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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治沙模式“走出去”解析

王 爽

30 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的

治沙团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引领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通过市场化手段，让位

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库布其沙

漠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被整体治

理的沙漠。治沙团队中的主力军亿

利集团，凭借 30 年来积累的丰富

而行之有效的治沙经验、技术和

模式，克服了重重困难与挑战，已

经走出库布其，走向全国，并沿着

“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30 年来，资金上，从盐场

每吨产盐利润中拿出 5 块钱种

树，到从沙漠产业收益中累计投

入生态资金 30 多亿元治理库布

其沙漠，生态修复的投入越来

越多 ；从植树治沙获得利润 120

万，到发展沙漠经济资产突破百

亿，再到今天总资产突破千亿，

沙漠经济的收益更是越来越大。

技术上，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

从零技术到拥有包含 300 多项技

术的生态修复技术包，拥有数百

项国家专利，再到建成中国西北

最大的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种质资

源库，生态修复的技术水平越来

越高。

一、亿利库布其治沙团

队开始了“走出去”的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支持

力度空前，迫切需要兼具成熟技

术、丰富经验、成功案例的专业

团队走向全国。在此基础上，亿

利库布其治沙团队开始了“走出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成为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沙漠治沙 30 年，积累了理念、经验、模式和技术，培养出一支

专业的治沙人才团队。在此基础上，亿利库布其治沙团队开始了“走出去”的征程，但在此过程中，仍

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林权与土地使用权不匹配，生态修复的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修复的绿色金融

创新不足、机制不活等。要通过林权改革、财政鼓励和金融创新，让库布其治沙的成果巩固，让库布其

模式和经验更好地复制分享到其他饱受荒漠化困扰的地区。

关键词 ：库布其  生态修复  走出去  一带一路

河北张家口冬奥会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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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征程。

