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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滇西北地区为贫困和偏远少数民族山区 ,其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中国具有特

殊的重要地位。山地畜牧业对当地社区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 ,过去几十

年来所采取的自然保护措施在促使传统放牧方式从山地游牧向固定和半固定放牧转变的同时 ,还

导致了可放牧草地资源减少、放牧规模减小、饲料短缺加剧等问题 ,总体上制约了山地畜牧业的发

展 ,使山地自然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突出。现有的禁火和植树造林等保护

措施还加剧了放牧利用的空间不均衡性 ,加重了对森林的放牧干扰 ,客观上使这些保护措施难以达

到应有的效果。针对目前滇西北山地自然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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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onfl icts bet ween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and Natural Con2
servation in Northwestern Yunnan. L UO Peng , XU Jian2chu , PEI Sheng2ji ( Kun2
m i ng Instit ute of Botany , CA S , Kunm i ng 650204 , Chi na) : Grassland of Chi na ,
No. 3 , 2001 , pp . 1～5.
Abstract : 　The Nor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 is a poor and remote ethnic mountain
area , where the natural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ssesses a special position in Chi2
na.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has great economic , social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local communities. The conservation efforts in the last decades , however , as they pro2
moted the traditional grazing system shifting from moving to being more sedentary , also
caused shrinkage of available grazing land , reduction of average herd size , and shortage
of fodder supply. These , in general , hav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2
bandry and lead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natur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ties. Current reforestation efforts and fire ban have intensified the spa2
tial unbalance of grazing interference , putting more pressure on forested lands , which in
practice rest ri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ose effor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mitigate the conflicts.
Key words :　Northwestern Yunnan ;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 　Grazing ; 　N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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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滇西北地区位于横断山脉南段、青藏高

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 ,境内高山耸立 ,河

谷深切 ,垂直高差达 500m 之多 ,具有复杂和

多样化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地区的生态地

理特征及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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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已多有论述[1～3 ] ,按照 McNeely 判断这

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生态敏感区[4 ] 。滇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左

