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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江河源区草地资源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分析江河源区草地资源特点的基础上 ,探讨了该资源

可持续利用中存在人口增加、草地退化和草畜矛盾等问题 ,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加强人才建设、科技支持、引进生

态补偿机制、休牧育草、进行生态移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天然草场可持续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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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in problems 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grassland pop ulation increment ,grassland degra2
dation and imbalance between grass supply and animal consumption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 he investiga2
tion of t he current stat us and analysis of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resource in t he region of t hree river

source (t he Yangt se River ,t he Yellow River ,and the Lant sang River) .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sustain2
able utilization st rategy were suggested : st rengthening talent t raining ,suppor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t roduc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grazing2ban for grass rehabilitation ,ecological emigration ,

and adjusting indust rial st ruct 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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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经济活

动的影响 , 生态脆弱的江河源区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 ,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任继周等[1 ]对江河源区草地

生态建设提出了新颖构想 ;李希来等[2 ] 、马玉寿

等[324 ] 、周华坤等[5 ]对退化草地“黑土滩”的成因及其

治理进行了研究。本文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采用

座谈、走访、入户询问和现场实地调查等方式 ,对玉

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称多县 ,果络藏族自治州的

玛多县、达日县、玛沁县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泽库县

和河南县共 7 个县的草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调研 ,探

讨了江河源区天然草场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以期为

今后江河源区的生态建设与保护工作的决策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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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江河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是长江、黄河、澜

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处于北纬

31°39′～36°12′,东经 89°45′～ 102°23′,区域面积

36. 3万 km2 ① ,行政区划上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两

个藏族自治州隶属的 12 个县及海南、黄南藏族自治

州的部分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乡 ,共 16 县 1

市 ,计 127 个乡镇。江河源区海拔为 3 335～6 564

m ,是高海拔地区湿地面积最大的地区 ,每年向下游

供水 600 亿 m3 [6 ] ,注入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水量分

别占全流域水量的 25 % ,49. 2 %和 15 % ,使之成为

“中华水塔”,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分

布区[ 1 ] ,也是全球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河

源区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0. 24 % ,但排出的 CO2 只相

当于全球陆地排出 CO2 的 0. 11 % ,其“汇”的作用显

著大于“源”的作用[ 1 ] 。江河源区气候为典型的高

原大陆性气候 ,表现为冷热两季交替、干湿两季分

明 ,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辐射强烈 ,植

物生长期短 ,无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为 - 5. 6～

3. 8 ℃;其中最热月 (7 月) 平均气温为 6. 4～13. 2

℃,极端最高气温 28 ℃;最冷月 (1 月) 平均气温为

- 13. 8～ - 6. 6 ℃,极端最低气温 - 48 ℃。年平均

降水量 262. 2～772. 8 mm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

少 ,其中 6～9 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 ,年

蒸发量在 730～1 700 mm。沙暴日数一般 19 d 左

右 ,最多达 40 d (曲麻莱) 。据 2002 年统计资料① ,

江河源区内总人口为 59 万人 ,牧业户数 83 531 户 ,

民族构成以藏族为主 ,占 90 %左右。江河源区经济

以草地畜牧业为主 ,有牲畜 2 224. 03 万羊单位 ,牧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 549. 96 元。

2 　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系统特征

2. 1 　草地类型特点及利用现状

草地是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主体 ,现有天然草

地面积 2 141. 8 万 hm2 ① (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1 951. 73万 hm2 )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59 % ,植被

优势属为嵩草属 ( Kobresi a) 、针茅属 ( S t i p a) 、薹草

属 ( Carex) 、凤毛菊属 ( S aussurea) 、鹅观草属 ( Roeg2
neri a) 、早熟禾属 ( Poa) 和披碱草属 ( El y m us) 等。

