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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overall improvement and key breakthroughs. The co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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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s to fully implement the “one desert, four mechanism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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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battle, give priorit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and accelerate the update 
of policy. A new engin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buil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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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Keywords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sand prevention and fixati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strategy choice, future 
vision 

Authors Authors 
Guipeng CUI, Chunlei XIAO, Jiaqiang LEI, Xiaosong LI, Yingshuang Bao, and Qi LU 

This comprehens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to win the battle of "three-north"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7/1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7/1


院刊 |

专题：综合防治荒漠化  打赢“三北”攻坚战
Comprehens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to Win the Battle of “Three-North”

引用格式：崔桂鹏, 肖春蕾, 雷加强, 等 . 大国治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与未来愿景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7): 943-955, doi: 10.16418/
j.issn.1000-3045.202307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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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
战略选择与未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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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70余年来持续开展的荒漠化防治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中国荒漠化防治进入新阶段，仍面临沙化

土地基数大、治理难度高等问题，需要全方位满足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和沙戈荒地区风电光伏开发利用等国

家战略需求。新时期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是整体提升、重点突破，战略核心是全域治理、创新驱动、

技术集成，分类施策的制度安排是全面实施“一荒四制”（养、防、治、用），全力打好打赢“三北”攻坚战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101592），科学技术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22FY202300、2022FY202301），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重点课题（2021ZDKT009），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AFYBB2021ZD003）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3年7月6日

编者按     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考察，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
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过去 45 年，中国荒
漠化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5.05% 增至 13.84%，45% 以上
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得到初步治理，61%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4.5 亿亩农田得到防护林网的保护，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前续成就巨大，未来任务维艰。未来，我国利用 10 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急需科技新引擎。基于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工程院战略与咨询项目等多项科技计划成果
产出，《中国科学院院刊》组织策划了“综合防治荒漠化  打赢‘三北’攻坚战”专题，提出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
与未来愿景，以及新时期“三北”工程建设的实现路径和战略规划，助力创造中国特色防沙治沙的新奇迹，期冀为“三
北”攻坚战提供新动能。该专题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卢琦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雷加强
研究员共同指导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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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标志性战役”，优先布局一批重点示范工程，加快政策更新，打造科技新引擎，助力荒漠化防治提

质增效、擘画“三生”融合、人沙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愿景，推进荒漠化防治的“中国方案”走向世

界、惠益全球。

关键词 荒漠化防治，防沙治沙，生态治理，战略选择，未来愿景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706002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30706002

中国持续开展荒漠化防治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

荒漠化扩展的态势已经得到根本性遏制，实现了 3个

监测周期（每5年1次的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

的“双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程度双

减轻） [1]。实施一系列国家重大生态工程保障了干旱

区半干旱区生态安全，取得了一定的生态效益。研究

表明中国开展的生态修复工程为中国实现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作出了重要贡献[2]。2000—2017

年，中国用全球6.6%的植被面积，贡献了全球25%的

“增绿”量，其中林草行业牵头的生态工程贡献了其

中的 42%[3]。中国北方地区植被覆盖度在 1981—2013

年的33年间总体提高明显，黄土高原地区、东北地区

和新疆中部地区植被覆盖度增加最为显著，该研究分

析认为北方生态工程“增绿”是主要作用力[4]。2000

—2010年中国通过国家重大生态工程贡献了工程区半

数的固碳[5]。2000年以来，中国土地净恢复面积位居

全球第一，贡献了全球接近1/5的净恢复面积[6]。近20

年来，京津风沙源工程区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研

究表明以防治荒漠化为主旨的生态工程是沙化土地变

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自然因素主导的变化不到1%，证

明京津风沙源区生态向好并非“靠天吃饭”[7]。中国

荒漠化地区的生态系统质量、功能得到稳步提升，生

态服务增效[8-10]，未来荒漠和荒漠化地区的生态保护

格局需要增进与区域发展的协同[11]。

2023年6月6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召开的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实表明，我国荒漠化