右 ,属偏远和贫困少数民族地区 ,同时也是典

型的半农半牧山区 ,草地畜牧业在社区和农

户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长期的

人为干扰 ,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大

规模森林采伐活动 ,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

环境和森林植被受到很大的破坏。近年来所

采取和不断强化的自然保护措施 ,包括 1998

年开始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在一定程度

上遏制山地自然环境退化的同时 ,也导致了

与当地社区的尖锐矛盾 ,其中与山地畜牧业

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由于缺乏综合的考

虑 ,一些措施不仅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

加重了放牧对森林植被的干扰。作者于

1998～2000 年运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的

方法 ,对该地区数十个典型少数民族社区进

行了调查 ,并就一些自然保护措施对山区草

地畜牧业的影响及所产生的矛盾等问题作了

归纳和分析 ,提出初步的对策和建议。

2 　山地畜牧业基本情况

滇西北地区有各类草地面积约 210 万

hm2 ,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170 万 hm2 。1998

年牲畜总数达 1100 万头 (只) (不含家禽) ,主

要有黄牛、牦 (犏) 牛、绵羊、山羊和猪等。除

部分河谷和山间盆地外 ,多数地方的牲畜 (包

括猪)饲养均采用放牧方式 ,表现出较强的草

地畜牧业特征。畜牧业产值约占农业产值的

15 %～35 % ,平均为 25 %左右。畜牧业收入

在农业收入中的比例在大部分地方都呈上升

趋势 ,一般在河谷和坝区占 10 %～25 % ,在

中山区占 25 %～50 % ,在高山区占 50 %以

上。畜牧业产出在农户现金收入中所占比例

更高 ,典型社区调查发现 ,中山区农户近年来

通过出售牲畜或畜产品所获现金收入占现金

总收入的比例一般达 56 %以上。畜牧业生

产主要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组织。牲畜除给当

地居民提供动物性食品和作为农户现金收入

的重要来源外 ,也给当地种植业提供绝大多

数的肥料。采集松毛、栎树枝叶制做厩肥是

滇西北山区十分普遍的一种资源利用活动 ,

在种植业所需的肥料中 ,90 %以上来自于畜

牧业。由此可见 ,当地农户在经济收入和农

业生产上对畜牧业有较大的依赖性。

3 　保护措施对山地畜牧业的影响

由于地域上的相对封闭性及历史的原

因 ,当地民族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传统的狩猎、

游牧、刀耕火种或轮歇耕作等生产。进入 80

年代 ,在国家加大自然保护力度的背景下 ,当

地政府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保护措施

和规定 ,如严禁林区用火、严禁狩猎、人工植

树、退耕还林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不断强

化的保护措施和规定 ,对山地畜牧业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主要体现以下四方面 :

3. 1 　放牧方式从游牧向固定放牧转变

当地历史上采用较为广泛的放牧方式是

山地季节性游牧 ,这种方式涉及的空间范围

很广 ,牧民和畜群每年沿山地海拔高度进行

迁移 ,春季出牧 ,夏季到达高山牧场 ,秋季返

回 ,牲畜在出牧期间不积肥。随着传统的刀

耕火种被禁止及轮歇农业逐步被固定农业所

取代 ,种植业对肥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为了获

得充足的厩肥 ,加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原

因 ,当地人缩短每年出牧的时间和出牧的距

离 ,放牧方式逐渐向半固定和固定式放牧转

变 ,与种植业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目前 ,纯碎

的游牧在滇西北地区已基本上不存在。

越来越严厉的禁止林区用火和建立自然

保护区也是促使放牧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驱

动因素之一。在滇西北地区 ,作为季节性游

牧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夏季高山牧场 (主要是

高山和亚高山草甸草地) ,主要分布在自然林

线以下 ,或以大小不一的斑块形式交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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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森林背景中。由于普遍存在林草界限不