江河源区的草地以高寒草原、高寒草甸面积分布最

广 ,其中高寒草甸草地面积约占总草地面积的

79 % ,其可利用面积占总草地面积的 60 %左右 ;高

寒草原草地面积约占总草地面积的 21 % ,可利用面

积占总草地面积的 11 %。覆盖度 ≥60 %的高寒草

甸草地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区。黄河源区高寒草原草

地分布面积较大 ,且以覆盖度 ≤40 %的稀疏草原为

主 ,草原草地主要集中于玛多、曲麻莱等地 ,植被覆

盖度 ≥60 %的高寒草甸草地只占该区域总草地面积

的 37 %左右 ,主要分布于达日、玛沁境内。

江河源区由于面积大、地形复杂 ,不同类型草地

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载畜能力有较大差异 (表 1) 。高

寒草原草场保水率低 ,地表砾石化程度高 ,风蚀水蚀

作用强烈 ,极易出现退化 ,而且难以恢复 ,是高原地

区一个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7 ] 。
表 1 　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系统载畜能力 [8 ]

Table 1 　Carry capacity of the grassland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 se River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Lant sang River

项目
Item

高寒草原
Alpine dry
rangeland

高寒草甸 Alpine meadow

高寒沼泽草甸
Alpine marsh

高寒草原化草甸
Alpine meadow
wish grassland

高寒草甸
Swamp meadow

高寒灌丛草甸
Alpine meadow

wish shrubs

草地面积/ km2

Grassland area
34 580. 33 6 842. 06 87 400. 48 30 524. 90 3 159. 97

有效利用面积/ km2

Effectual utilization area
25 589. 44 5 063. 12 64 683. 02 22 587. 89 2 338. 38

总贮草量/ ( ×108 kg)
Total available herbage in t he region

34. 02 98. 13 54. 16 251. 95 14. 73

单位面积可食草产量/ (kg ·hm - 2)
Per unit area eatable herbage yield

930 3 270 1 456 1 995 2 820

养 1 只羊单位需草地面积/ hm2

Feeding a sheep unit consumes grassland
area

1. 63 0. 632 1. 0 0. 78 0. 668

占全区草地总面积比例/ %
Percentage of total grassland area

21. 28 4. 21 53. 78 18. 78 1. 95
3
　　由表 1 可知 ,高寒沼泽草甸草地单位面积可食 草产量最高 ,达 3 270 kg/ hm2 ,是经济利用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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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放牧场 ;高寒草原化草甸是江河源区分布最

