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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牧交错带是我国贫困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原因，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在传统经济
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环境脆弱、生态失衡未有改观、生产手段落后、生产的
自给自足性、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等各个方面。
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发展缺乏动力、农民收入低而不稳，大量农民生活在一种封闭的恶性贫困状态
，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有效路径，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被边缘化的地带，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位于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林格尔县人民，根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结合本地区特点和优
势，率先提出了“奶业立县、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为落实这一战略做出了许多体制和制度
上的创新，制定出了一整套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之有效政策和措施。
其基本点是，以大力发展乳牛业作为主线，引入乳业加工企业；进行全面生态环境建设，控制水土流
失，恢复生态平衡，为生产、生活奠定稳定的环境基础；实现基本农田建设、旱改水、在稳定粮食生
产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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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998年开始，我国总体上进
人了小康社会阶段，同时，我国农产品也克服了长期以来供不应求的状况，在世纪之交步入新的发展
时期。
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突出，而且生态环
境问题也日益尖锐。
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村表现得最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分布于我国“三北”地区，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地区。
长期以来，该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贫困问题十分严重。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区长期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村发展走入了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即“低收人-盲目垦殖-生态环境退化-更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状态。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村发展也具有较大的潜力，例如人均耕地面积相对
较大，环境污染少，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等。
如果我们充分认识这些优势并发挥其作用，并通过制度创新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就可以加快农牧交错
带农村由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是：①根据农牧交错带农村的实际和市场需要，确定这一地区发展商品经
济的主导产业；②将主导产业引入到农牧交错带农村；③以主导产业带动分散的小农户，将原有的封
闭的、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的传统经济转变到商品经济生产中来，形成完整的商品生产链；④传统
农户开始向商品性农户转变；⑤依靠主导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牧
交错带农村综合发展。
    作为农牧交错带的一个典型旗县，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在世纪之交确立了乳业兴县的发展战略，
于1999年建立了盛乐经济园区，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于同年引人蒙牛乳业公司作为乳产业发展的
龙头企业，将该县农村引导到商品经济发展轨道上来，并且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实现了该县农村经济
的稳定、快速和协调发展：一是农村市场化指数由1999年的54．13％上升到2005年的70．64％，在总体
上进入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调整，实现了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导产业向以商品性乳产业为主导产业的转变；三是新型农村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小而全”式的传统
农户经营让位于专业化、商品化、产业化组织经营，一个以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乳产
业链已经形成；四是在乳产业带动下，该县在市场、政策、区位、饲养基础和成本五个方面的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乳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五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加强，形
成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良性循环；六是加快了和林格尔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尽管在过去七年的时间里和林格尔县由于乳产业发展带来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的
改善，并基本上实现了脱贫目标，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三聚氰胺事件”。
为了使乳产业这个惠及到每个农民的产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健康发展，无论在奶农层面和奶站层面还
是在乳品加工企业和政府层面，都需要做出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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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农牧交错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我国北
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导致我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甚至影响到生产和人民生活
的安定。
所以，农牧交错带应以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为中心，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让位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甚至可以只依靠国家财政支出来养活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地区的人口，实现农牧交错带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目的。
笔者认为，这种将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割裂的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面积十分广阔，而且各地区立地条件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仅仅
依靠国家财政支出无法实现维护生态平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来养活这一部分人口，那么这些人口势必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逐步被边缘化，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带来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
要实现农牧交错带农村可持续发展，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找到一条既可以促进农牧交错带农村经济发
展，又可以实现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双赢路径。
所以，要转变观念，改变农牧交错带农村的传统经济生产模式，发展适合于农牧交错带的条件和资源
特点的市场经济，走环保型农业发展之路，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
现农牧交错带农村的综合发展。
所以，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经济发展是核心，社会发展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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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难看出，作者用了不少的心血总结了前几年的艰苦实践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内蒙古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开创出一种如何将农牧交错带的落后的传统的经济转变为相对进步的初始的市场经济的途
径。
这种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是值得推崇和赞赏的。
作者阅读了大量有关理论和农村经济的著作，掌握经过实践考验的实例和数据为这篇文章的成功奠定
了基础。
加上在逻辑结构论述的层次和合理的推论，都为这篇文章增添色彩。
”　　——胡锡骥教授“作者撰写的论文是一篇在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在广度上有完整研究体系的研
究论文。
作者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原理，系统地研究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村发展路径的理论依据、
原则、途径和方法。
论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指导意义。
在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村发展思路上，提出的思路与对策具有较强的可操作与实际指导意义。
在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农业发展的战略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匿名评审人之一“论文以和林格尔县为案例，运用1995-2005年特别是1999年以来的相关数据
并结合脱贫与发展”项目过程中的实际观察.以乳产业发展为主线，对案例县的市场化进程、乳业发展
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民收入的影响、乳业发展中产业组织及其形成机理、乳产业竞争优势及其对
农村生态环境、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作者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证是较为充分的，论证中所使用的数据比较翔实所得出的结论比较明确。
得出关于农牧交错带农村特征类型贫困成因一些结论.对理解和认识农牧交错带农村发展路径变迁有一
定的理论启发意义。
得出的关于案例县的乳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系的结论、提出的乳业发展产业化发展
和产业组织创新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工业化的政策建议对地方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匿名评审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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