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充分认识

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当前，中国

荒漠化防治的技术、模式和政策法规已经基本完善，

将进一步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2,13]。从人进沙

进到人进沙退、人退沙退，未来将实现人沙和谐，制

度优势、普惠政策和战略选择是重要保障。然而，中

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基数大，依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

和沙化调查公布数据，截至201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

面积257.37×104 km2，占国土面积的26.8%；全国沙化

土地面积168.78×104 km2，占国土面积的17.6%；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总体仍然敏感脆弱[1,10]。东

部地区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仍然是重要的风沙

源，中部地区黄河“几字弯”水患、沙患、盐患“三

害”叠加，西部地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风沙口治理、遗产地保护仍然不完备。一些科技短板、

资金缺口和机制缺项仍然存在。科技的支撑作用尚未

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尽快开展荒漠化防治工作的战略

设计，实现荒漠化地区的可持续管理。

新时期中国荒漠化防治面临战略机遇期，需要对

接 SDGs，承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重任，为全球生态

治理提供荒漠化防治的“中国方案”。通过整体提升、

重点突破，优先保护原生沙漠，趋利避害因害设防，

高效利用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人沙和谐。在荒漠化防

治科技支撑上，开展治沙技术、模式的研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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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科普全体系建设。综合上述内容，提出中国荒

漠化防治战略选择和未来愿景。

1 国家主导，战略升级

近40年以来，中国先后开展了“三北”工程、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等

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北方生态环境实现好转[14]；初

步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批

天然沙漠纳入了封禁保护；国家开展了 6期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监测，中国沙“情”基本清楚[15,16]，在荒漠

地区初步组建了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17]。当前，荒

漠的科学管理和荒漠化土地治理与开发的关系相比40

年前已基本理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在部分

地区达到基本和谐。全域治理、系统治理的理念得到

科学发展。生态安全协同一体化高质量绿色发展成为

区域发展优先选择。

1.1 全域治理、“皮”“毛”兼治

中国创造性地发展并丰富了“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生态建设新思想。根据“山水林

田湖草沙”7类要素的差异，归纳为“皮毛”兼治体

系（图1）。其中，“山水湖沙”为“皮”，代表了土地

的承载力属性；“林田草”为“毛”，代表了土地的生

产力属性。“皮”包括地面及其以下部分，是“毛”

生长发育的基质，在生态建设中注重生态用地的规划

配给。“毛”包括地面以上生长的植物，是基于“皮”

的产出，在生态建设中要注重“以水定绿”“以水

定产”。

“皮毛”兼治是全域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的朴素归纳。其中又包含多个层面的理解。① “皮”

内部的生态安全保障，如乌兰布和沙漠风沙入黄河

（沙、水）、贺兰山矿山生态修复（山、沙）、敦煌西

湖生态治理（沙、水、湖）等。② “毛”内部的林业

和草原、农业行业之间“林田草”的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农牧交错带退化草地

修复、严守耕地红线等。③ “皮”“毛”基于土地承

载力的植被生产力优化配置，如农田/绿洲防护林建设

（沙、水、林、田、草）、科尔沁沙地/草地全域治理

（沙、水、草、田）等。

在荒漠化防治任务较重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山水林田湖草沙”通常呈现多要素叠加、危害叠加

的局面。以黄河“几字弯”为例，该地地处黄河流域

和北方防沙带，“山水林田湖草沙”7 要素齐全（阴

山、贺兰山，黄河、十大孔兑，防风固沙林，河套平

原粮食基地，乌梁素海，乌拉特草原，乌兰布和沙漠

等要素）。水患（黄河悬河）、沙患（风沙灾害、粗沙

入黄）、盐患（盐渍化）“三害”叠加，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矛盾突出（生态用水、生态用地），在