广、面积最大、经济利用价值较高的放牧场 ,适于放

牧牦牛和藏绵羊 ; 高寒草甸总贮草量最高 ,可达

251. 95 ×108 kg ,是一种经济利用价值较高的放牧

场 ;高寒灌丛草甸面积仅占全区草地面积的 1. 95 % ,

但对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一

种重要的家畜放牧场。

目前 ,江河源区重度退化草地面积 433. 75 万

hm2 ,占草地总面积的 20. 3 % ;中度退化草地面积

813 万 hm2 ,占草地总面积的 38. 04 % ,二者分别占

全省牧区同类退化草地面积的 85 %和 75. 8 %。林

地面积 122. 4 万 hm2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3. 37 % ,

森林覆盖率 3. 27 % ;林地中灌木林面积 107. 4 万

hm2 ,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 87. 7 %。

　　由于大气环流和人为干扰 ,江河源区土地利用

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王根绪等[9 ] 的研究表明 ,近

15 年来 ,高寒沼泽草甸分布面积锐减了 24. 36 % ,湖

泊水域萎缩了 7. 5 % ,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面积分

别减少了 15. 82 %和 5. 15 %。潘竟虎等[ 10 ] 的研究

表明 ,江河源区近 15 年来林地、湿地、草地和冰川面

积逐渐减少 ,建设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显著

增加 ,土地综合利用程度下降 ,土地利用动态转化过

程是以草地转化为未利用土地。说明江河源区土地

利用不合理 ,其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

草地为代价的。

2. 2 　牧草资源特征

2. 2. 1 　牧草生长季节短 ,产量年际变化显著 　江河

源区气温、降水的季节性变化极为突出 ,年际差异显

著。降水主要集中在 6～8 月 ,期间牧草生长繁茂、

营养丰富、适口性好。而漫长的冷季气候干燥寒冷 ,

导致大量牧草枯死 ,草地牧草贮量仅为暖季的 43 % ,

而且牧草的营养价值很低。因此 ,易造成牲畜夏壮、

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11 ] 。另外 ,草地生产力的年际

变化也很显著 ,丰收年牧草产量高达正常年份的

154. 53 % ,而遇自然灾害时 ,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

74 %左右[12 ] 。

2. 2. 2 　牧草低矮 ,草地耐牧性强 ,牧草营养价值高

　江河源区草原资源的优点是草地面积大 ,放牧条

件好 ,豆科牧草比例小 ,莎草科和禾本科牧草比例

大。大多数牧草高 20～30 cm ,其中莎草科牧草根

系发达 ,耐践踏。牧草中粗蛋白、粗脂肪和无氮浸出

物含量高 ,而粗纤维含量低[13 ] ,具有适口性好和热

值较高的特点。据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定

位站对 29 种植物热值的测定 ,其平均去灰分热值为

18. 5 kJ / g ,高于世界陆生植物 (平均去灰分热值

17. 8 kJ / g) [14 ] 。

3 　江河源区草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影响因素

3. 1 　江河源区草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 ,江河源区冰川退缩、

湖泊沼泽萎缩、冻土层变薄、地下水位下降、湿地面

积减少、草地退化、土壤侵蚀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 ,

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自我调节能力及稳定性降低。

草地生态失调 ,又导致气象灾害和生物灾害的频发

及草地的严重退化 ,而草地的退化又会反作用于生

态环境 ,周而复始 ,恶性循环。

3. 2 　影响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的因素

3. 2. 1 　自然因素 　有研究表明 ,江河源区气温倾向

率为 0. 067 ℃/ 10 年 ,呈微弱的上升势头 ,源区牧草

返青期 (4 月底) 气温回升速度逐渐减慢 ,牧草枯黄

期 (9 月初) 气温降低速度逐渐加快 ,从而延缓了牧

草返青速度 ,加快了牧草枯黄速度 ,不利于牧草生物

量的积累 ;源区降水呈现出微弱的递增趋势 ,但降水

表现为冬季明显增加 ,而在牧草生长期 (7～8 月份)

降水量减少 ,这使牧草发育不良 ,草原生态系统容易

退化 ;江河源区气候变化也使该地区的多年冻土消

融加剧 ,冻土层下移 ,表层土壤保水性下降[15 ] 。气

温和降水的变化不仅引起高寒草原的退化 ,而且源

区太阳辐射强 ,日照时间长 ,蒸发量大 ,干旱日趋严

重 ,干旱又延长了风季的时间 ,使沙尘暴天气增多 ,

加速了土壤沙化 ,导致草地荒漠化加剧 ,草地鼠虫害

猖獗 ,使草场植被进一步退化。

3. 2. 2 　人为因素 　(1) 人口增加 ,牧民受教育程度

低 ,观念落后 ,过度放牧 ,致使草地退化 ,鼠害猖獗。

建国以来的 50 多年间 ,青海仅牧业人口增加了 36

万人。解放初期至 20 世纪末 ,是青海的黄南、果洛

和玉树 3 个自治州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江

河源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西部民族地区和青海省

都属最高 ,1953～2000 年人口增加了 3. 09 倍[ 16 ] ,而

且江河源区的藏族人口增加幅度更大 ,受教育程度

却较低。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 ,牲畜总头数也相应

剧增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加剧 ,超过了草地的承载

力 ,导致草场严重退化。牧民观念落后 ,一般以牧畜

存栏数量的多少作为家庭财富的象征 ,片面追求纯

增长 ,养老畜养长寿畜 ,畜群结构单一。面临自然灾

害时 ,许多牧民因草料储备不足 ,抗灾保畜能力差 ,

大量牲畜不能安全越冬 ,导致牲畜冬、春死亡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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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牧民的经济损失增大。据调查 ,江河源区 90 %

的草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17218 ] 。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 ,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了 30 %～50 % ,优

