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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传统游牧方式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以巴彦温都尔苏木后那杰嘎查为例

摘  要 ：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广大牧民仍传承着以嘎查为单位，有组织、有规模，长距离游牧

的传统。这在内蒙古牧区已为数不多，是传统游牧生产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新一代游牧景象。为了深入

了解传统游牧业实际状况，课题组于 6 月 18 日至 6 月 22 日，赴巴彦温都尔苏木后那杰嘎查夏营盘—乌兰哈

达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地游牧生产的特点、存在问题，并提出发扬游牧文化、促进游牧生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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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那杰嘎查基本情况

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

苏木后那杰嘎查坐落在“那杰

山”以北，故叫做“后那杰”。

后那杰嘎查土地总面积为 13 万

亩，其中冬营盘约 11.7 万亩，夏

营盘 1.3 万亩。2018 年，全嘎查

总户数为 212 户，总人口为 556

人，其中劳动力 384 人。2019 年

（6 月 30 日）牲畜总头数为 47795

头（只），其中绵羊 44628 只、山

羊 364 只、牛 2803 头，另有少量

马驴等。

二、后那杰嘎查游牧生产

被保留的成因及特点

（一）游牧生产被保留的原因

后那杰嘎查到目前为止还

能保留传统游牧业有其必然性和

偶然性。必然性是后那杰嘎查草

场分布在两处，分别在嘎查附近

的冬营草场和北边罕山附近的夏

季草场，两处草场相距 60 多公

里。牧民如果想利用夏季草场必

须要赶牲畜 60 多公里才能到达

夏季草场。夏季草场的地理位置

特殊，夏季凉快冬季寒冷，加上

不允许牧民在夏营地建设固定住

所和棚圈，只能放牧。所以，客

观上逼迫牧民利用夏季草场不得

不远距离游牧 ；偶然性是嘎查在

草场分配中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

式—冬季草场划分到户、夏季草

场集体使用。实际上，平分的冬

季草场过于碎片分散，牧户没办

法围栏。以上原因为保留传统游

牧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游牧生产的特点

后那杰嘎查原来属于半农

半 牧 区（2000 年 后 划 为 纯 牧

区）。因此，在居住和生产方面

仍然保留着部分农业生产方式的

传统，与传统游牧地区（如锡盟

纯牧区）的纯游牧生产有所不

同，有其自身的特点。

1. 牧民居住较集中

后那杰嘎查仍保留着农耕

地区村民聚集居住的特点。过去

本地区属于半农半牧区，户与户

之间距离较近、人口较集中，形

成了村落。这种村落式居住模式

为嘎查的劳动力供给、生产互

助、村落文化的形成方面提供了

有力条件。

2. 共同使用草场

后那杰嘎查，于 1998 年对

冬营盘草场进行二次划分。为了

公平起见，嘎查把冬营地草场分

为优、好、差三等，通过抓阄方

式每户均摊三种类型草场。这种

方式看似公平，实际上每户草场

分割几块，围栏使用非常困难，

部分牧民试着围栏，但是成本

高、面积过小、破坏严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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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最后都放弃，采取共同使

用。

3. 多层组织监督管理

牧户夏季游牧生产是有组

织，统一时间进行的。每年都由

嘎查、苏木和旗畜牧局等相关部

门进行管理。嘎查是游牧的直接

管理者、协调者，制定每年游牧

具体时间，协调处理游牧中突发

事件 ；苏木和旗畜牧局等相关部

门监督牧民的违规放牧行为。多

层管理杜绝了少数人为私利破坏

集体游牧制度的投机行为，保护

了游牧群体的利益，也有效限制

牧民过度利用草场行为。在多层

组织管理下，传统游牧生产引用

现代管理模式，更加适应现代生

产理念。

4. 游牧采取互助雇用模式

畜牧业经营中广泛使用互

助雇用模式。游牧时，两户或多

户牧民把牲畜组成一群（一群

1000~1300 只羊），其中一户负

责放牧，其他牧户付给代放户一

定报酬。这是典型的互助雇用模

式。“互助雇用”关系的基础是 

“信任”，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猜疑，能够节约牧民“不信任”

而产生的费用。同时能够解决嘎

查劳动力短缺问题。

今年 6 月份调查时嘎查夏

营盘共有 12 群，其中 10 个群是

以“互助雇用”模式组成的群，

只有两个群是因自家牲畜较多而

独立组成的羊群。其中牲畜较少

的群有 900 多只羊，最多的群有

1500 多只羊。

5. 传统游牧业插上现代科

技“翅膀”

