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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荒漠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不但吞噬着中华民 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导致土地生产力的衰退和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同时 也加剧了 整个生 态环境 的恶化。人 类不合 理经济 活动，如滥

垦、滥牧、滥采、滥伐 、滥用等触发并加速了土地荒漠化的进程，但作者认为这只是 制约土地荒 漠化的外 在机制。在

人类近乎疯狂的破坏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深层次、更具 决定性 作用的 荒漠化 制约机 制。土地所 有权错 位是我

国现代荒漠化最本质性的制约机制。正是因为土地产权错位 才导致农牧民不合理经济 活动的发生，只有 把土地所

有权归还给农民，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才是防 治荒漠化的最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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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

化正在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近 & 亿中华儿

女的现在和未来正受到荒漠化的威胁。国内诸多学

者认为：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是现代荒漠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该观点也逐 渐被政府所接 受，因

此国家在制定荒漠化的防治策略上，多采用“禁、堵、

截”的思路，然而，事与愿违。为什么我国的荒漠化

经过多年的治理仍处于“局部逆转，整体扩大”的局

面呢？中华民族历来有视土地重于生命的传统，为

什么广大的农牧民却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掠夺着、毁

坏着、践踏着他们前辈用生命换来的土地，仅仅用愚

昧和贫困来解释似乎太苍白无力了，在人类不理智

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 本质的制约机制

呢？作者斗胆诌议，恳请诸位前辈及专家赐教。!

我国土地荒漠化的危害

荒漠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

威胁。它不但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加速衰退、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同时也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荒漠化的

研究与防治将成为西部大开发成败的关键。! . !

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中国荒漠 化潜在 发生范 围，/&0 1 !!%02，!%0 1

&%03，即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总面积达

**!4/万 56(，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4 $7。中国荒漠

化涉及 !+个省（市、自治区）中的 &/!个县（旗、市、

区），其中 %%4 $7分布于西 部的 &(" 个县（市、旗）。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高达 ($(4 (万 56(，占荒漠化潜

在发生面积的 /%7，远高于全球 $%7的平均水平。

荒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4 *7，相当于 !&个广东

省的面积，是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两倍多。我国荒漠

化面积居前三位的是新疆 !"&4&万 56(，内蒙古 $) 4%

万 56(，西藏 &*4$万 56(［*)］。

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总体趋势是“局部逆转，整体

扩大”。荒漠化普查资料显示：)"$"年代，沙漠化土

地每年扩展! )$" 56(；/"+" 年代，沙漠化土地 每年

扩展( !"" 56(；%" 年代，沙漠化土地每年扩展( &$"

56
(［$］。内陆河下游的绿洲区和贺兰山以东的农牧

交错区荒漠化扩展速度惊人，内蒙古阿拉善地区、乌

兰察布盟后山、锡林郭勒盟南部、河北坝上、新疆塔

里木河下游、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西藏那曲地区等

荒漠化年均扩展速率在 &7以上。据卫星遥感调查

技术统计，全国可利用草原 以每年 (7的 速度在加

速退化。内蒙古拥有我国最大的草原牧场，$"年代

有草原 ++ 8 !"$96(，如今，内蒙古可利用的牧场只剩

下 *+4 $/ 8 !"$96(，仅 *"年的时间，草场惊人地萎缩

了 )$7［&$］。! ." 导致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占国土面 积的 *!4(7。每

年流失土壤 ) 4" 8 !"% :。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

竟达 &4 * 8 !") 56(，每年流失表土 ! ;6［)］。建国以

来，荒漠化已使全国 $4$/ 8 !") 96(的耕地沦为沙地，



!" #$# % &’( )*!草地变为沙漠，全国退化草场达 &" ’$

% &’+ )*!
［(］。荒 漠 化 使 草 原 营 养物 质 每 年 损 失

&" ##, % &’
,
-，相当于 ."(/ % &’, -化肥。由此造成牧

草品质退化，产量下降，草原单位面积载畜量锐减。

目前我国退化耕地总面积达 /" /!( % &’( )*!以上，退

化比例为 .$" $0，荒漠化每年造成我国 !" $,# % &’$

)*!土地退化，损失耕地 !"!! % &’. )*!。每年共损失

粮食 #" ’ % &’, 12，相当于 /"$’ % &’(人的年口粮［.(］。

3 ；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测算，荒漠化每年损失

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等达 $" $, % &’/ -，折合化肥

!" / % &’+ -，相当于 &,,(年全国农用化肥产量的 ," $

倍。因荒漠化造成全国草场退化，每年因此少养羊

$" ’ % &’/只［(］。! 4"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 $" .’ % &’&’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 &,,(年财