区域上高度重合，问题上高度一致，需要统筹实施一

揽子全域治理方案；干旱区绿洲则是水、沙、田矛盾

突出，普遍存在盐渍化高风险、盐渍化土地恶化的问

题，威胁粮食安全。因此，在荒漠化防治尤其是生态

七位一体系统治理
“皮”承载力 -生态用地

林
“毛”—生产力— 

以水定绿

荒漠化防治空间布局

田

草

山

阴山、贺兰山、祁连山

经济林 /水源涵养

山地草原

东部雨养植被区（> 300 mm） 中部多源水养区（100—300 mm） 西部雪水灌溉区（< 100 mm）

河岸林（胡杨等）

银川平原灌区

草甸草原

水

湖岸林（柽柳等 )

内蒙古河套灌区

湿地 -草原

湖

防护林（新疆杨 )

沙漠边缘绿洲防护林

四大沙地草原

沙

图 1 “山水林田湖草沙”七位一体“皮毛分治、皮毛兼治”示意图

Figure 1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grass, and sand” seven-in-one “skin and fur management” sc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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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空间布局中，应依据“皮”的自然禀赋条件差

异，科学规划林草植被生态建设和农业生产。

1.2 理念创新、师法自然

中国荒漠化防治理念经历了 3 个阶段。① 早期，

全民动员、向沙漠进军、群众治沙的起步阶段，② 中

期，依靠国家意志、重大工程带动的发展阶段，③ 当

前，全域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新阶段[13,18-20]。

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最突出难题各有不同，首要任

务就各有侧重。新时期中国荒漠化防治实施了一系列

理念上的创新，讲究师法自然。目前全球主流的生态

治理理念，如可持续发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展示。例如《周

书·大聚篇》“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

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对应

可持续发展，《战国策·齐策四》“返璞归真”、《道德

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应

NbS。

新时期荒漠的科学管理和荒漠化科学防治理念需

要更新。沙区生态建设要加强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协

同绿色发展，既保障生态安全，又带动区域绿色发

展；既要解决生态问题，也要解决民生问题，更要解

决绿色发展问题。矿山生态修复、沙漠污染治理、湖

泊湿地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要与荒漠化防治工作有机衔

接、高度融合。“三北”工程 6期将启动 20个县级科

学绿化试点，根据不同立地条件，以水资源约束条件

科学规划县域尺度的林草资源优化配置[21]。

1.3 治沙“妙方”、技术完备

70 多年来，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坚持国家主

导，鼓励各行业（林草、科技、农业、水利、金融、

环境保护等）和社会各层面（治沙企业、治沙模范、

林场建设、教学科普等）积极参与，发挥科技支撑、

各地特色和群众智慧，针对不同生物气候带建立了多

种类型的荒漠化治理模式和技术体系。本文尝试按照

传统中医理念，把治沙技术分为“单方、验方和秘

方”三大类，外加重建一“妙方”。

治沙“单方”。指利用单项技术快速治理沙害的

“处方”。例如，机械沙障的“草方格”技术被誉为

“中国魔方”，在 20世纪 50年代由苏联专家彼得洛夫

引进中国并加以改良，固沙效果出色，至今仍然在沙

区被广泛应用。此外还包括近年来民间组织发起的

“蚂蚁森林”“一亿棵梭梭”等植树造林项目。

治沙“验方”。通过多年实践证明，生产上行之

有效的一些综合治沙技术是对单项技术的组装、配

套，实现了沙害治理的技术集成和创新。典型代表包

括：基于输沙和导沙特征研究的“以固为主、固阻结

合”的铁路、公路治沙体系（如包兰铁路沙坡头段和

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综合防沙治沙体系），实现以

水定绿的“低覆盖度防沙治沙技术体系”等。其中，

中国交通干线风沙危害防治模式及应用已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22]。

治沙“秘方”。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土壤类型

及生态经济需求，发展适用于不同生态-地理区域的一

揽子解决方案。目前，中国开展的一些防沙治沙模式

有：适用于极端干旱区的“和田模式”“阿克苏模式”

