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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三北（代序）

三北，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曾经有茂密的森林、肥美的草原。千百年来，我们的先

祖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辉煌历史和现代文明。

然而，数千年的过量索取，过于沉重的负担，使三北疲倦了，衰老了，曾经的翠绿日渐

黯淡。到 20世纪 70年代，放眼三北万里疆土，到处是漫漫黄沙和童山秃岭。三北草场载

畜量大幅降低，三北一半省份粮食不能自给。

历史在绿色的变奏中起伏延伸。这个变奏的低沉区过长，昂扬与高亢什么时候到来呢？

1978年 11月，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决

策———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三北工程建设区跨越中国半壁河山，规划建设 73年，目标是通过大规模造林种草，

修复自然生态系统，重塑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当代人类最为雄伟的生态史诗，由

此拉开帷幕。

三北工程已经走过了而立之年，累计造林保存面积 264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

5.05%提高到 12.40%。北中国辽阔的疆土上，正在经历着由黄到绿的神奇转换。

在三北工程建成区，成片成网的林木，连山覆原，护农促牧，色彩丰赡。春花如霞，夏

绿如茵，秋黄如金。

这是生命的色彩。让孤独者感受温暖，让艰难者看到希望，让三北大地焕发青春。

中国的八大沙漠，四大沙地都在三北地区。全国 83%的沙化土地在三北地区。沙化

土地曾经每年扩展数千平方公里。

与燥风狂沙抗争。多少林业科技工作者殚精竭虑，万千一线务林人跋涉沙荒。封沙育

林、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各种措施一齐上，带片网和乔灌草有机结合。

一代人的艰辛付出，亿万株绿树与黄沙的较量，治理沙化土地 28万平方公里、数千

万亩沙地变为良田、果园和牧场，改善、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

饱受水土流失之苦的三北人民，愚公移山、造林不止，按山系、分流域，多种措施一起

上，率先进行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的探索和实践。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多万平方公

里。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 3亿多吨。

昔日的童山秃岭正在用青山绿水、成片的果园回报守望三北的人们。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亿万三北人的命运。

绿色的树林掩映着黄色的大地，树林后面是舒展的田野和安稳的家园。

连片成网的防护林，防风固土，保护农田，粮食大幅度增产。

三北人用丰收的笑脸回应“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国际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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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三北工程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流通业、生态旅游业等蓬勃兴起。祖祖辈辈

守望三北的人们，正在实现致富兴旺的梦想。

三北工程像一个火车头，拉动着全中国的生态建设；引领着亿万有志者为大地增绿

而忙碌，为人与自然和谐而奉献。

三分之一个世纪里，日升月落，寒暑易节。万千务林人集中心力，灌注生命，追逐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涌现出石光银、王有德、牛玉琴、石述柱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他们不甘命

运，奋力拼搏，坚韧不拔，永远向上，成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

国家引导，群众参与，三北人民闯出了生态建设的中国道路。

顽强生存，追逐梦想，三北人民彰显了无愧时代的中国精神。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三北人民凝聚了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良好生态环境是伟大文明最可靠的立足之处。在追求生态文明的时代，具有深厚绿

色意识的民族才有可持续的希望。

站在 21世纪的制高点上放眼世界，三北工程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历史长卷，谱写着地

绿天青的传奇。这个传奇曾经高潮迭起，现今正在酝酿新的壮阔篇章。



前 言

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森林破坏，遭受了大自然无数次惩罚之后，终于认识到森林

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造林和护林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

的的防护林建设也逐渐兴起。

18世纪，苏格兰开始营造海滨防护林。

19世纪，丹麦首先把防护林建设推向国家级规模。

20世纪，防护林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4年，美国于西部大草原六州发生强沙尘暴之后，迅速上马了“罗斯福工程”，并

成立了大草原林业工程局，具体组织工程建设。1948年，苏联针对其欧洲部分草原和森

林草原地带日益严重的旱灾和干热风危害，上马了造林和水利相结合的“斯大林改造大

自然计划”，组建了 500多个防护林站和 50多个林场，具体实施工程建设。20世纪 70年

代末，北非五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支持下，为阻挡风沙侵袭，上马了“绿色坝工程”。但

是上述工程或因规划期短而终止，或因政府换届、管理机构变更而时建时停。

中国于 1978 年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称三北工程，下同），规划建设

期 73 年，不仅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规划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

程，更是持续建设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三北工程已经走过了 35年的建设

历程，累计造林保存 2647 万公顷，发挥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正在

进行五期工程建设。

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赋予林业建设全新的战略

地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三北工程进入了生态林业与民生林业并举的阶段，

植树造林与更新利用并举的阶段，政府组织与市场拉动并举的阶段，人工建设与自然修

复并举的阶段。过去的 35年仅仅是起步、探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探

索，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为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总结分析三北工程建设 35年来

