占锡林郭勒盟及辖下苏尼特右
旗和正蓝旗、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及辖下玛曲
县进行了案例调研，并组织完成了对于内蒙古、新疆、甘肃和青海4个省(
自治区)40个牧业村(嘎查)、432个牧户的实地调查。《中国草原生态问题
调查》对我国草原治理政策进行了总体梳理和评述，总结了草原治理的成
就，分析了草原治理政策的不足，就进一步完善我国草原生态治理政策提
出了建议。本书可作为制定草原政策法规、草原管理、研究草原问题的重
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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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1963年12月生于山东省高青县。1989年5月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农学博上学位。1989年5月至12月在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0
年至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主
任、副总编、社长、副所长。1995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1年3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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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农民工战略
问题研究》、《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等。自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一等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著作奖等。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
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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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草原生态治理虽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与问  题。主要表现在：草原治理的思
路有待改进，一些项目缺乏综合性及  可持续性，牧民增收致富与生态保护间存在矛盾，生态移民难
度大，退  牧还草存在困难，草场围栏在生态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牧区贫困与，  草原退化相伴相
生，监督保护能力亟待提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包括天然草原植
被恢复与建设、退牧还草、草原围栏、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通过保护建
设，项目区草原植被得到初步恢复，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能力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
种草养畜热情高涨，以草定畜、科学养畜的意识得到增强。草原政策和项目的实施，对于保护草原生
态环境、缓解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草原等资源的恢复保护和合理利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多、人口压力大、生态治理制度和体系不完善、地区经济落后及财政困难、国家
投入有限等原因，草原生态保护工作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　  这几年，关于草原生态保护政策
和项目的各种争论不绝于耳、是非难辨。不少草原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地方政府官员
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和项目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建议。根据调查组对内蒙古及甘肃几个地区的调查并综
合一些研究学者的观点，近些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牧
民也做出了一些牺牲，但生态保护效果不理想。究其根源，还是缘自草原生态保护的思路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在：&ldquo;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dquo;，缺乏整体性、全局性；草原生态治理往往以草和
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却忽视了牧民的意愿，导致政策和项目常常得不到牧民群众的支持，缺乏群众
根基；草原生态治理缺乏长期性、可持续性制度，政策预期和项目前景不明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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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草原生态问题调查》对我国草原治理政策和项目进行了总体疏理和评述，总结了草原治理
的成就，分析了草原治理政策中的不足，就进一步完善我国草原生态治理政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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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调查很深入
2、知识性强，很好，是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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