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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作为内蒙古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一类特征鲜明的群体-33个牧业旗
县地区，凭借许多独特的草地、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成为21世纪推动内蒙古工业化进程中新的增
长亮点。
但是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
内蒙古牧业旗县地区，以发展自身为目的，盲目开发利用地方资源，实施单一的资源开发导向型战略
，忽视民族发展和生态环境多样化的特点。
其发展模式仍是基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即在传统的工业理念的指引下，通
过对境内的自然资源无序开采，利用落后的机器设备进行产品的低附加值加工，这些利益的获得都是
建立在以资源外流、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
结果导致内蒙古牧业旗县地区大量水土的流失，资源的浪费、外流，环境的严重污染，生态的恶化。
因此，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如何进行协调，是摆在牧业旗县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
首要问题。
同时，对于牧业旗县工业化理论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要求，也是对民族工业化理论的补
充。
牧业旗县的发展对民族地区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必要对牧业旗县的科学
发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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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六十年代前的牧业旗县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内蒙古党委在1948
年提出了&ldquo;禁止开荒，保护牧场&rdquo;和实行&ldquo;人畜两旺&rdquo;的方针。
1949年又为牧区制定了发展畜牧业的&ldquo;实行自由放牧，增畜保畜&rdquo;的方针。
1957年10月，乌兰夫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时提出，内蒙古必须执行&ldquo;以牧为主，农牧
结合，发展多种经营&rdquo;的方针。
这些方针政策是根据当时牧区人口稀少、畜牧业衰败、整个草原潜力巨大的情况，为了尽快恢复和发
展畜牧业而提出来的。
　　②七十年代前后的牧业旗县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五十年代末内蒙古牧区全都被&ldquo;大跃
进&rdquo;、&ldquo;人民公社&rdquo;、&ldquo;三面红旗&rdquo;所覆盖，牧区畜牧业发展开始受到严
重挑战，在六十年代期间我国对畜牧业的主要方针是：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并
强调在牧区&ldquo;千条万条发展畜牧业是第一条&rdquo;。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牧区特别是内蒙古的畜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追求牲畜率的高速增长、不
顾草场状况持续扩张牲畜饲养规模的发展模式，致使部分草原开始出现超载放牧和草场退化现象。
　　③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牧业旗县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七十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的改革
开放和经济的起飞，在内蒙古自治区掀起了奋牧业经济和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新高潮。
各部门反复论证了执行&ldquo;以牧为主&rdquo;方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主要观点是：内蒙古发展畜牧业具有无可争议的资源优势，按照扬长避短发展经济的原则，发展畜牧
业是必然的选择。
1981年，中央颁发二十八号文件批准内蒙古执行&ldquo;以林牧为主&rdquo;方针。
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畜牧业经济发展在内蒙古的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的畜牧业发展模式仍然以粗放型为主。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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