质牧草比例下降了 20 %～30 % ,有毒有害杂草增加

了 70 %～80 % ,草地植被盖度减少 15 %～25 % ,优

势牧草高度下降了 30 %～50 %。草地超载过牧是

导致江河源区草地生态平衡失调、草地逆向演替、

“黑土滩”型退化草场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 3 ,5 ,19 ] 。

对达日县“黑土滩”的调查结果可知 ,每 hm2 草场上

鼠兔的平均洞口数为 4 168 个 ,有效洞口数为 1 167

个 ,鼠兔密度高达 374 只/ hm2 [2 ] 。江河源区内有高

原鼠兔 2 亿只 ,每年被鼠兔啃食减少的青牧草量相

当于 239 万只羊 1 年的食草量 ,约为该区草地实际

载畜量的 1/ 7[ 20 ] 。

(2)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的影响。由于缺

乏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修筑公路、铁路时对取弃土

场处置不当 ,加之电缆、输油 (汽) 管的铺设、水利水

电工程的建设以及草场开垦、采金、砍挖薪柴、采沙、

挖药等人类经济活动 ,均使草原植被受到一定程度

的破坏 ,进而引发水土流失、草地退化、山体滑坡、边

坡失稳、冻土层变化 ,使草原荒漠化加剧。荒漠化平

均增加速率由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 3. 9 % ,增至

80～90 年代的 20 %。黄河源地区正在沙化的草地

面积 3 598. 058 km2 ,严重沙化的草地面积 1 927. 031

km2 。整个江河源区正在沙化的草地面积 5 687. 392

km2 ,严重沙化的草地面积 3 747. 202 km2 [ 21 ] 。

(3)科技支撑不足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缺乏总

体规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

首先 ,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 ,人才结构不合

理 ,创新能力不足。尽管有中国科学院和省级的科

研院所及地方性的畜牧兽医工作站、草原工作站等

科研、技术推广机构的科技人员参与源区的研究 ,但

整个地区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缺乏科技人才 ,缺乏高

素质的科技推广人员。对江河源区的系统研究相对

欠缺 ,尤其对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高

原生态环境质量等重大问题缺乏整体研究 ,如对草

原学科方面的研究 ,多以跟踪研究为主 ,多年来还停

留在资源和物种的认识层次上 ,而且缺乏系统的资

料积累。

其次 ,科研资金投入少 ,环境条件恶劣 ,基础研

究严重不足 ,应用研究、实用技术研究不能满足生产

实际需要 ,特别是对草地退化、沙化、荒漠化等退化

系统的形成机理和主要成因 ,缺乏系统、深入的基础

性研究 ,因而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利用缺乏有力的技

术措施。例如 ,青藏高原人工种草的适地适种以及

良种组合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 ,导致牧草品种单

一 ,草原鼠、虫害防治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滞后等。

第三 ,由于实施的生态建设项目不同 ,主管部门

不同 ,项目审批、实施、评价程序复杂 ,项目管理不规

范 ,出现重复建设 (如围栏建设) 及资金挪、卡、占用

等现象 ,使资金使用效率低 ,制约项目实施的效果 ,

项目建设规划的相对独立性制约了地区科技的发

展。

4 　江河源区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途径

从环境演变的情况分析可知 ,江河源区的气候

会逐渐变暖[22223 ] ,植被斑块化及土地沙化面积有增

大的趋势 ,这是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的 ,惟有努力降低

人为因素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因此 ,必须明确

江河源区草地生态建设和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以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为目的 ,加强草地生态保护和建

设 ,兼以局部地区合理放牧利用。

4. 1 　建立生态教育机制 ,提高人口素质

4. 1. 1 　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和资源忧患意识 　

充分利用传统和现代化的媒体以及宗教力量等加强

宣传、教育和引导 ,通过对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生态

城镇、人居生态环境等有关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科普

宣传 ,将环境意识和生态学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

的各个层面 ,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

责任意识 ,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 ,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 1. 2 　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的

提高可以将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

本 ,有效地减少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增加正面影

响。江河源区牧民住户分散、受教育程度低、宗教和

民族习俗观念较强 ,若采用指令性或者强制性的实

施方案效果往往不佳 ,而要通过宣传教育 ,让他们懂

得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他们自己。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 ,鼓励青少年去外地上学读

书 ,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 ,加强技能培训 ,让牧民掌

握合理利用草地、科学放牧及种草养畜等先进生产

方法和技术。要彻底改变牧区“靠天养畜”而忽略草

地投资的思想 ,改变农牧民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

式和生产方式。

4. 1. 3 　加强科技支撑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 　

政府要加大对科研的支持力度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

的管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建立健全江河源区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推广队伍 ,开展江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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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科学调查源区自然资源的储量和流量 ,动态跟