的成就、经验、教训，深入探讨三北工程在优化国土开发、改善生态环境、保障民生、丰富

生态产品供给、健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的思路和措施，推进三北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经国

家林业局批准，国家林业局三北局、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绿色时报社、中国林学会共同召

开三北工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兹将征集的论文奉献给与会代表和关注三北工程建设的人们。相信这些论文将成为

推动三北工程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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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与中国生态系统管理战略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

一、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惠益。

荫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0-2005）：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有 60%的功能项正在退化，

直接威胁着区域和全球的生态安全（MA，2005）

荫 2006年英国生态学会：提出了 100个与政策相关的生态学问题，第 1个就是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研究

荫 美国生态学会 21世纪行动计划：将生态系统服务科学作为生态学首要的研究领域

荫 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
荫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权衡和协同）
荫 生态系统服务集成和优化

（1）生态服务功能

荫 水源涵养与水文调节
荫 水土保持与防风固沙
荫 生物多样性保育
荫 碳固定
（2）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与调控机制重点

荫 结构过程变化对服务的影响机理
荫 支持功能 -调节功能之间的关系

荫 过程机理模型

二、中国生态系统状况

我国自然条件复杂，自然资源种类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但总体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人口总量大、环境压力大、人均资源量少、环境利用率低是我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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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

荫 近 10年重大生态工程投资超过 12000亿元，投资规模和强度史无前例。

荫 自然保护区达 2538个，保护面积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 15.5%，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荫 森林覆盖率由 16.6%~20.4%，草原和湿地加速退化趋势得到一定遏制，将进入生

态恢复的重要阶段。

荫 全国森林、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不强。
荫 中幼龄林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和生产力低，远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天然林和次生林面临退化的压力和威胁依然存在。

荫 草地生态系统退化，单位面积产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0%。

荫 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仍在萎缩，功能持续退化。

荫 重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服务而轻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重建设，轻管理。
荫 生态系统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部门协调任务艰巨。
荫 生态系统管理的科技支撑不够。
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情景分析

荫 以草地、林地、农田和裸露地为主的四类生态系统面积之和占生态系统总面积的
95%左右。

荫 城镇、森林面积增加，草地、农田、湿地与裸地面积减少。城镇增加、农田减少的后
5年快于前 5年，草地与裸地减少的速度前 5年快于后 5年。

荫 水蚀总面积 211.47万 km2，占国土面积的 22.49%。

荫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2000年 230.34万 km2，2010年 211.47万 km2，共减少 18.87

万 km2，减幅达 8.19%，前 5年减少面积高于后 5年。

荫 2000-2010期间，全国草地的总体趋势趋于好转。

荫 局部地区退化，退化草地总面积为 17.7万 km2，占草地总面积的 10.56%，主要分

布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的天山南部、西藏西部。

荫 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2000-2005总体变好，2005-2010年呈恶化

趋势，尤其以内蒙古东北部草地最为明显。

荫 沙化总面积：175.2 万 km2，占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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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沙化总面积在减少，但 2005~2010年，内蒙古东部有扩大的趋势。

荫 土壤保持功能变化：2000-2005年，黄土高原明显增加，云南和四川南部明显减

少。2005-2010年，黄土高原区持续增加，四川南部和云南部分地区出现好转，而川中地

区和云贵高原地区则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荫 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自然生境变化：森林生境面积增加，草原和沼泽生境面积下
降，沼泽生境为持续退化，草原生境退化减速。

四、生态系统管理战略

生态文明：中国环境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使我国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必须认识到，随着国家未来发展

的经济社会需求和有限的资源环境条件，我国生态系统管理仍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建设用地会大幅度增加。中国确定了保护 18亿亩耕地的红线，

确保耕地面积相对稳定。而近一半的未利用地根本不可能改造成森林或草原。因此，仅有

11%的未利用地尚有转变为森林、草地或湿地的可能。

就土地利用而言，增加一类生态系统面积，势必要减少其他生态系统的面积。目前，

草地和湿地仍然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和威胁。因此，提升我国森林、草地与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能力是当务之急。

（1）制定新的《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优化的角度出发，综合各类生态系统、建设用地、耕地和

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全国一盘棋的国土空间优化和生态建设布局。指导思想应体现生态

系统服务和管理理念。目标是建立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明确生态系统管理的量化指

标和任务，明确优先保护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区，健全实施机构，提供政策保障。

（2）分类管理、突出重点，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在生态系统管理中，要平衡不同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调节供给服务与文化

