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概述

近年来，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国际机构的

帮助下，中国的退化土地治理通过引入综合生态系

统管理（IEM）理念和建立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找到了适应性强、复制性好、治理措施综合性、有效

性、协调性和持续性良好的退化土地治理模式。

1.1中国政府与GEF开展土地退化防治合作的缘由

全球环境基金（GEF）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基

金，主要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际水域和臭氧

层损耗 4个领域的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取得

全球环境效益，促进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2002
年，GEF将土地退化列为新的重点资助领域。

中国的土地退化防治行动，不仅有利于中国环

境状况的改善，也有利于全球环境状况的改善，因

而得到了GEF的认可和支持。在长期的土地退化

防治实践中，中国政府意识到，生态治理必须考虑

生态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实施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也是中国防治土地退化的迫切

需要。鉴于此，双方同意自 2002年开始，建立土地

退化防治的伙伴关系，共同在干旱地区推行综合生

态系统管理模式，促使土地退化防治走上综合的、

可持续的轨道。该伙伴关系是GEF在世界上实施

的第一个防治土地退化的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府

与GEF在生态领域第一次以长期规划的形式将综

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引入到中国西部退化土地治

理项目中。

所谓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就是从生态环境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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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建立跨部门、

跨行业、跨区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

架，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创新管理体制、完

善运行机制，把法律、政策、规划与行动有机地协调

起来，达到利益相关者合力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

化，提高土地退化防治的效果和效率，实现减少贫

困、遏制土地退化和恢复干旱生态系统，促进生态、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由财政部

牵头，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

技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

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和中科院等11个部门组

成的项目指导委员会，设立了项目协调办公室（设

在财政部）和项目执行办公室（设在国家林业局）；

根据项目多学科和多部门的特点成立了由多领域

专家组成的顾问组；安排了专项配套经费，以确保

项目的顺利实施。

1.2中国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

中国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的主要任务

是：从强化基础条件投资和机构能力建设入手，促

进我国采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这一新的系统规划

方法，促进我国有关土地退化防治的政策、法律、规

划与行动的统一和协调，促进西部地区减少贫困、

遏制土地退化和恢复干旱生态系统。

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支持下，伙伴关系一

期项目于 2004年 7月正式启动。项目名称为“土地

退化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新疆和内蒙古 6个省（区）。伙伴关系一期项

目于2009年12月圆满完成。

鉴于伙伴关系一期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GEF
理事会于 2009年 10月正式批准了伙伴关系二期项

目。项目于 2010年 5月启动，2013年 6月结束。二

期项目是一期项目的延续和升华。通过项目的实

施，各项目省的土地退化防治制度更加健全，政策

更加完善，机构更加协调，管理更加规范，项目建设

迈上了新台阶。

除了上述两个框架项目外，伙伴关系框架下还

有 6个分项目：（1）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2）宁

夏综合生态系统与农业发展项目；（3）西北三省区

林业生态发展项目；（4）IEM方法干旱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保护项目；（5）艾比湖流域可持续管理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6）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

展项目。

8个伙伴关系项目的实施区包括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南、重庆等 9个省

（区）的227个县（市、区、自然保护区）。伙伴关系项

目总投资 7.48亿美元，其中GEF赠款 4237万美元，

亚行、世行、农发基金贷款 3.70亿美元，政府、企业

和农户配套资金 3.36亿美元。从项目获得直接受

益的农牧民至少有286.9万户。

1.3伙伴关系项目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1.3.1 推广和应用 IEM理念

（1）法规政策的制定和修订融入 IEM理念。各

项目省（区）组织林业、水利、农业、国土资源、环境

保护、水土保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应用 IEM理念、

原则和方法，评估与土地退化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具体做法是：根据中国立法情况并借鉴国

际经验，提出了19项能够反映 IEM理念的法规政策

评价指标，选取国土资源、防沙治沙、水土保持、草

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耕地资源、野生动植物

保护和环境保护等9个领域的法规政策作为评价对

象，逐条地进行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关土地退化防治的地方性

法规编制、修订的起草、审核和修改中，各省（区）将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融入新编或修编的法规