“敦煌模式”“额济纳模式”等；适用于干旱区的“临

泽模式”“民勤模式”“沙坡头模式”“磴口模式”“库

布其模式”“二连模式”等；适用于半干旱地区的

“榆林模式”“右玉模式”“赤峰模式”“塞罕坝模式”

“章古台模式”等；还有适用于高寒特殊生境的“共

和沙珠玉模式”“贵南黄沙头模式”“玛曲模式”“若

尔盖模式”等。

沙漠建新城“妙方”。阿拉尔、格尔木、康巴什、

乌海、巴彦浩特、沙坡头区等都是沙漠中建设的城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屯垦戍边”向“建城戍

边”转变，城镇和绿洲得到建设和发展，如阿拉尔

市、胡杨河市等，均为兵团管辖、治区直辖的县

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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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沙漠“风光”、重大机遇

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主

旨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规

模开展风电、光伏建设。2022年 1月，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以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和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

意见》，提出一系列促进沙区风电光伏发展的政策措

施。2023年 3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办公室、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沙漠、戈壁、荒漠等区域发展光伏产业的用地问

题进行规范。在严格保护生态和规范用地、用水的前

提下，沙漠、戈壁、荒漠等区域风光电建设，将为荒

漠化地区“防治用”带来机遇。

风电光伏产业成为荒漠化防治工作未来与地方协

同发展的一大特色。探讨建立“光伏+治沙”等一揽

子解决方案和社会资本准入机制，加快研发相应的生

态保护技术体系。沙漠风电光伏开发将提供大量清洁

能源，除大部分电能外输增收之外，仍有小部分电能

将可以用于就地的产业发展，这将为荒漠和荒漠化地

区以植物工厂、光合工程、设施农业为代表的新型绿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2 整体提升，重点突破

荒漠化防治关乎广阔荒漠和荒漠化地区的生态建

设、区域发展、乡村振兴和民生福祉。荒漠化防治战

略选择的出发点有3个：① 要确保荒漠生态系统的健

康、可持续、科学高效利用，让荒漠生态系统更好地

服务人类；② 加强荒漠化的预防、治理、评估，强化

优惠政策支撑；③ 要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为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贡献力量。

中国荒漠化防治战略选择必须充分对接国家战

略、满足国际履约和响应全球倡议。遵循“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和“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思路，以对接“双重”规划为

抓手，抓好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筑牢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落实“双美”（建设美丽中国、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目标；明确对标

“双碳”目标[23]，回应“双约”目标（SDGs、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LDN”），构

建干旱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 一荒四“制”、定期评估

针对荒漠化地区各种类型和荒漠生态系统不同区

域，提出“养、防、治、用”4字方针，确定一荒四

“制”（加一“评”）的战略框架（图2）。

（1）“养”——针对原生沙漠、沙地、戈壁等自然

生态系统，规划重点“养护”（保护）区域。在荒漠

生态系统重点开展养护（管护）的四大类型包括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沙漠自然公园和封禁保护区。

（2）“防”——针对处于“亚健康”状态区域，预

防潜在荒漠化、沙化。主要包括现有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的边缘地带等容易造成土地退化的区域，以及已有

明显荒漠化和沙化趋势的区域，进行重点预防和科学

管护。

（3）“治”——针对呈现“病态”的区域，科学推

进荒漠化重点区域治理、减缓其恶化程度与人工修

复。依据《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规划（2021—2035 年）》，针对中国沙化土地的各类

型区、重点防治区，进行分类集中连片治理。

（4）“用”——针对可开发利用的区域，坚持“高

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原则，管好用好沙

区有限资源。在继续推进沙区种植业、养殖业，培育

沙区绿色食品产业、生物制药产业、开发利用砂基材

料、发展沙区生态旅游产业等基础上，加大力度开发

“四高”产业，启动风光电、工厂化设施农业、植物

工厂、光合工程等一系列符合“四高”特点的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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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强沙区土地资源、水资源的管理，推进高效集