（一）从库布其到西部沙漠

防治荒漠化是库布其团队

的“看家本领”。从库布其走出

去的他们，把起点放在了中国西

部广袤的沙漠和沙地上。

据了解，全国近 35% 的贫

困县、近 30% 的贫困人口分布

在西北沙区。沙区是中国生态治

理的难点，也是脱贫攻坚的重

点。针对这一特点，亿利人率先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甘肃腾

格里沙漠、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

等西部沙区推广库布其模式，输

出库布其的种子、技术以及甘

草治沙改土扶贫等模式，预计

到 2020 年新增治沙面积 2000 平

方公里，带动沙区 2 万贫困人口

脱贫。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亿利集团积极向我国西部沙

区输出库布其治沙经验和模式，

累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

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科尔沁沙

地、张北坝上地区治沙 100 多万

亩。

在中央、自治区和兵团的

大力支持下，亿利库布其治沙团

队 2013 年 10 月挺进南疆，挑战

我国第一大沙漠，主要解决两个

问题 ：一是让充满苦咸水的土地

改良后长出树木 ；二是在世界范

围内选择适合的树种。亿利库布

其团队成功引进耐旱、耐寒、

耐盐碱的植物 18 种，成功了 11

种，特别是首次从库布其引种到

南疆的杨柴、花棒、紫穗槐等经

济性耐旱植物成活率达到 80%

以上。 

在甘肃腾格里沙漠，亿利

集团成立“甘肃腾格里绿土地科

技有限公司”进驻武威市，委托

国家林业局西北设计院、甘肃省

林科院完成“亿利集团武威一路

一带一绿一产三园” 的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项目总建设规模 300 

万亩，其中凉州区 60 万亩、民

勤县 170 万亩、古浪县 70 万亩。

（二）从西部沙漠走向全国

进军西部沙漠的同时，亿

利库布其团队从治理和绿化沙漠

扩展到水环境治理、生态小镇建

设，再到清洁能源和绿色金融，

形成了“资本 + 产业”“基金 +

技术”的生态环保一体化解决方

案，形成了承载生态文明建设重

任的综合平台。目前，正向我国

20 多 个 省 区、200 多 个 县 市 输

出生态技术，利用领先的生物和生

态核心专利技术，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的综合治理。修复荒漠化、石漠

化、盐碱化和城市退化土地 ；修复

矿山生态、重金属和废弃物污染场

地 ；恢复荒山退化林，建设国家储

备林 ；综合治理修复城市河道与江

河湖泊等水生态。

在 西 藏 那 曲，2016 年， 在

科技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重视支持下，亿利库布其专家团

队承担了那曲 4600 米海拔植树

科研攻关项目。

在 河 北 张 家 口，2014 年 3

月 14 日，亿利集团与张家口政

府签署了生态产业战略合作协

议，主要项目包括崇礼冬奥绿化

工程、G6 迎宾廊道绿化工程、

退化林改造工程。经过两年多的

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云南，治理石漠化山地

的同时，建设中药材产业扶贫项

目，在昭通市巧家县、大关县、

鲁甸县、永善县、朝阳区等地乡

村，选取适合当地种植的名贵中

药材，进行合理、科学规划，

首期计划种植面积不低于 10000

亩，推动当地脱贫攻坚，得到当

地政府、合作社及广大种植户的

积极响应。

（三）从荒漠化地区走向城市

库布其团队的生态治理战

场不仅包括西部沙区，目前已进

军城市，为中国城市的生态改善

做出贡献。天津·亿利生态公园

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亿利集

团在对项目地生态环境综合修

复治理的基础上，历经 3 年构建

“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的

生态环保理念，打造了集食、

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生

态文旅产品。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建

设 了 一 条 长 22 公 里， 宽 约 1.5

公里的连续水域及绿化景观，形

成了“一条生态走廊、三段功能

分区、六座生态岛、九处重点水

面、十大主题公园”的空间景观

格局。如今两岸已是植被茂密、

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加上清凉

的新鲜空气，昔日脏乱差的干涸

河道变成了绿树成荫、碧波荡

漾、景色怡人的生态景观公园。

霸王河生态公园建成后，周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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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2000 余名 40-50 岁农民变成

了产业工人，成为了生态公园和

旅游产业的工作人员。

（四）从中国走向世界

库布其模式不仅在中国的

治沙事业中卓有建树，同时也被

国际社会广泛了解与认可，成为

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绿

色名片”。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

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指引。

亿利库布其团队依托库布

其国际沙漠论坛向国际推广库布

其模式。自 2007 年以来，连续

成功召开了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

论坛。2017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

在《致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

坛贺信》中指出 ：“中国历来高

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就，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际社会治

理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

布其治沙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联合国环境署经过 4 年实地

调研与科学评估，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

态财富评估报告》。根据报告评

估，库布其沙漠共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人民币，其中 80%

是治沙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与社会

效益。这也是联合国官方发布的

第一份生态财富报告。

2017 年 6 月 24 日，联合国

环境署与亿利公益基金会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共同成

立启动了“一带一路”沙漠绿色

经济创新中心。

二、“走出去”面临的挑

战与应对之策

尽管十八大以后，生态文

明被提升为“千年大计”“根本

大计”，指引亿利集团成为全球

治沙领头羊，但是沙漠治理与绿

色发展相关政策还是不够完善，

政策与机制环境不够理想。库布

其模式“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主要有 ：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林

权与土地使用权不匹配

在内蒙古，当地将未利用

的沙化土地像耕地一样承包给了

农牧民，使用期限是 30 年。然

而，治沙投资大、周期长、见效

慢，30 年的使用期限甚至连沙

漠治理的一个周期也完成不了，

根本无法保障治沙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30 年的承包期到了以后，

如果续租，土地的承包价会急剧

增加，企业承担不起 ；如果不续

租，地上的林权和土地的使用权

如何处置，可能会导致社会矛

盾。内蒙古治沙劳模殷玉珍与陕

西治沙劳模牛玉琴的林权之争充

分反映了林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厘

清与立法工作已迫在眉睫。

同时，在法律体系中还存

在“打架”现象，比如在治沙中

租赁的土地，按照土地管理法规

定承包期是 30 年。而种在地上

的树，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可以有 70 年使用权，中间有 40

年的时间差。

（二）缺少财政的支持，企

业治沙积极性受损

生态产品具有很强的公共

产品属性。治沙作为一项公益性

很强的事业，缺少财政的支持，

治沙的巨大前期投入全部由治沙

企业垫付，治沙完成后没有补

偿，让企业不堪重负，严重损害

了企业治沙的积极性。

（三）沙漠治理工程特殊性

强，融资难度大

大规模治沙的背后是大规

模的投资。沙漠治理是一项投资

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环境工

程，而且大多前期投资巨大，不

确定因素多，项目风险高。

（四）各地对生态环境问题

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情况迥异

在十八大以前，全国各地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尽

相同，各地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政

策情况也千差万别。当时库布其

治沙团队虽然有技术、有经验，

但走出去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小的

困难。比如，治沙团队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的地区自然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不尽相