中，促进了各项目省土地退化防治法规政策体系的

完善，促进了法规、政策之间的协调。

（2）土地退化防治战略和规划编制融入 IEM理

念。为编制“土地退化综合防治战略与行动计划”，

各项目省（区）均成立了由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

源、草地畜牧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编制组，编制过

程中全面引入了 IEM的理念和方法，将经济和社会

因素整合到生态系统管理中，克服了各部门职能相

互分割、信息相互封闭，活动相互重叠的顽疾。

（3）环境教育活动融入 IEM理念。伙伴关系项

目的环境教育瞄准政府官员、农牧民和中小学生 3
个群体。其中，面向政府官员的环境教育，是为了

让他们在做决策时具有应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

法的理念；面向农牧民的环境教育，是为了让他们

掌握环境保护的技能，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具

有环境友好的性质；面向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是

为了让他们从小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并通过他们把

环境保护知识和做法传递给家长。

据调查，各省（区）共举办381次环境教育活动，

参加人数为7.6万人次，各县（市）共举办566次环境

教育活动，参加人数为11.4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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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建立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

（1）深化政府部门伙伴关系。伙伴关系项目的

实施，提高了政府部门之间交流的频度和合作的深

度。具体地说，一是促进交流，主要是将特定部门

要求相关部门支持其拟做的特定事情的工作交流，

深化为各个部门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各尽其能的

交流。二是促进项目配合。例如，宁夏银川的鸣翠

湖最初是一个湿地公园。借助于伙伴关系平台，配

置了湿地生态教育馆，并将公园周边的湿地划为保

护区，通过生态旅游、生态教育和生态保护三个子

项目的相互配合，将 IEM的理念落到了实处。陕西

省通过扶贫办的贫困村通村公路项目和林业部门

的公路两侧造林项目的相互配合，实现了减缓贫困

与生态保护的统一。三是促进经验传播。例如，陕

西扶贫办聘用大学生当项目助理的经验，借助于伙

伴关系平台，很快就在其他部门的项目中采用了。

（2）培育公私伙伴关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平

台，旨在调动私营部门参与土地退化防治的积极

性，并为私营部门开展的退化土地防治工作提供政

策和技术指导，提高退化土地防治的效果和可持续

性。例如，甘肃平凉市崆峒项目实施区采用公私伙

伴关系（PPPs）融资模式，依靠政府投资 2627.24 万

元，吸引私营部门投资4.5亿元。

（3）发展多层次伙伴关系。经过数年的推进，

伙伴关系项目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伙伴关系。具

体包括中国政府与GEF的伙伴关系，中央与地方的

伙伴关系，协调机构与执行机构的伙伴关系，项目

间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项目与其它项目的伙伴关

系，项目执行方与农户的伙伴关系，政府组织与非

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和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公私伙

伴关系等。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增加了协调

和合作的机会，降低了协调和合作的成本，提高了

协调和合作的效果。

1.3.3 创新土地退化防治管理模式

（1）土地退化防治管理体制创新。伙伴关系项

目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建立跨部门、多层次、共同参

与的协调机制，达到倾听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协

调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3个目

标。

（2）IEM信息共享机制创新。为了实现土地退

化信息共享，各项目省（区）协调办、执行办将农业、

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等相关厅局召集在一起，签订

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信息中心数据共享协议”，成

立了 IEM信息中心，建立了土地退化专题空间数据

库，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土地退化

防治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项目管理机制创新。伙伴关系项目采用招投

标制度和伙伴共管制度，这对于吸引当地企业乃至国

外资金参与土地退化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3.4 创新土地退化防治技术和防治模式