约化开发利用。

（5）“评”——针对荒漠和荒漠化地区，定期开展

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功能、服务评估。构建反映荒漠

生态质量优劣和荒漠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监测指标和

评估指标，充分利用集成卫星、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

网络的“星—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在“点”和

“面”2个空间尺度上对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进行

连续监测，开展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健康、功能和服

务评估。

2.2 优先布局、重点示范

在未来中国荒漠化防治战略任务中，优先选择较

为重要且需求迫切的领域，着重部署五大优先行动。

① 荒漠生态系统优先保护行动。主要包括全力推进

增设荒漠类国家公园、开展中国沙漠、沙地、戈壁

编目和加强科普宣传、增加与媒体和社会层面互动

等。② 荒漠可持续发展行动。主要包括加强防灾减

灾、预报预警、遏制黄河中上游粗沙入黄、治理河套

灌区日趋严重“悬河”上移态势（黄河悬河问题有从

下游上移到中上游的趋势）等。③ 荒漠高质量发展行

动。主要包括推动沙漠、沙地、戈壁地区大型风光电

新能源基地建设、加快建设荒漠生态系统绿色产业的

金融支撑体系等。④ 荒漠“双碳”行动。主要是研发

基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固沙植被“固碳”的提质增效技

术。⑤ 荒漠管理的“中国方案”国际交流与技术输出

行动。针对全球防治荒漠化介绍中国经验与措施、贡

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建议优先考虑支持泛非

洲开展“绿色长城”建设，援助非洲开展农林复合经

营，在非洲有条件且人口集中的缺电、无电区域推进

光伏产业发展等。

按照自然禀赋尤其是水分条件的差异，选择代表

性的重点区域开展示范。例如，极干旱区：敦煌盆

地；极干旱区-干旱区：塔克拉玛干周边区；干旱区：

黄河“几字弯”区；半干旱区：科尔沁沙地浑善达克

沙地全域。

2.3 立法定规、制度先行

（1）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修订程

序。使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更加

适应新时期国家生态治理理念和相关国家战略要求，

并与其他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方面的相关法律做好衔

接，为荒漠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2）加强推进相关规划的实施。主要包括“双

重”规划、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林业与草原保护发展

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国家沙

漠公园发展规划等。

（3）继续推动和完善防沙治沙目标考核责任制。

探索建立沙区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沙区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情形、追究形式、认定程序等。

（4）建立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主要是建立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制度、落实基本草原保护制度、明

晰沙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

度、完善沙区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制度等。

（5）建立荒漠生态系统保护补偿机制。在中国现

有林业补贴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补助政策、沙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

上，建立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开展多

元化补偿方式探索和试点，建立补偿与惩罚的双向机

制，加快完善荒漠生态补偿的配套性制度。

（6）坚定履约承诺。继续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

战略目标

治理对象

分类施策

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一荒四“制”（加一“评”）

中国荒漠化防治重点突破、整体提升

荒漠类
保护区

养

亚健康
状态区

防

“生病” 
的地区

治

可开发
利用区

用

图 2 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战略选择框架图

Figure 2　Framework of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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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约》（UNCCD）、《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简称“里约三公约”），通过里约三公约的平台，与