政收入的 #倍［#］。

&,,#年 $月 $日西北新、甘、宁、蒙 .省（区）的

/!个县共 &" &’ % &’( 1*!遭受的沙尘暴袭击，使 &" !’

% &’/人受灾，#+’人死亡，#&失踪，!(.人受伤，死亡

牲畜 &" !’ % &’$头，. .&!间房屋和 #"/’ % &’$ )*!耕地

被毁，直接经济损失 $" .## % &’+元，其间接经济损失

难以计算。&,,.年 .月发生在北方的特大沙尘暴，

仅新疆的经济损失就达 &’ % &’+元［(］。

荒漠化加深了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据调查，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 5 .生活在荒漠化地区。荒漠

化也使中国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

有些地方 因此诱 发了民 族矛 盾，影响了 社会 的稳

定［$］。! 4# 加剧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仅每年输入黄河的 &" (’

% &’, - 泥 沙 中，就 有 & "!’ % &’, - 来 自 荒 漠化 地

区［$］。荒漠化已经成为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和首要的环境问题，成了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按

目前的速度发展，今后 $’年内，全国将净增 #" ## 6

." ’’ % &’/ )*!的荒漠化土地，相当于 &’个台湾省的

面积［(］。

荒漠化也使生物资源遭到严重摧残，生物多样

性急剧减少。目前，三叶甘草、盐梓等已经消失；新

疆虎、新疆大头鱼、蒙古野马、高鼻羚羊等也已绝迹。

另外，还有数十种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 土地荒

漠化的外在机制

国内外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导致土地荒漠化

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的不合理经济行为，并归纳

为五 滥：滥垦、滥牧、滥采、滥伐、滥用［&，/］。但作者

认为这些不理智的经济行为只是土地荒漠化的直接

或外部的触发机制。$ 4! 滥牧

导致我国荒漠化土地继续扩展的诸多原因中，

过度放牧引起土地沙漠化的比例最大。例如，内蒙

古自治区 +’ 年 代中 期全 区草 地的理 论载 畜量 为

. "!&$ % &’/个羊 单 位，而 实际 载畜 量 的超 载 率 为

##0。特别是在干旱年份，草场生产力急剧下降，而

牲畜数量却得不到及时调整。草场超载过牧，导致

了大面积的土地沙化。

多年来，由于利用不合理、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

等因素，我国草地资源退化严重，并在迅速漫延。北

方牧区 /’年代退化草地面积占 &’0；+’ 年代初占

#’0、,’年代中期已达 $’0；已有 &" #/ % &’+ )*!的

草地发生退化，约占全国草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

中轻度退化的占 $/0，中度退化的占 #&0，重度退

化的占 &!0。与六十年代初相比，现在的单位面积

产草量已下降 #’0 6 $’0，现在我国草原正以每年

! "’’ % &’
(
)*
!的速度 加速 退化［$］。草地 的快速 退

化，造成了草地畜牧业的衰退，环境变劣。草地退化

不仅严重制约着我国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对整

个大陆地区生态环境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我国草 原牲畜超载率 为 $’0&!’0，有的地 区

甚至高达 #’’0。冬春季饲草严重不 足，抗灾 能力

极低。春季牧草从返青开始即被过度啃食，草原难

以恢复生机。

那么是否有人研究过：牧民为什么要让草场超

载过牧呢？难道牧民不知到超 载会导致草原 退化

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早在公元 &!!$年，成吉思

汗就颁布了《札撒大典》，大典明确规定了保护草原

的措施，为草原的 繁茂和传承起 到了决定性作 用。

而我国的《草原法》已经颁布 &. 年了，远没起到《札

撒大典》的作用，原因何在？因为草场无主、使用无

偿、破坏无责。$ 4$ 滥垦

过度垦荒，也是造成土 地荒漠化的 重要原因。

据卫星遥感调查结果，黑龙江、甘肃、新疆、内蒙古 .