（1）土地退化防治技术创新。伙伴关系项目经

过不断探索，完成了一批在干旱地区具有推广价值

的单项技术和综合集成技术创新。这些技术涵盖

农业、林业、水利、草业等领域，主要有耕地土壤改

良及增产技术、农田防护技术、林地治理和果园增

产技术、草场退化防治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技术等。

（2）土地退化防治模式创新。在土地退化防治

活动中，伙伴关系项目完成了一批应用性很强的土

地退化防治模式。例如，甘肃崆峒区项目村采用秸

秆先饲养牲畜，牲畜过腹后再还田的方式，将小流

域治理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将单一的种植结

构拓展种植业与养殖业相结合的结构，既增加了土

壤肥力，减缓了土地退化，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以上这些模式不仅在项目区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而且在中国同类地区具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

1.3.5 创新土地退化防治融资方式

（1）扩大融资范围。伙伴关系项目实施以来，

中央项目执行办和许多国际捐资机构开展交流，并

得到国际伙伴的欢迎和支持。西部土地退化防治

的国际融资规模越来越大。

（2）加大合作领域。伙伴关系项目非常重视与

其他项目的合作，合作项目涵盖新农村建设项目、

扶贫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国债资金项目、退耕

还林项目、人畜饮水工程和流域治理项目、畜牧项

目、草地治理项目、农村能源项目、自然保护区项

目、乡村道路项目等。据调查统计，共有 48个项目

与伙伴关系项目开展合作，投入资金达8.82亿元。

（3）开辟融资渠道。伙伴关系项目积极探索可

操作的碳汇监测和计量方法，为搭建碳汇交易平台

提供方法指南和评估依据；结合碳市场和碳金融工

具，探索新的融资方式。

1.3.6 创新发展工具

（1）推广成本效益分析工具。伙伴关系项目管

理机构通过分析退化土地防治中的成本效益，提出

了适合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治理的成本效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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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并编制了使用手册，为农村社区和农户提

供了综合评价土地退化活动实施效益的可操作性

工具，为地方政府开展干旱地区脆弱生态系统恢复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制定环境保护