同，适应这些地区生长的植物也

各不相同，需要具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

三、“走出去”面临的应

对之策

（一）明晰沙漠治理产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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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生态企业形成保护机制

建议明晰沙漠治理的产权

主体，秉持“谁治理谁所有、谁

造林谁所有”的原则，解决林权

与土地使用权匹配问题。

为调动企业治沙的积极性，

使荒漠化防治事业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有国家政策做支撑，并确

保政策的延续性，对企业形成保

护机制。建议明晰沙漠治理的

产权主体，稳定沙漠土地承包关

系，适当延长沙漠土地承包年限

至 70 年到 100 年，鼓励沙漠治理

和生态建设的责任主体和产权主体

按照市场的方式发展沙产业，让更

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绿化沙漠中来。

（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

策，将生态保护和建设列为公共

财政支出重点，建立长期稳定的

生态补偿机制

建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列为公共

财政支出重点，建立长期稳定的

生态补偿机制，凡是企业产业化

投资治沙造林的，国家财政应该

予以补贴，缓解企业压力。国有

林场因体制原因，所有支出全部

由财政负担，而民营企业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可以考虑由企业先

期垫付生态工程资金，等生态工

程完成后，由第三方机构对工程

质量、效果作出科学评估，政府

根据评估结果对民营企业发放财

政补贴，也可以分期发放，每年

补贴一部分。这样既可以保证国

家财政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可

以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安全。

（三）不断探索完善生态融

资新机制，大力推广人造林碳汇

交易项目，推进生态服务市场化

建议对荒漠化防治，特别

是库布其治沙这样具有深厚、良

好的基础，又有领先技术和经

验，具有国际化品牌影响力的项

目，给予长期、低息、专项的贷

款支持。建议将绿色信贷的风险

权重降低为 50%，融资成本亦

平均降低 50 个基点。

此外，还要大力推动林业

碳汇交易。林业碳汇交易是绿化

实施单位通过实施造林和森林管

理等活动，测定可吸收的二氧化

碳总量，经过严格审核认定后，

在指定交易场所挂牌出售，碳排

放单位通过购买二氧化碳量来抵

消其工业碳排放的过程。近年

来，我国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了

很多研究和探索。

建议将库布其纳入国家注

册并签发的林业碳汇项目，将库

布其丰富的林业生态产品真正实

现市场化，将巨大的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取得生态效益和

西藏那曲科研攻关项目实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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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的双赢，进一步生动诠

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伟大理念。

（四）抓住机遇，加强科技

研发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很多地方政府看到库布其的成果，

主动找到亿利，希望推动当地的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工作。因

此，亿利治沙团队才能够迅速走

出去。亿利在新疆、西藏、青海、

甘肃等生态修复项目，都是在十八

大之后落地的，也验证了这一点。

亿利库布其治沙团队根据各

地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依靠

自身力量大力推动科技研发，投

资建设了沙漠研究院和中国西北

最大的种质资源库。目前，亿利

库布其治沙团队已经搜集了 1000

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植物

种子，成功培育并应用了 238 种。

此外，积极整合外部科研

力量，推动产学研结合治沙。与

北京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南

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合

作推动各项目区域的生态修复技

术的研发攻关 ；通过收并购、技

术合作等方式引进荷兰、英国等

先进生态治理科技 ；建设旱地节

水现代农业示范中心、生态大数

据示范中心、智慧生态光伏示范

中心、沙漠生态旅游示范中心和

绿色“一带一路”沙漠绿色经济

创新中心。库布其团队通过全球

技术的本土化应用，实现了“全

球技术——亿利创新——库布其

实践”的技术创新与应用链条，

把生态产业、学术研究和技术应

用紧密结合，用科技力量应对不

同地区的不同挑战。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亿利

库布其治沙技术创新迎来了春

天。据统计，在亿利 30 年治沙

取得的 343 项技术创新成果中，

290 多项是十八大以后取得的。

技术的进步让亿利库布其植树成

活率由 20% 提高到 85% 以上，

每亩沙地的治理成本也减少了

1000 元以上，为“走出去”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作为中国防治荒漠

化的成功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成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生动例证，亿利库

布其治沙团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克服了困难与挑战，从库布其走

向西部沙漠，从荒漠化地区走向

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为建设

绿色“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 ：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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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科研攻关项目实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