省（区）&,+(—&,,(年毁草垦荒 &" &/ % &’. 1*!，而其

中一半在垦荒几年后撂 荒，成为 新的荒漠化土地。

再如河北坝上地区，$’年代后期至 /’年代末，共进

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垦草种粮浪潮，草场面积由原来

的 /" ## % &’# 1*!下降到 !" !( % &’# 1*!，耕地则由原

来的 ." !$ % &’# 1*!增加到 +"/& % &’# 1*!［.(］。由于

违背自然规律的滥垦，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

境失去植被的保护，在干旱、大风等恶劣自然条件的

影响下，土地因风蚀严重沙化。仅张家口坝上 .县

就有 (" (/ % &’# 1*!的草场和农田变成沙化土地，占



坝上总面积的 !"# $%［&］。

据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统计，在“以粮为纲”

的 ’(!)—’("*年，出现两次开荒热，&#& + ’,! -.$草

地被垦为农田，建副食品基地开垦草地 * #/’$ + ’,&

-.$，相当于自治区 ’ 0 ’,的草地面积被破坏。因缺

水、沙化，其中 $ 0 *已经被撂荒，造成 ’#** + ’,& -.$

土地荒 漠 化。 现 在，草 原 仍 在被 践 踏，’((" 年 和

’(()年两年内，内蒙古东部地区 */个旗（县）开垦草

原 (# "* + ’,! -.$，其中呼伦贝尔盟开垦了 *# !& + ’,!

-.
$。按计划，’(((年东部 / 个盟将继续开垦草原

’# /, +’,& -.$。为解 决“开发草 原资金不 足”的问

题，内蒙古一些地方政府还引进外资开垦草原［"(］。

! 1" 滥采

西北干旱区的无节制地乱挖甘草、滥搂发菜，已

成为导致沙漠化扩展的重要因素。发菜和甘草本是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草场资源、防