政策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持。

（2）推广参与式工具。参与式方法的应用不仅

保证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而且使问题识

别更准确，规划信息更充分，治理措施更得当，村民

参与更积极，实施效果更明显，极大地推动了社区

土地退化的防治。据调查，伙伴关系项目有 714个

村编制了村规划，其中464个村采用参与式方法；有

304个村实施村规划，其中208个村实施的是参与式

规划；项目采用参与式方法对 203个村规划实施情

况进行了评估，并将参与式方法推广到项目区的其

它289个村。

（3）创办农民田间学校。农民田间学校的活

动，强调从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强调科学技

术与乡土知识相结合，强调提高农牧民运用综合生

态系统管理方法的能力。这些做法有利于增强农

民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群体凝聚力，有利于开发农民

潜在智能，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决策能力和土地退化

防治能力。据调查，伙伴关系项目共创办 144所农

民田间学校，累计开展活动1665次，共2295天，参与

人数为9.4万人次。

1.3.7 建立土地退化监测评价体系

（1）引进和开发监测评估方法。为了做好退化

土地的监测与评价，伙伴关系项目引进和开发了监

测与评估方法。例如，甘肃草原发展项目利用GIS
技术和VB计算机高级语言，开发了基于草地初级

生产力的草原状况评价软件。

（2）建立多尺度、多部门的土地退化监测评价

体系。中央项目办在项目省（区）提交的土地退化

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部门、行

业、区域“三位一体”的伙伴关系项目监测评价框

架和《中国干旱半干旱生态区土地退化监测与评

价指标体系》。据统计，各项目省（区）累计开展了

129 项监测与评估工作，监测评估的参与者达 583
人次。

（3）开展参与式土地退化监测评价。为了让项

目实施区的农民掌握土地变化的监测方法、工具和

步骤，伙伴关系项目开展了参与式土地退化监测评

价的培训。据调查，伙伴关系项目实施区有 146个

村开展了参与式监测评价活动。

1.3.8 培养土地退化防治人才

（1）培养项目管理人才。伙伴系统项目的实

施，使一批管理人员成为掌握 IEM理念和方法、管

理能力强的管理人才。据统计，省级和县级项目办

分别有 150多人和 400多人熟悉 IEM理念与方法。

另有千余名各级政府官员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

了项目活动。

（2）培养土地退化防治能人。农牧民在参与伙

伴关系项目的过程中不仅接受了综合生态系统管

理的理念，而且主动将 IEM 理念融入到生产生活

中。由此涌现出一大批认同 IEM理念、掌握生态友

好型农业技术的能人，为土地退化防治可持续开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草根专

家在土地退化防治实践中赋予 IEM理念的本土化

含义，使 IEM理念实现了规范化、国际化和本土化

三者的有机统一。

1.3.9 农牧民生计显著改善

伙伴关系项目示范点的农牧民的收入显著提

高，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与2005年相比，18个示

范点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 103%；同期，18

示范点名称
新疆玛纳斯县包家店
镇西戈壁
新疆博乐市夏热勒津
村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精河县沙滩村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沙焉村
陕西省吴起县小王庄
村
陕西省靖边县海则滩
青海省民和县隆治乡
白武家村
青海省湟源县胡丹流
域
青海省共和县沙珠玉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园
艺村
宁夏青铜峡市邵刚镇
甘城子村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巴音嘎查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
北村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
满都拉呼嘎查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
纸坊沟
甘肃省靖远县永新乡
砂河村
甘肃省景泰县红跃村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
赵家铺村
算术平均数

2005年
6930
6004
4305
3000
2300
2800
1890
3695
1185
1186
2340
3562
6882
1560
2980
1286
1632
2060
3089

2010年
11000
10053
11000
4850
5000
13876
4348
4224
2659
3980
6400
8153
9978
3800
5900
2280
2850
2710
6281

增幅（%）

58.73
67.44
155.52
61.67
117.39
395.57
130.0
14.3
124.3
235.58
173.50
128.89
44.99
143.59
97.99
77.29
74.63
31.55
103.36

表1 18个示范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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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示范点所在的6个省（区）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

均增加85%。示范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超出

部分大多是伙伴关系项目的贡献。

2伙伴关系项目的成功经验与政策借鉴

2.1采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伙伴关系项目是最值得推广的经验是，运用综

合生态系统管理(IEM)的理念和方法，建立跨部门、

跨行业、跨区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

架，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把法律、政策、规

划与行动有机地协调起来，把退化土地防治与农牧

业生产、农牧民能力建设和生态系统保护紧密结合

起来，达到利益相关者合力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

化，提高土地退化防治的效果和效率，实现减少贫

困、遏制土地退化和恢复干旱生态系统，促进生态、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简略地说，这种做

法解决了4个问题。

2.1.1 按照 IEM的理念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实现了

相关法律法规的互洽

土地退化治理区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

应用 IEM 理念、原则和方法，对国土资源、防沙治

沙、水土保持、草原、森林、水资源、农业、野生动

植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 9 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逐条

进行评估。评估专家一致认为需要修改的法律

法规条文有 165处，并对其中的 152处写出了相应

的修改意见。目前，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已

经融入了新编或修编的法律法规中，有效解决了

部门各自立法造成的法律法规互洽性不够好的

问题。

2.1.2 按照 IEM理念编制发展规划，实现了部门规划

的互容

土地退化治理区编制“土地退化综合防治战略

与行动计划”时，均成立了由农业、林业、水利、国土

资源、草地畜牧等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编制组，根据

IEM的理念和方法，引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利益相

关者的协商，克服了各部门职能交叉、信息封锁，活

动重叠的顽疾，有效解决了原先工作内容安排互容

性不够好的问题。例如，相关厅局按照共同签订的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信息中心数据共享协议”的要

求，向 IEM信息中心提供数据清单，并通过政府网

查询其他厅局掌握的与土地退化及治理相关的信

息，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决策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2.1.3 按照 IEM的理念协调有关活动，实现了部门工

作的互补

土地退化治理区规划土地退化防治活动时非

常重视内容的综合性和完整性。例如，宁夏银川的

鸣翠湖最初是一个湿地公园，在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利用GEF捐赠资金配置了湿地生态教育馆，地