踪环境的状态与变化 , 科学评价生态建设的成果及

产生的效益 ,建立健全对资源环境的评价体系 ,为政

府决策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依据。

4. 2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严格执法

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需要 ,及时制定和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加强宣传 ,使草地生态保护和

建设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一方面将《草原使用

证》和《草地使用合同》相结合 ,使责、权、利有机结

合 ,固定草地使用权 ,将草地承包到牧户 ,进行分户

经营 , 调动广大牧民保护草地、合理利用草地和建

设草地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 , 严格

执法 ,根据《草原法》、《森林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对从事可能

引起生态环境破坏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加强监督

管理 ,禁止乱砍滥伐、乱挖滥牧 ,切实有效地防止人

为因素对江河源区草地的破坏。

4. 3 　进行生态移民和产业结构调整

4. 3. 1 　实施生态移民 　在牧民自愿的前提下 ,鼓励

农牧民迁出江河源地区的生态脆弱区和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 ,引导有条件的牧民到城镇定居。将自然

保护区内原有藏族牧民转为管护人员 ,有组织地从

事生态保护工作。通过小城镇建设、基础教育、卫生

建设、牧区能源建设等保障措施 ,改善牧区生活环

境。

4. 3. 2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绿色环保农牧产业

和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旅游业 　结合国家退耕还林

还草和草原“四配套”建设工程 (牧民定居点建设、草

原围栏、人工种草和家畜暖棚修建) ,引进先进的畜

牧业生产技术 ,改变传统落后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如

改传统畜种为优良畜种 ,改传统放牧为舍饲 (或圈

养) ,发展集约化养畜产业 ,加大畜种改良力度 ,优化

畜种、畜群结构 ,提高母畜比例 ,实行当年羔羊在入

冬前出栏 ,加快牲畜周转 ,减少过冬牲畜数量。政府

可采取适当的经济补贴实施“西繁东育”[24 ] ,提高牲

畜的出栏率、商品率 ,不仅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冬春草

场放牧压力 ,提高草地单位面积的生产能力 ,遏止草

地退化 ,而且也能增加牧民的收入。

江河源区环境污染最少 ,有独具特色的家畜牦

牛、藏绵羊 ,有许多特有的中药材和藏药材以及独特

的民间工艺等 ,可生产和开发附加值高且具有高原

特色的绿色环保农牧产品。

青藏高原广袤的高原湿地、雪域风光 ,以及藏族

独特的风俗习惯、节日、喜庆仪式和神秘的藏传佛

教 ,都是极为宝贵的旅游资源 ,青海有关部门应积极

完善江河源区旅游线路和景点的设立 ,尽快形成以

历史文化观光、登山探险、科学考察、民俗风情、朝

圣、原始生态观赏等为主要内容的旅游网络 ,逐步建

成全国著名的生态、避暑、旅游基地 ;重点搞好区内

外联系的交通通道、旅游景点之间的运输体系、旅游

地宾馆和餐饮服务业等配套设施建设 ,以及旅游区

的环境质量管理和评价体系。

4. 3. 3 　积极开发新能源 　在大力推广太阳能、水

能、风能的同时 ,应积极探索新能源 ,使能源来源多

样化 ,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

能源短缺问题 ,缓解封禁治理与烧柴的矛盾。

4. 4 　建立完善的投资机制 ,加大资金投入 ,进行退

化草地的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关系到全流

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 ,是一项重大的社会

公益性系统工程。由于条件的限制 ,仅靠区域内部

的经济收入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加速经济发展

是不可能的 ,作为重要的生态区域 ,国家应加大对江

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

度 ,制定投资倾斜政策 ,并多渠道筹集吸引资金 ,建

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

4. 4. 1 　对现有项目进行整合 ,引入风险评估、风险

跟踪和管理机制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应遵从总体

规划 ,在总体规划指导下进行科学、有序、合理的安

排和部署。必须改变传统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划

分方式 ,有必要对现有的生态建设项目进行整合 ,通

过引入风险评估、风险跟踪和管理机制来促进生态

保护和建设项目的实施 ,使其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

4. 4. 2 　加强退化草地综合治理研究 ,实施天然草地

恢复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和高原生态畜牧业示范工程

　首先 ,根据不同地区冷季长短、牧草产量、畜种构

成和食草数量 ,科学地确定载畜量和配置畜群 ,实行

分段、分区、分片轮牧 ,防止过牧。其次 ,要建立稳定

高产的人工饲草基地。高寒牧区牧草生长期短 ,草

层低矮 ,产草量低 ,天然草地所提供的饲草不能满足