治荒漠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却因其自身的经济价

值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屡禁不止的草原大劫难。

发菜因色、状酷似黑发而得名，富含蛋白质，以

及钙、鳞、铁等矿物质，因其谐音“发财”而倍受东南

沿海及港澳地区人士的青睐。甘草性平味干，可润

肺祛痰、解毒止痛、调和百药，被历代中医尊为众药

之王，素有“十方九草”、“无草不成方”之说。此外，

在食品、化工、烟草等行业也广泛应用。在高额利润

的诱惑下，一些人把采掘当成致富途径。前些年，宁

夏的一些贫困地区，已发展成有组织的集团活动，县

有广告、乡有号召、村有组织，他们采掘发菜、甘草，

翻松土地，铲掉草皮，牧草被连根拔起，给本底十分

脆弱的干旱草原造成了毁灭性损失。

据调查，每挖 ’, 2发菜，要破坏相当于 ’&个足

球场大的草地；每挖 ’ 32野生甘草，就可使 ’# ** -.$

草原沙化。据有关资料，宁夏盐池县由于乱挖甘草

破坏的 草 原就 达 $# , + ’,* 3.$，直 接 经济 损 失达

*# /)" + ’,"元。’()"年以来，来自长城内外的 ’# (,

+ ’,
&人 次农民进驻 内蒙古草 原“淘金”，足 迹遍布

’# /" + ’," -.$草场。每年到内蒙古苏尼特旗和四子

王旗搂发菜的不下 ’ 4 5, + ’,!人次，最多每天达数

千人，造成 大面积草地沙化。在挖发菜的 过程中，

’# *, + ’," -.$草场遭到严重破坏，其中 /#, + ’,& -.$

已经沙化，内蒙古 为此每年损失 * #, + ’,(元。’((/

年甘肃省因挖甘草破坏草场 &# " + ’,/-.$以上［)］。

荒漠化地区的植被 多是重要的薪柴和药材资

源。 有关资料，柴达木盆地原 有固沙植被 $#, +

’,/多 3.$，到 ),年代中期，因樵采已造成 ’ 0 *以上

沙化。新疆荒漠 化地区每 年需薪柴 *# !, 6 "# ,, +

’,& 7，几乎全 部采自沙 区，从 而造成大 面积土地 沙

化［(］。

内蒙古吉兰泰镇 ",年代以来乱砍滥伐，使盐湖

西北 "#, + ’,/ -.$的梭梭林减少到 $ #, + ’,/ -.$左

右，由于失去植被保护，致使 *# "* + ’,* -.$吉兰泰盐

场有一半被流沙埋没［&］。! 1# 滥用

西北一些地区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了大面

积的土地荒漠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几十年来

上游超量用水，使下游 $#", +’,$ 3.河道断流，造成

* #!* + ’,! -.$胡杨林枯死，&#&" + ’,/ -.$草场退化，

’ #&" + ’,/ -.$农田弃耕［)］。

在草原区发 展灌溉农业，无节制用 水，大水 漫

灌，引起土地盐碱化。据甘、宁、青、新四省统计，已

有 ’#!" + ’," -.$土地因漫灌而盐渍化［(］。

黄河上游对水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致使黄河断

流，山东省土地沙化日趋严重，风沙土地面积占全省

的 ’’%，近 &# " + ’,! -.$的耕地受风沙严重危害，全

省每年还新增风沙危害面积 &#, + ’,/ -.$［*］。

甘肃民勤县石羊河流域，由于超采地下水，成片

的防沙林枯萎死亡，个别地方甚至连饮用水也要到

外地高价购买，沙漠每年向绿洲推进 / 6 & .［!］。! 1

$ 滥猎

因乱捕乱猎野生动物，导致鼠类的天敌大量减

少，鼠害成灾。新疆甘家湖梭梭林自然保护区总面

积 $%"" & ’(# -.!，位于天山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西缘，西接艾比湖，是我国研究荒漠生态系统的重要

基地。近 年来 保 护 区范 围 内 发生 鼠 害 的面 积 在

’ %"" & ’(
# -.!以上，外围 ’% ’" & ’(# -.!飞播造林区

全部 发 生 鼠 害，其 中，中 度 危 害 区 达 ) %*+ & ’("

-.!
［,］。目前鼠害仍向保护区的核心区蔓延，致使世

界上最大的原始梭梭林———新疆甘家湖梭梭自然保

护区正遭受鼠害的侵袭［,］。" 土地荒漠化的内在

机制

造成荒漠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有关专家研

究认为，(/# !%的荒漠化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

动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如此地“虐待或摧

残”土地呢？有人认为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贫困迫使

人们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有人认为是环境

意识淡漠，人类正在为自己挖掘坟墓。那么，农牧民

真的不知道破坏生态环境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吗？超

载过牧会毁坏草场吗？回答是否定的。眼看着荒漠

化正在吞噬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什么广大农牧民

至今仍在进行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且屡禁不



止呢？在人类近乎疯狂的破坏行为背后，一定存在

着更深层次、更具决定性 作用的荒漠化 触发机制。

作者认为：土地所有权错位是我国现代荒漠化最本

质性的触发机制。

由于种种原因，土地的所有权旁落或错位，绝大

多数农民认为自己租种的是公家的土地，羊群正在

践踏着公家的草原，为了追求眼前经济利益的最大

化，根本不会顾及环境的容忍度及土地的承载能力。

因为草场无主、使用无偿、破坏无责。相互攀比，求

富心切，惟恐吃亏，在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收益归

己，生态环境损失的外部性则无人问津，所以产生破

坏性的短期行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国严重恶化的生

态环境及不断扩展荒漠化也许正是“共公物品的悲

剧”的真实写照。!"# 土地产权的错位

本文不想探讨土地所有权错位的原因，只论述

土地产权错位造成的严重生态后果—荒漠化。现在

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上是在合作社时，农民把从土

地革命中分得的自己私人土地，通过社会主义改造

及农村合作化而归集体所有，根据 !"#$ 年《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队指 生产小队，也即目前的村 民小组。