方政府又将公园周边的湿地划为自然保护区，促进

了生态旅游、生态教育和生态保护的互补。陕西省

通过贫困村通村公路项目和公路两侧造林项目的

相互配合，促进了减缓贫困与生态保护的互补，有

效解决了部门各自为战造成的工作互补性不够好

的问题。

2.1.4 按照 IEM的理念配置技术措施，实现了技术措

施的互促

土地退化治理区选择技术措施时非常重视它

们的配套性和互促性，通常涵盖耕地土壤改良、农

田防护基础设施建设、退化林地治理、退化草场防

治、新能源开发、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村庄

环境治理等技术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技术措施配

套性不强、互促性不够好的问题。

2.2构建伙伴关系平台

这是值得推广的另一个经验。构建伙伴关系

平台，既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将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落到实处的关键

所在。利益相关者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组织的工作

交流、技能培训、经验考察、监测评估、信息传递等

一系列活动，获得开展土地退化防治所需的知识、

技能、经验和信息。

通过伙伴关系平台，实现了政府分层推进、部

门联手行动、区域密切配合、科技全程支撑、民间广

泛参与，较好地解决了项目实施中的各种问题，使

土地退化防治事业具备了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与

工作机制，提高了统筹规划的水平和部门资源整合

水平，提高了项目资源配置效率和项目实施效果。

通过伙伴关系平台，共同探索出了将规范化、

国际化和本土化统一起来的 IEM理念与方法应用

模式，多部门信息共享、资源共配、合作共管的伙伴

关系模式，土地退化防治与减缓贫困、保护生物多

样性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以及自下而上、植根

于农牧民的参与式管理模式。通过伙伴关系平台，

也加快了经验的传播速度。例如，陕西扶贫项目聘

用大学生当项目助理的经验，很快就在其他部门的

项目中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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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伙伴关系平台，大家形成了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共识，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深度合