嘎查牧民对游牧赋予了很

多现代科技要素。在夏营地看

到牧民的 SUV、皮卡车、摩托

车，还有农用车改装的适合游牧

的“房车”，而且“房车”上还

有煤气灶等现代用具。游牧点的

每个牧民都有自己的手机，不仅

打电话还能微信聊天。牧民加入

很多微信群，在日常生活生产中

雇用劳动力、寻找丢失的牲畜、

买草、租草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等都通过微信、电话来得知。我

们到夏季草场后想采访嘎查长，

牧民拿出电话联系嘎查长，并告

诉我们“嘎查长在苏木办事，他

说让您加个微信。微信号是他的

电话号，有什么问题在微信上提

问”。当时我们加了他的微信，

并通过微信了解到嘎查的一些具

体情况。

据了解，目前当地畜牧生

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饲料地

的播种、收割，秋季打草、运送

牲畜等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都被

机械代替，只有一些接羊羔、放

牧等工作由人工完成。

牧民不仅使用现有的科技

成果，还对尚未普及的高端成果

也产生极大的兴趣。牧民阿其拉

图讲 ：“我在电视上看过，外国

人用特别小的飞机（指的是无人

机）来看管羊群，不知道从哪

儿能买到？大城市里有没有卖

的？”表达了他以高科技改变未

来现代畜牧业的美好期待。

游牧生产中科技要素的融

合使得游牧生产更加简便、牧民

生活更加舒适、人与自然更加和

谐。

6. 农牧互补 农牧民双赢

后那杰嘎查草场面积小，嘎

查现有的牲畜头数已经超出载畜

量。为了防止过度放牧导致草场

退化，牧民租用周围嘎查可利用

草场或者到农区租用耕地秸秆，

解决牲畜的饲草料问题。我们调

研时一部分牧民反映 ：“夏季草

场目前有 3 万多只羊。因为最近

十来天没有下雨草的长势放慢，

羊群已经吃不饱了，需要倒场”。

所谓的倒场就是租用草场（因为

耕地没有收割无法放牧）。还了解

到，夏季草场的牧民不是全部倒

场，而是牲畜较多的羊群主动倒

场。倒场的牲畜头数接近夏季草

场牲畜的 40%-60% 左右，这样

能够减轻夏季草场的压力。

每年秋天，冬季草场基本

无法满足过冬牲畜需要。牧民出

栏牲畜后把过冬的大部分牲畜用

大型车拉到开鲁等农区，租用耕

地放牧，极少数牲畜留在冬季草

场过冬。

“倒场”不仅减轻了当地超

载压力、确保牧民收入稳定增

长，同时充分利用周边草场和农

村闲地，也对周围农牧民创造了

额外收入。

这种“倒场”体现了“游

牧”内涵，打破了嘎查之间的界

线限制，最大限度保证了各方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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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牧中的矛盾与困境

“游牧”保留到今天可以说

已经是“奇迹”了。“游牧”用

其实践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和合理性。当前游牧中存在一些

矛盾和问题，应引起重视，加以

解决。

（一）管理上存在局限性

“游牧”生产制度上的局限

主要表现在约束力度的柔性上。

传统游牧，在时间、规模、路线

方面，全部依靠“习惯”和牧民

的“自觉”来完成，这种约束力

没有严格的惩罚制度支撑。后那

杰嘎查部分牧民利用传统“游

牧”制度的漏洞，私自改变游牧

时间，破坏了嘎查的游牧规则，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损害其他

牧民经济利益。

因此，“游牧”地区必须建

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旗、苏木相

关部门联合制定制度，保障多数

牧民的合法利益和草场的合理

利用。

（二）草场围栏与游牧之间

的矛盾

由于种种原因后那杰嘎查

未能实现个人围栏草场，草场仍

被共同使用。从而引发一些利益

纠纷。冬季草场虽然已经划分到

户，但是划分草场碎片，无法围

栏，仍存在少畜户或无畜户吃亏

现象，而大户无偿使用草场降低

了养畜成本。所以，牧户中一直

存在重新分配草场的呼声。

近期了解到，嘎查已经重

新调整草场，牧民开始围栏冬季

草场。

（三）草场退化与“保护”