国际社会建立合作机制，使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和中

国方案走进世界，特别是欠发达国家，为全球防治荒

漠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实现SDG15.3目标

（土地退化零增长） 的内容，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

（G20）有关2040年将土地退化减半的倡议。

2.4 科技支撑、创新驱动

（1）加强荒漠化防治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研发。

以荒漠化防治和“三北”工程领域科研院所、公私企

业和技术推广单位为依托，形成政企学研合作机制，

开展联合公关，鼓励创新，争取在荒漠化防治基础科

学研究、治理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制造应用等领域取得

新突破。

（2）强化荒漠化防治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继续

完善现有的国家、省（市、区）、县（市、旗）等各

级技术推广网络，充分利用各种农、林、牧、水等行

业有关技术推广途径，建立荒漠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技术及信息共享平台。

（3）健全荒漠化监测预警与观测研究网络体系。

建立以国家监测中心、地区监测中心和省级监测中心

为主干，以定位监测站、固定监测样线为依托的监测

体系，形成“观测—科研—示范—推广”四位一体的

长期观测与研究网络体系。

（4）完善荒漠化防治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与荒漠化防治，尤其是沙尘暴、

干旱及大风等灾害应急处置等重点领域相关标准的制

定、修订工作。同时，积极参与防治荒漠化国际标准

制定，推进荒漠化防治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5）建立荒漠化防治多元融资体系。稳定财政投

入力度，鼓励地方和民间投入防沙治沙，建立荒漠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充分发挥荒漠生态产品在旅游

等方面生态价值。鼓励社会与民间基金，积极参与国

家、地方和社区防治荒漠化的工程投入，拓展荒漠化

防治的融资渠道。

（6）加强基础调查、摸清家底。积极谋划开展第

二次全国沙漠科考、跨境沙漠戈壁本底资源调查；积

极推动防治荒漠化国际合作，推动建设中蒙荒漠化防

治合作中心，筹建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

研究中心，支持泛非洲“绿色长城”建设科技支持项

目，联合开展中亚咸海生态修复工程，力争参与沙特

“百亿棵树计划”等重大国际、区域和外国防治荒漠

化和沙害治理项目，开展跨境荒漠化防治和沙尘暴源

区治理；鼓励国内荒漠化防治和沙漠科学研究单位与

团队开展跨境调查研究。

3 面向未来，蓝图愿景

3.1 面向2035年的中国荒漠化防治目标

预计到2035年，中国荒漠化防治将取得决定性进

展。荒漠和荒漠化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

本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绿色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可治理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将持续减少，沙化程

度显著减轻，沙区植被覆盖基本稳定，沙区生态环境

逐步好转，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

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目标初步实现。国家沙漠公园建

设体系逐步完备。沙区绿色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沙区资源合理利用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建成比较完整

的绿色产业体系。同时，在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

求的基础上，将更好地支持国际履约需求和推进全球

实现SDGs15.3目标（土地退化零增长）。

根据中国自然禀赋条件的地区差异，谋划未来不

同区域的荒漠化防治重点目标任务。中国陆地的地势

在传统上分为三大阶梯，本文增加针对海洋蓝色国土

和海岸带（海岸沙丘分布区）的专门考量，在三大阶

梯基础上提出新的“四大台阶”，将蓝色国土及海岸

带地区单独列为“第四台阶”，按新的四大台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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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谋划相应荒漠化防治重点任务（图3）。

第一台阶：中国陆地三级阶梯中的第一阶梯，包

括青藏高原地区，为高海拔高寒地区，核心目标任务

是三江源草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冻融荒漠化治理，

保障“亚洲水塔”生态安全。

第二台阶：第二阶梯，包括西北内陆、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地区，为中国

干旱区、半干旱区主要分布区，是荒漠化防治和“三

北”工程“三大攻坚战”的主战场，核心目标任务是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主攻黄河岸线控沙与光