清 ,在用火管理上实际上一切用火均被禁止 ,

而传统的定期烧除灌木和杂草的高山牧场管

理办法也相应被禁止。在丽江老君山高山牧

场的调查结果表明 ,禁火 15 年来由于不可饲

用灌木 ( Rhododendron spp . ) 的侵入 ,面积减

少近 10 %。随着牧场承载力下降 ,村民更多

地在中山和村寨附近以半固定或固定方式放

牧。目前 ,滇西北保护区面积虽只占国土面

积的 7 % ,但包括了 20 %左右的夏季高山牧

场 ,多数还在保护区的核心区。由于过牧被

认为是草地破坏的主要原因 ,在这些地方的

放牧常常受到限制 ,而且在禁止狩猎以后牲

畜甚至牧人在这些地方受野兽伤害的事件不

断增加 ,放牧的安全性降低 ,同样促使村民将

牲畜更多地转移至中山区放牧。

3. 2 　可放牧草地资源减少

除夏季高山牧场外 ,中山和河谷区主要

的放牧地有“二荒山”(各种次生灌丛、疏林

地) 、“青草坡”(各种林间草地、撂荒地以及处

于休闲期的轮歇地) 和“边角地”(各种农隙

地)等。这些土地常常被列为“四荒”(荒山、

荒坡、荒沟、荒滩) ,成为各种植树造林项目和

封山育林的对象。特别是“青草坡”中的撂荒

地和处于休闲期的轮歇地 ,由于坡度相对较

小 ,土质和水分条件较好 ,产草量高 ,是牲畜

采食和在行牧期间休息、饮水的重要场所 ,具

有很高的牧业利用价值 ,但由于人工植树的

立地条件相对较好 ,又常常被当地规划为造

林地。例如 ,在丽江县河源行政村 , 1985～

1998 年总造林面积约 470hm2 ,全部为传统

的社区放牧地 ,其中 55 %为过去的“青草

坡”。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后 , 另有

980hm2 灌丛和疏林地被列为封山育林区。

这种情况在滇西北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五年来 ,滇西北地区的草食牲畜数量呈逐

年增加趋势 ,平均每年增加约 2. 1 %。如果

将所有“青草坡”人工植树面积计算为可放牧

草地减少的面积 ,则每个社区平均减少的草

地面积可达牧地总面积的 13 %。

3. 3 　放牧畜群规模减小 ,所需劳力增加

滇西北地区山地畜牧业近几十年来有两

次大的发展高峰 ,与之相伴随的是两次放牧

畜群规模的增加。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初期 ,草食牲畜存栏数在五年内增加了近

50 % ,在当时人民公社的条件下采用了畜群

集中大规模放牧的方式 ,每群牲畜数目在数

百甚至上千头 ;第二次是在 80 年代初期 ,涌

现了一批牧业“重点户”,每户养畜在几十头、

上百头以上。随着 80 年代中期以来保护措

施的强化以及在相对开阔的夏季高山牧场放

牧所受到的限制 ,海拔 2000～3000m 的中山

区逐步成为放牧的主要地段 ,而这一地段又

是滇西北森林的主要分布区 ,放牧畜群的规

模受到牧地更为分散、地形条件更为复杂并

易与种植业和经济林果业发生冲突等因素的

制约。目前 ,放牧畜群除迪庆州部分地方外 ,

规模都比较小 ,一般黄牛不超过 25 头 ,绵羊、

山羊不超过 35 头 ,一个人放牧几头牛或几只

羊的情况十分常见 ,管理同等数目牲畜所需

的劳动力也相应增加。

3. 4 　饲料短缺加剧

饲料是制约滇西北地区山地畜牧业发展

的一个长期问题 ,将种植业的一部分产出用

于放牧牲畜补饲是当地农户的一种普遍作

法。轮歇地不仅是重要的放牧地 ,还是重要

的饲料地 ,产出的玉米、杂豆等很大一部分实

际被用做了饲料。由于绝大多数的退耕地种

植的是经济林果或不能饲用的针叶林 ,在满

足口粮的前提下留给牲畜的饲料就相应地减

少 ,客观上导致了畜牧业饲料供应的进一步

短缺和“粮畜矛盾”的加剧。

4 　自然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4. 1 　保护政策与社区发展的矛盾

近五十年来 ,滇西北山区种植业处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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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农业向固定农业的快速转变时期。在当地

的耕作技术条件下 ,需要投入比过去更多的

肥料来满足种植业对肥料不断增长的需求 ,

或维持种植业系统的稳定性 ,发展畜牧业是

当地社区满足这一需求的主要手段。对当地

农户而言 ,牲畜也是抵御自然灾害和其它收

入不稳定性的一种风险储备物 ,即通过出售

牲畜来补偿粮食和其它收入的减少。因此 ,

饲养较多的牲畜不仅是一种文化观念 ,也是

社区水平上农户对自然和经济环境不稳定性

的反应和适应性策略[5 ] 。调查发现 ,大多数

农户都将发展畜牧业、增加牲畜头数作为天

然林停伐以后经济发展出路的首位 ,表现了

农户对山地畜牧业的高度期望以及山地畜牧

业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然而 ,长期以

来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在促进当地农户在肥

料和现金收入上更加依赖于畜牧业的同时 ,

又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不仅是许

多保护措施难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 ,而且

引发了当地社区与保护机构之间的冲突 ,对

当地社区的发展和群众的脱贫产生了负面影

响。

4. 2 　保护工作的简单化

表现为将自然保护简单地理解为森林的

保护和恢复 ,将“疏林地和其它经济价值不高

的林地”(实际上为放牧地) 列入“四荒”加以

改造。由于放牧对森林植被造成破坏 ,在以

林为主的形势下限制牧业发展、将牧地通过

植树和封山的方法恢复为森林就成为一种简

单和可行的做法 ,而经济林果和速生用材树

种也就成为植树的首选树种。然而 ,在自然

保护与山地畜牧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

系。研究表明 ,放牧在对山地植被分布和类

型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 ,也使一些重要的植

被和景观类型得以维持[6～8 ] 。滇西北地区

许多林线附近和以斑块形式分布于森林基质

中的高山和亚高山草甸 ,正是由于放牧才得

以维持和延续的 ,而在这些草甸中却包含了

大量的特有物种[9 ] ,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合理的放牧还可增加草地植物生物多样