牲畜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严重缺草的冬春季节 ,因此

必须发展人工草地建设。人工草地建设要与草地基

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建立高原生态畜

牧业示范工程。最后 ,加强对退化草地和土地沙漠

化的形成条件、发生机制、空间分布范围以及演化趋

势的研究 ,确定退化植被和沙漠化土地的恢复改良

措施。利用植被维护恢复与重建技术、生物防治与

生态防治鼠虫害技术 ,有计划、分期实施“黑土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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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草地恢复和沙漠化综合防治工程。

4. 4. 3 　加强国际合作 ,争取外援 　生态问题不仅是

局部性灾难 ,也是国际公害 ,许多国际组织都把保护

资源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作

为优先领域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 ,因此应积极开展

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 ,争取外援及优惠贷款。

4. 5 　引进生态补偿机制和资源有偿使用机制 ,实现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战略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

和长期的努力 ,靠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和农牧民一

时的积极性是不能持续的 ,要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使区域的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

协调、健康、持续的发展。

4. 5. 1 　水资源补偿 　建立水资源补偿机制 ,促进保

护事业良性发展。应彻底打破资源分割管理、各自

为政的做法 ,把中下游地区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

巨大损失的一部分资源预先转移支付到上游地区的

生态环境建设事业中来。

4. 5. 2 　利用“京都议定书”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 ment Mechanism ,CDM) 　草地在区

域气候变化和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5 ] ,高

寒草甸年碳固定量 214. 64 g/ m2 [26 ] 。江河源区现有

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草地面积 13 万 km2 ,1 hm2 高

寒草地土壤 CO2 储量按 109 t 计 ,每吨 CO2 交易折

合人民币 70 元 (中国的 CO2 交易价格目前约为 8

美元[ 27 ] ) ,1 hm2 高寒草地年生态服务价值为 7 630

元 ,江河源区草地每年生态服务价值为 992 亿元人

民币 (不包括草甸和草原固定 CO2 的生态服务价

值) ,是青海省 2004 年 GDP (239 亿元)的 4 倍以上。

青海省有非常显著的草地资源优势 ,青藏高原天然

草地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为 2. 571 ×

108 万元[28 ] ,应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利用的自然资

本。生态效益的价值是外部的 ,我国东部和世界其

他发达地区理所当然应该为高原地区的环境保护和

修复支付费用。

中国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中国虽不是京

都议定书所列的第一阶段对象国 ,但要求削减温室

气体排放量是早晚的事。中国被视为清洁发展机制

最具潜力的国家 ,约占全球市场的一半[29 ] 。20052
06225 ,我国首个 CDM 项目 ———内蒙古辉腾锡勒风

电场正式注册启动[30 ] 。国家及青海省政府应积极

构建 CDM 机制 ,通过政府搭建的这一平台 ,使中外

合作双方进行直接的接触和交谈 ,成立由相关部门

组成的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 ,建立健全对草地

资源完整的评价体系、动态监测体系和生态服务交

易体系 ,以推动青海 CDM 项目积极有效地开展。

通过生态服务交易 ,青海省可以获得有利于可持续

发展的先进技术以及急需的资金 ,树立地方特色的

可持续发展先驱形象 ,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双赢战略。

总之 ,政府应从国家宏观层面制定相应的保护

政策、法规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从科学技术层面进

行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保护、利用和开发的基础、应用

基础和应用研究 ;此外 ,应该将民族、宗教文化、生产

方式和移民问题结合起来 ,系统制定既符合江河源

区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又能使藏传佛教等宗

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保护对策 ,最终用自然资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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