伏治沙，确保黄河安澜，维护粮食基地生态安全；打

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攻风沙

口治理、遗产地保护，维护“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

点的生态安全；加强沙尘源区和沙尘途经区生态治

理，保障中国北方防沙带生态安全，提升农田生态系

统质量。

第三台阶：第三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

原、华东、华南地区，为半干旱半湿润区、湿润区的

主要分布区，核心目标任务是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

沙地歼灭战，主攻高质量林草建设，恢复昔日传统草

原景观（如两大沙地的榆树稀疏草原），有效治理两

处沙地入侵京津冀的风沙源；实施好京津风沙源治

理、东北黑土地治理工程。

第四台阶：蓝色国土以及海岸带地区，为海岸沙

地、海洋分布区，核心目标任务是海岸沙地荒漠化和

沙化防治、保障国家蓝色国土的生态安全。

一方面，四大台阶的荒漠化防治各有其重点目标

任务；另一方面，四大台阶的荒漠化防治都将为国家

生态建设作出相应贡献，并融入国家生态治理大局，

构建国土海陆统筹治理的战略规划。

3.2 新时期中国荒漠化防治工作面临新使命

面向未来的中国荒漠化防治将实现从防沙、治

沙、用沙到知沙、养沙、护沙的重大战略转变，由荒

漠开发、荒漠化防治延伸拓展到生态治理、全域治

理、全面治理、全民治理，未来中国荒漠化防治的蓝

图愿景主要包含4个方面（图4）。

3.2.1 “三生”融合、一体发展

生态用地实现科学规划。未来在荒漠化防治地区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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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四大台阶”荒漠化防治核心目标任务

Figure 3　Core targets of four terraces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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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探索将生态用地纳入实质性立法和国土分类管

理，依据面向未来的土地生态功能属性，提出将荒漠

化防治地区的生态用地分为 3类：永久生态用地（天

然的）、基本生态用地 （人工的） 和后备生态用地

（污染废弃的）。生态用地实施分类管理，实现永续利

用：针对永久生态用地，主抓一个“保”字，加强封

禁保护；针对基本生态用地，主抓一个“治”字，保

障其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兼顾，实施生态工程，开

展生态治理；针对后备生态用地，加强土地的治理和

修复，兼顾“治”和“用”，为未来发展预留土地

“增量”[24,25]。

生态用水实现科学高效。荒漠化防治的生态用水

实现以水定绿、以水定产，基于植被生态需水量科学

优化配置林草资源。在生态环境破坏相对严重、立地

条件较差的地区，主要通过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实

施积极的人工干预和生态重建，加强生态用水供给；

在生态环境破坏相对轻微、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主

要依靠近自然修复和封禁保护实现生态恢复，严格管

控生态用水供给。

荒漠化防治与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荒漠化防治要与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密切

协同，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要加快产业的绿色转型，实

现沙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智能化，鼓励沙区农业与

光伏风电产业高度融合，鼓励保护性耕作（免耕），

推广有机农业生产，形成沙区绿色、低碳、环保的新

兴特色农业生产模式。

3.2.2 全域治沙、实时监测

实现多维度全域治沙。在空间上实现“全流域、

全山域、全沙域”覆盖，统筹山地-冲洪积扇/冲洪沟-

绿洲过渡带-沙漠全链条治沙，重点针对沙漠边缘的绿

洲过渡带开展“绿洲上下游全域”治沙。在时间上实

现“全过程、全时长、全周期”覆盖，针对生态重建

所需的时间尺度的不同（地质年代尺度、生态系统世

代交替和演替尺度、人类生态建设尺度）实现分类施

策，实现“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谁享

用，谁买单”[26,27]。在必要时仍需通过布局国家生态

工程促进荒漠化防治，在荒漠化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尤

其如此。在学界上的“全学科、全方向、全领域”覆

盖，以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提升为一级学科为契

机，吸纳林学、生态学、地质学、地理学、环境科

学、生物学、水利科学等自然科学力量融入荒漠化防

治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兑现履约承诺、重视战略和

政策制定、鼓励沙产业和沙漠经济学等研究和方向。

实现实时荒漠（化）动态监测。目前国家林草行

业主管部门每5年开展1次全国性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未来将逐步实现每年、最终达到实时动态的荒漠生态

