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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王和山

宁夏中北部三面环沙，沙化土地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 22.8%。风沙通向华

北地区、京津唐地区必经宁夏，也是沙尘进入我国腹地的主要通道。2000 年，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积极争取

国家对西部和宁夏的优惠政策和项目资金，逐年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努

力拓宽生态建设项目资金筹措渠道。针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投入大、周期长，

宁夏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实际情况，坚持“改革、开放、合作、共

赢”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广泛开展交流，积极争取利用日元贷

款实施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率先建立了利用外资实施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国际合作与联动机制。

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自 2001 年启动，到 2009年项目竣

工验收，在历时 8 年的探索实践中，充分借鉴世界银行项目管理经验，坚持把资

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统一起来，依托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在财政投资项目管理中

的专业特长和人才优势，建立起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外债管理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专家团队负责规划论证，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发办负责组织实施的工作机

制，不断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探索建立了“一站式”的资金拨付方式，规范减

少中间环节，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和监测评价，为强化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

价带了个好头。项目实施后，全区一半的市县从中受益，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共赢。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管理模式得



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和肯定，得到了国际金融组织的赞许，再次彰显“小省区

能够办大事”的豪迈情怀。

在全区财政系统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推进财政工作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进一步深化“项目管理年”之际活动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开发办

公室将这一项目管理最成功的范例和成果汇编成册，对于我们总结借鉴利用外

资经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全区财政系统要通过不断的归纳和

总结，创新和完善“宁夏模式”，真正把每一个项目做精做细，把每一笔财政资金

管好用好，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调控保障能力，力争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促进财政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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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口的剧增、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

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许多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与人

力研究探索解决的途径。我国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把生态

环境改善治理纳入了国家战略。近年来，宁夏财政和农发部门抢抓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立项实施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探索了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治理生态环境的成功模式。

宁夏是我国荒漠化最突出、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西、北、东三面被

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所包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尘暴、

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着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加快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对于构建祖国西部生态屏障具有重要

意义。

2000 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总体部署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

为加速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决定利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由自

治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实施覆盖全区 1 3个县（市、区）和农垦系统 5个国营

农林牧场的“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旨在保护和恢复重点风

沙生态系统，改善项目区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加快推进全区经历社会和各项

事业可持续发展。

项目于 2001 年启动实施，2009 年竣工验收，完成投资 6.2 亿元，治

理沙化土地 6 0571 hm2，新增林地 23 288hm2，草地 7 787hm2，项目区森林覆盖

率由项目实施前 8%提高到 1 0.5%，天然草场植被覆盖率由不足 30%提高到 50%。

截至 2009年，项目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也从不足 2 000元增加到 4 1 00多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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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山、银川、吴忠、中卫等重点城市及 80多万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探索出了“统一领导、集中管理、专家支持、群众参与、

严格内控、简洁支付、有力监测”为核心内容的外资项目管理新模式，国家审计

署经过绩效评价后，认为该项目是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众多项目中一个比

较成功的范例，温家宝总理对“宁夏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要宣传和推广宁夏

的经验。

为了较完整全面地介绍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我们编写

《宁夏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创新实践》一书，全书共分综述、项目管理创新、

应用技术创新三大部分，系统介绍和总结了该项目创新实践的一系列具体活动

及取得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希望能对宁夏乃至西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提供

借鉴和参考。

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

的高度重视，得到了自治区财政厅、发改委、林业局、水利厅、农牧厅、环保厅、农

科院、宁夏大学等部门的大力帮助，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马闽霞，宁夏回族自治

区原农发办主任董锋，做了大量的协调指导和具体工作，项目区广大群众的积

极参与和社会众多专家的大力支持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在此一并致以诚挚

的谢意。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编辑工作难免出现缺陷和遗漏，敬请广大读

者多提宝贵意见。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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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风沙区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创新实践



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 立项背景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

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问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生态系统退化

严重地区，土地荒漠化、沙尘暴、洪水灾害、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已严重威胁我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存。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探索采取综合防

治技术治理沙化土地，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行动纲

领。为了切实弥补和解决我国、尤其是北方重点风沙区生态建设任务量大、经济基础薄弱、

投资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一方面加大生态建设的投资力度，调整政策，转变机制，吸引不

同投资主体参与生态建设及其沙化土地治理；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国际组织合作，引进国

外资金、技术、设备，加快生态治理速度，为全球环境建设作出贡献。

“十一五”是实施西部大开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时

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

工作，以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和环境污染源头治理为突破口，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环境

的重大举措，在生态建设、沙化治理、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6年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宁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计划到 2020全

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建成一批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谐发

展的生态示范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0%以上。为进一步加快宁夏生态环境建设，减少风沙

危害，提高项目区人民的生存环境质量和经济收入，实现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

利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实施宁夏重点风沙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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