农地所有权、经营权等权利都归集体所有。%&年代

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土地使用权

的一次回归，就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改

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进入 "&年代，现行农

地制度的弊端逐渐突现出来。如人均土地减少，土

地经过 !’ (的租赁，农民惟恐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而

掠夺地力，投入减少，农民收入增幅减小，土地质量

普遍下降。

为什么那么热爱土地的广大农民，却采用毁坏

土地的经营方式呢？问 题就出在土地 产权主体错

位，各项权能界定不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属 农村集体所有，但究竟属

乡、村、村民小组哪一个经济组织，没有作出明确界

定。土地承包制度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使用权归农户，但

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无明确规定，致

使产权边界模糊。所有权边界不清，使得要么所有

权虚置，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行使对土地经营

的管理和监督；要么所有权越位，所有者随意干预和

侵占经营者利益。

既然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那么土地所有权应

归农民。而现在土地的占有、使用、处理权等实际上

是归村民小组所有，土地的占有和所有出现了错位

现象。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应该是集体农民自己，而

集体农民只是个虚拟的概念，有很多地方集体组织

实际上是名存实亡，所谓代表集体的是那几个村干

部、乡干部，而其中有些人利用土地所有权，作为欺

诈压迫农民的手段。诱发土地荒漠化的五滥行为，

其根源在于土地产权边界模糊，使经营者对未来缺

乏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长期投资、长远经营的积极

性。耕地荒芜了，草场退化了，使用者并不觉得多么

的难过，因为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目前所拥有

的只是政府赋予的一定时限内使用权。! )$ 土地

产权错位的原因

土地 产权 错位 的主 要原 因是国 家权 力的“越

位”，主要表现在土改时，国家禁止土地出租；现行的

土地联产承包制，土地承包期限及权力却由国家决

定，实际上国家在行使着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国

家垄断占地的做法是典型的对农民权力的侵犯。现

在土地立法中的根本点，不在于分清是物权还是债

权，而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真正在法律上认可农民对

土地的实质占有权和所有权。我们可以把产权弄得

很清楚，很彻底，但如何才能摆脱政府对土地产权的

侵害，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

彻底的产权制度，但是如果现在的基层政治体制不

改革，产权的完整只可能是一句空话。政治权力对

土地产权的侵犯不改变，即使产权很完整，也难以真

正保护农民的利益。广大农民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也

许正是政府侵占土地产权的综合反馈效应。! )!

解决途径

鉴于目前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农

村经济体制的再一次创新，以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特别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调动广

大农牧民的积极性，回归土地产权也许是一项创世

纪的壮举，其潜能的发挥远大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地制度的创新首要任务是要明确农地产权主

体，界定各项权能的边界，明晰农地使用过程中各经

济主体的责权利。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劳动者只

有具有对土地资源排他性的明确权利，才会产生稳

定的经济预期，才会增加农业 投入，避免 掠夺式经

营，使得土地持续利用成为可能。农地制度是规范

人们在农地（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问题上相互

关系的行为准则。农地 制度的核心是 农地产权制

度，指农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

权等各项权能的设置与划分。

要真正解决土地荒漠化不断扩大问题，仅靠稳

定农地承包关系并不足以保证农民增大对土地的投



入和土地持续利用，只有正本清源，把土地归还给农

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才能避免杀鸡取卵

的短期行为，防治荒漠化的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如

退耕还林还草、以草定畜、舍饲养畜等会变成农牧民

的自觉行为。

“公私合营”的厂房、机器可以归还资本家，那么

“合作化”的土地为什么不能归还给农民呢？最大的

问题还是受思想观念束缚，使很多人敢想不敢说，敢

说不敢做。党的“十五大”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只

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就不应该被“姓社或姓

资”的概念问题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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