的担忧

后那杰嘎查游牧虽然最大

限度保护夏季草场，但是因气

候等原因夏季草场与过去相比

退化仍较严重。据牧民巴雅尔

图讲“前二十年嘎查夏季草场

草的长势特别好，草的高度曾

达到马肚甚至有的地方超过马

镫，现在草的高度还没有羊羔

高” 。

后那杰嘎查夏季草场接壤

罕山自然保护区。牧民最担心的

是夏季草场如果被划归自然保

护区，那么就面临失去夏季放

牧场。原因是，虽然游牧缓解

了夏季草场的快速退化，但夏

季草场与保护区内的相比还是

差一些。如果草场持续退化，

政府很可能采取保护草场的强

制措施。所以牧民们说“如果

因退化草场为理由，把夏季草

场纳入保护区或者全年禁牧，

那么内蒙古仅有的集体游牧景

象就会宣告终结，从而冬季草

场压力增加，草原畜牧业难以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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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牧对牧区发展的启

发及建议

随着时代的变化，内蒙古

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发生了许多

变化。然而巴彦温都尔苏木后那

杰等嘎查仍然保留着游牧传统。

这种现象会给当前的草原牧区带

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一）游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游牧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流

动中保护草场，保障牧民的最大

利益。从后那杰嘎查的畜牧业经

营活动规律看，每年从 4 月 1 日

至 6 月 1 日冬季草场实施禁牧，

有利于冬季草场的返青 ；从 6 月

1 日 至 9 月 25 日 期 间， 统 一 游

牧到夏季草场放牧。期间冬季草

场能够很好的修复 ；从 9 月 25

日至下一年 4 月 1 日期间在冬季

草场上放牧。这一时期因出售

50% 的牲畜，冬季草场的压力

也会减轻。另外，大部分牧户还

租用农区耕地放牧，又减少了冬

季草场的压力。

牧民在畜牧业经营中充分

遵循了游牧和禁牧规则，有效平

衡草场合理利用而最大限度保障

了牧民获取经济利益，充分体现

了游牧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牲畜

共处的生态循环强大生命力，这

对相同或类似情况地区提供了可

借鉴的宝贵经验，也充分体现了

游牧制度的时代意义。

（二）“传统游牧”与“现代

经营”并不冲突

很多人认为“游牧”是传

统的、古老的、落后的，而且游

牧生活很艰苦。但是从后那杰嘎

查的游牧来看，并没有看到落

后、古老和艰苦，而是遵守自然

规律的、现代的游牧和幸福安康

的牧民生活。当地牧民依靠智慧

把游牧的优点发挥到极致，他们

延用保护生态的游牧方式，结合

现代科技，创造出舒适、高效、

高收益的新“游牧”方式。

牧民用实践证明了游牧保

护生态的优越性和与现代科技融

合的适应性，做到了“传统”与

“现代”的完美融合。   

（三）保护发展传统“游牧”

就是保护区域文化多样性

内蒙古牧区传统上就是以

大规模游牧方式经营草原畜牧业

的地区。随着牧区改革，传统游

牧生产方式基本消失。庆幸的

是，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

木保留住了传统游牧方式，成为

我区少有的“游牧风景线”。如

果不加强保护，不给予特殊政策

支持，该地区游牧方式很容易消

失。

更重要的是蒙古族文化是

以游牧为载体的文化，传统游牧

生产方式的存在，保留了草原民

族游牧文化的重要信息。保留

“游牧”生产类型，就是保留了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基础，其价值

无可估量。

（四）出台特殊政策支持游

牧生产

主流生产环境下，传统游

牧业已经被边缘化。如果在一定

范围内保留传统游牧业，必须科

学管理，同时出台一些扶持政

策，引导和鼓励游牧放牧。

一是自治区应高度重视全

区范围内的“集体游牧”类型

区，加强科学管理与保护发展。

要科学引导目前仅有的阿鲁科尔

沁、扎鲁特旗连片的游牧生产区

域，使其成为我区“亮丽游牧风

景线”。二是在游牧的时间、线

路、范围等方面实施分级有效管

理，保护各参与方利益，同时也

要优先保证生态环境安全。三是

鼓励和支持传统畜牧业与现代

科技的有效融合，制造游牧的

机械设备（如放羊无人机、游

牧用的房车等），提高机械设备

购买补助力度。四是消除区域

保护政策，鼓励牧民跨区游牧

（包括农耕地秸秆的利用）。五

是打造游牧与罕山保护区旅游

线路，加强游牧生产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六是加强道路与通

道等基础建设，打通游牧区与

城镇连接道路，也要打通冬营地

至夏营地专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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