服务间的关系，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决策并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应当由注重覆盖率的提高，转变为在关注覆盖率提

高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集约经营，迅速提高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总结退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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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还草的经验和教训，开展适度放牧试点，适度利用和保护相结合，提高草场载畜量。开

展退化草地恢复，提高防风固沙和防治沙尘暴的能力。保护天然湿地、恢复退化湿地、建

造人工湿地，提高湿地的生态服务水平。完善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

（3）加强政府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综合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
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生态系统管理与协调机构，理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和

大流域上下游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在省级政府层面，确立省级人民政府

对生态系统管理负总责的制度，在生态建设规模大、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市、区）建立省级

生态系统管理和协调机构，使其成为生态建设、规划和管理的决策主体。提高县域层面生

态保护与建设工作的统筹管理能力，提高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努力提高企业、

社区与公众对生态系统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他们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作用。

（4）推进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继续实施已有国家生态建设工程和农户补贴政策。

在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实施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工程。对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

护区，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使之与生态服务价值相适应，将生态保护作为其主要任务。 有

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并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建立生态建设项目的多元化

投融资机制，培育生态建设产业和市场。

（5）提高生态系统管理的科技支撑能力
加强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开展国家生态系统状况与变化周期性调查评估，掌握生

态系统状态及其变化。

在生态建设中，加强对区域环境的分异特征、区域生物群落的适应性及区域生态系

统的合理结构和空间格局的科学认识，提高生态建设的有效性。

建立生态建设工程前期论证和综合决策机制，强化生态建设工程的公共监督和后评

估制度，保证生态建设工程的有效实施和健康发展。

开展生态系统管理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理念引入学校教育教

材中，提升全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理念的认识，并通过各级党校等渠道向各级领导干部

提供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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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风沙灾害与沙区生态文明建设范式

史培军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1 风沙灾害与防沙治沙

荫 沙害类型
荫 沙埋
荫 沙尘暴
荫 沙漠化
荫 大气污染

荫 地表粉尘释放是我国大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
荫 地表沙尘释放量：2.1亿吨 /年，占总颗粒物的 95.8%

荫 生物质燃烧 PM释放量：362万吨 /年

荫 工业粉尘排放：500万吨 /年

荫 汽车尾气颗粒物（PM）排放量：62.1万吨 /年

荫 近年中国主要城市大气污染状况
近五年，北京重度污染共 11 天，首要污染物全为可吸入颗粒物；中度以上污染

25 天，首要污染物全为可吸入颗粒物；重度污染 11 天。其中，春季 6天，冬季 4天，秋

季 1天。

尘源区风蚀控制

荫 保护性耕作（退耕、免耕、少耕、留茬、生态缓冲带）
荫 草地保护（封育、轮牧、人工草地）
荫 植树造林（农田防护林、固沙林）
荫 减少各种扰动（汽车碾压、工程施工等）
我国的风沙灾害影响范围广，灾情非常严重，风沙与干旱灾害仍然是我国沙区生态

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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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区生态文明建设范式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立足点是为了在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恢复和

保护生态环境，在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增加人民收入，这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

的新思路。因为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一切以富民为出发点，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如果

单纯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人民没有从中得到实惠，那么，生态建设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只有产业获得发展，才能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才能扩大就业，增加

人民的收入。

只有培育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只有把产业发展、

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才能真正形成自

己的特色产业，才能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或者说，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

善生态环境，实现“治沙”与“治穷”的统一。

也只有发展这种具有特色的产业，调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产业结构，才能在提高

西部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形成国内优势互补的地区分工格局。

2.1.1生态建设产业化
具体来说，就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西部地区巨大的生态资源优势，依靠高科技和

实用技术的有力支撑，加大其不可替代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形成特色产业。

把生态建设作为产业来发展，不仅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它实质上是要把产业发展

融入生态建设中。这既可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使当地经

济得到发展。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在大开发中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摒弃传统“开发西部就是开发

（开采）矿产资源”的思路，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来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也通过生态产业

的发展来占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而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2.2产业发展生态化
根据西部地区生态资源的优势来发展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实现产业替代和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依照市场经济原则，政府的行为也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为此，必

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西部地区要为东部地区提供全面的生态服务。

其次，西部地区在产业替代和产业调整中，必须改变传统农业以粮为主，提高粮食自

给率的发展模式。

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工业结构升级，以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

最后，西部地区既要在经济发展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又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经济发展，努力培育和形成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荫 首先，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通过政策来扶持西部地区生态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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