系统和荒漠化监测能力。实现按年度的荒漠生态系统

质量评估、健康评估、功能和服务评估、生态资产评

估。探索核算中国荒漠化防治的生态效益贡献并实现

年度评估。

01

优先保护原生沙漠

01

空间――“全流域、全山域、全沙域”

02

趋利避害因害设防

02

时间――“全过程、全时长、全周期”

03

高效利用改善生计

03

学界一一“全方向、全学科、全领域”

全
域
治
理

人
沙
和
谐

图4 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未来愿景（2035）

Figure 4　Future vision (2035)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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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沙和谐、增绿固碳

优先保护，原生沙漠。荒漠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

价值稳步提升，供给的生态产品逐步丰富，沙区生物

多样性持续改善；在自然条件和生态工程共同作用

下，实现沙区长期增绿、固碳增汇，荒漠生态碳汇能

力得到科学认定并稳步提升；对天然沙漠、沙地、戈

壁实现严格的封禁保护，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片原生

沙海。

趋利避害，因害设防。预计到 2035 年，黄河流

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将实现逐步好

转，粗沙入黄、灌区盐碱化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境

内风沙源地区生态状况发生显著好转（间接降低中国

北方沙尘天气频率与危害），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将实

现有效、健康、永续。

高效利用，改善生计。在具备生产职能的荒漠化

治理或已治理土地上，一批生态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例如，现代生态农业（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植物工

厂、光合工程）、中草药特色种植（近自然的拟境种

植提升道地药材品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风电、

光伏、生物质能源）、特色生态旅游产业（依托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如沙漠公园等）等。

荒漠地区风电光伏产业高速发展，在国际上占据领先

地位，外送电能之外的部分电能通过现代生态农业方

式就地利用，有利于助力生态产业发展和沙区乡村振

兴，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转型。

3.2.4 中国药方、全球共赢

技术转让、协同创新、互惠互利。① 未来中国荒

漠化防治经验、技术和新材料将支持非洲开展“绿色

长城”建设，中国近40年的荒漠化防治经验（尤其是

被誉为“绿色长城”的“三北”工程）可以直接支持

非洲，为泛非洲“绿色长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

供中国方案；② 农林复合经营技术转让，中国在该领

域经验丰富、模式成熟；③ 光伏产业，尤其适合非洲

人口众多且缺电区域的发展。期待未来中国荒漠化防

治的智慧和技术为蒙古高原、中亚咸海地区、非洲地

区和全球治理荒漠化、推动早日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

增长作出中国贡献。

推动跨境全域治理。2022年底，中国提出倡议，

探讨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以及中阿干旱、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将跨境全域治理、

共同保障“一带一路”沿线荒漠化地区人民福祉作出

实质贡献。在过去长期开展荒漠化防治技术模式国际

合作基础上，未来基于两大中心合作机制，中国荒漠

化防治将积极参与跨境治理，将为全球防治荒漠化提

供科技支撑、决策支持和智库服务。面对境外沙尘源

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来应尽快开展跨境戈壁、沙

漠等沙源地的摸底详查，向境外沙源地所在国家推介

“大国治沙”乃至“大国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

慧和中国贡献。支持为泛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大

中亚咸海生态修复计划、蒙古 10 亿棵树计划、沙特

100亿棵树倡议等提供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国际合作与

技术支撑，切实推动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荒漠

化地区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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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while fac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rge desertification land base and high difficulty in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mee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desert, Gobi, and wasteland area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overall improvement and key breakthroughs. The core of the strategy is whole-area 

governance, innovation-drive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s to fully implement 

the “one desert, four mechanisms” (cultivation, prevention, combating, and utilization), make every effort to win the “three iconic 

battles” of the “Three-North” battle, give priorit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demonstration projects, and accelerate the update of 

policy. A new engin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buil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draw a 

bright vis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and harmoniz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desert,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solution”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to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Keywords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sand prevention and fixati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strategy choice, futur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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