作、共同发展，有效地解决了现实中利益相关者因

缺乏沟通平台而造成的各种问题。

2.3开展模块创新

为了打造完整的土地退化治理模式，除了采用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和构建伙伴关系

平台外，还针对亟待解决的其他问题开展模块创

新。这是又一个值得推广的经验。

2.3.1 创新人才培养模块

土地退化治理区不仅有各领域专家组成的专

家组为项目实施和管理提供支撑，而且使用了大量

草根专家，并借助于他们的工作，实现了 IEM理念

的规范化、国际化和本土化三者的统一。主要有 3
种做法：一是开展公众环境意识教育和技术培训，

引导农牧民编制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参与式评估

与监测，提高基层社区防治土地退化的综合能力和

民众的生计发展能力。二是让项目区的农民在参

与过程中接受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并主动将

IEM 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具有

IEM理念、熟悉土地退化防治模式和掌握生态友好

型农业技术的农村能人，为土地退化防治工作的可

持续开展奠定了基础。三是通过较为系统的能力

建设，提高各级项目管理人员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

能力和技术水平。

2.3.2 创新土地退化防治融资模块

为了加快退化土地防治速度，土地退化治理区

创新了3种融资方式。一是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私营

部门参与土地退化防治的融资方式。例如，甘肃省

平凉市崆峒项目区采用这种融资方式，以 2627.24
万元政府部门投资，引来私营部门投资 4.5 亿元。

二是利用项目互补性吸引配套资金的融资方式。

从示范点的资金汇总表可以看出，伙伴关系项目吸

引的资金是GEF投入资金的 23.9倍。三是利用捐

资机构协调会议争取得到国际伙伴响应的国际融

资方式。由于伙伴关系项目协调与执行机构同

ADB、GEF、WB、IFAD等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的互

信合作机制，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持续投入到西部

土地退化防治中。

2.3.3 创新发展工具模块

土地退化治理区在创新发展工具方面也有明

显的进展。第一，应用参与式方法，确立农牧民在

土地退化防治中的“主人翁”地位。据调查统计，伙

伴关系项目有 714个村编制了村级发展规划，其中

464个村级规划采用了参与式方法；有304个村实施

了村级发展规划，其中 208个村实施的是参与式规

划。第二，创办农民田间学校。农民田间学校从农

民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通过科学技术与乡土知识

相结合，提高了农牧民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

的能力。第三，建立综合的土地退化监测与评价体

系。通过制定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和培训，让项目

实施区的农民掌握土地变化的监测方法、工具和步

骤，开展参与式监测活动。

2.3.4 创新土地退化防治技术模块

创新的重点是创新土地退化防治模式。借助

于各省（区）丰富多样的土地退化防治创新活动，项

目执行机构提炼出了 45种可供土地退化地区借鉴

和应用的土地退化防治模式。例如，甘肃崆峒区项

目村采用秸秆先饲养牲畜，牲畜过腹后再还田的方

式，将单一的种植结构拓展种植业与养殖业相结合

的结构，既增加了土壤肥力，又减缓了土地退化。

2.4凝练伙伴关系模式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并不是中国

的专家学者提出来的。但是，伙伴关系项目在应用

时并没有简单地拷贝或模仿，而是根据中国国情不

断加以完善和创新。我们认为，这是伙伴关系项目

10年实践最值得肯定的成绩。具体地说，就是推出

了将规范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统一起来的 IEM理念

与方法应用模式，多部门（政府部门、公私部门）信

息共享、资源共配、合作共管的伙伴关系模式，土地

退化防治与减缓贫困、保护生物多样性相结合的综

合治理模式，以及自下而上、植根于农牧民的参与

式管理模式。

3加快土地退化防治的建议

3.1进一步提高土地退化防治的生态补偿力度

土地退化治理区的实践表明，基于 IEM理念的

土地退化防治活动，不仅对项目区有贡献，而且对

中国西部土地治理和保护全球环境都有贡献。其

中，对项目区的贡献体现在耕地土壤改良、农田防

护性基础设施建设、林地治理、草场退化防治、荒漠

化土地治理、农村新能源开发、生态系统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村庄环境治理、提高农户收入 9个方面。

对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贡献体现在推广 IEM理念、

建立土地退化防治的伙伴关系、创新土地退化防治

管理模式、创新土地退化防治技术（下转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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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度指数（G）、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J）都

在2012年达到顶峰，灌木层和草本层林下物种多样

性指数与乔木层随着实施年限的不同而出现了差

异，而均匀度指数变化规律不明显；2012年林下物

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达到最高，而均匀度指

数和生态优势度的变化规律都不明显，这与2012年

该地区降雨充沛有密切关系。

（4）经计算，截止到2012年，工程区森林生态效

益为：涵养水源效益达 7241.76万元；森林保肥效益

27.36 万元；固碳、制氧效益分别为 1036.04 万元和

1051.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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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治模式、创新土地退化防治融

资方式、推广新的发展工具、建立土地退化监测与

评价体系、推进项目成果的宣传、增强土地退化防

治能力和培养土地退化防治人才9个方面。对保护

全球环境的贡献体现在土地退化防治、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 3个方面。此外，政府扶持土

地退化防治还具有增加弱势农牧民收入和改善收

入分配的功能。

但是，土地退化治理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牧

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平均水平

和农牧民平均生活水平。鉴于土地退化防治活动

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国家应进一步提高这些活动的

生态补偿标准，为逐步缩小这些地区与全国的发展

差距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3.2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平台的功能

目前，政府对拟出台的制度、政策和公共项目

实行相关部门会签制度。该制度有利于消除特定

部门编写的制度、政策和项目方案中的疏忽。然

而，会签制度不足以替代协商制度。伙伴关系平台

具有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功能，对于政府改进治理结

构具有启示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伙伴关系平台

现在交流和协商的大多是各部门已经确定的工作

内容，应将其拓展拟开展的工作内容的交流和协

商，以进一步增强该平台的作用。

3.3 进一步扩大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应

用范围

基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土地退化防治模式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该模式的辐射带动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建议认真研究进一步扩

大该模式的影响力的政策和途径，将成功的防治模

式推广到非项目区和其它土地治理项目，并将项目

所取得的经验宣传和推广到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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