性[10 ] ,并为一些野生动物提供生境[11 ] 。因

此 ,山地畜牧业与自然保护不是简单的相互

排斥 ,两者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 ,而且

在山地复杂和多变的自然条件下简单的采用

“理论载畜量”来确定是否过牧已经被证明很

不可靠[12 ] 。

4. 3 　森林放牧压力加重

由于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重林轻牧 ,

忽视了放牧作为持久生态干扰因素的特性和

畜牧业对当地社区的重要性 ,一些保护措施

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相反还加剧了放牧干

扰的空间不均衡性 ,加重了放牧对森林的干

扰。传统的山地游牧可看做是对山地垂直梯

度上饲草资源可利用性在时空分布上的适

应 ,是山地条件下涉及空间范围最广泛的传

统资源利用活动之一。随着高山牧场容纳能

力的下降和放牧方式的转变 ,放牧压力更多

地集中到了中山区和村寨附近 ,使这些地方

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承受了更

大的压力。从滇西北森林资源垂直分布情况

看 ,除迪庆州部分地方外 ,许多海拔 2000～

3000m 的中山区的森林覆盖率大于低山

( < 2000m) 和高山、亚高山区 ( > 3000m) 。

在中山区牧地资源有限并由于植树造林和封

山育林而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放牧压力必然

从草地、灌丛等转移到森林 ,从而加重放牧对

森林的干扰。调查发现 ,一些过去未用于放

牧的郁闭度较高 ( > 30 %) 的林地 ,近年来也

开始被用于放牧 ,与放牧有关的一些管理措

施 (如人为间伐等) 也被引入了这些林地 ,而

且由于一些造林或封山育林地段 (如过去的

“青草坡”)处于传统牧道的“节点”上 ,还导致

村民在林地中开辟新的牧道。此外 ,滇西北

地区植树造林的结果不尽令人满意 ,除技术

和生态方面的因素外 ,放牧造成的破坏是一

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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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滇西北地区草地畜牧业目前的重要地位

及传统的放牧管理 ,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

下人 —地关系演进的自然结果 ,是当地各民

族社区群众维持生计、确保社区社会文化系

统的重要基础。现有的自然保护政策和措施

在促使传统放牧方式从山地游牧向固定和半

固定放牧方式转变的同时 ,亦导致了可放牧

草地资源减少、放牧规模减小、饲料短缺加剧

等问题 ,总体上制约了山地畜牧业的发展。

由于当地社区和农户在种植业和经济收入上

对畜牧业的高度依赖和期望 ,山地自然保护

和社区经济发展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矛盾。对

山地畜牧业综合功能的忽视、对放牧生态效

应的片面理解以及保护工作中的简单化 ,使

这一矛盾进一步加剧 ,也使保护措施难以达

到应有的效果。现有的保护政策和措施缺乏

必要的综合性 ,在科学性方面也有很多欠缺 ,

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以完善 : (1) 在政策和

指导思想上将山地畜牧业纳入保护与发展的

综合考虑中 ,对其重要性和当地社区的需求

予以充分的重视 ; (2) 进一步强化对山地畜

牧业的科技投入和服务 ,改善农村畜产品流

通市场 ,力求在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率的同时

控制牲畜的规模。目前滇西北各级政府用于

畜牧业发展的投入 (包括事业费、牧业基建和

科技费)尚不足畜牧业产值的 4 % ,离现实的

需求有很大距离 ; (3) 在充分考虑当地社区

的需要和科学研究基础上 ,适当规划出专用

放牧地或放牧林 ,在退耕还林中适当安排木

本饲料林或将饲、薪兼用灌木引入生态恢复

和农田改造项目之中 ,以缓解目前由于放牧

地减少、饲草短缺和森林放牧增加的问题 ;

(4) 强化当地社区在保护规划的制订和实施

中的参与性 ,在当地传统管理知识的基础上 ,

制订科学管理牲畜和牧地的规划 ,促进自然

资源保护和山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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