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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限制开发区生态脆弱性评价及
分类发展模式

杨美玲１，２，李同昇２，米文宝１，周民良２，３，王婷玉１

（１．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２１；２．西北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３．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生态压力、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３个因子对宁夏限制开发区的生

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价，并探讨了其区域发展模式。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

弱性可分为极度脆弱、高度脆弱、中度脆弱、低 度 脆 弱 共４个 等 级，其 中，极 度 脆 弱 区 面 积 达 到 研 究 区 总 面

积的５１．７６％，高度脆弱区占２１．１５％，中度脆弱区占１５．５６％，低度脆弱区占１１．５２％。针对研究区生态脆

弱性状态提出了５种区域发展模式（即以生 态 补 偿 为 主 体 的 发 展 模 式；以 生 态 移 民 为 主 体 的 发 展 模 式，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型发展模式，以生态草畜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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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传统区域发展模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
国编制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开发方式把我国

国土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

域和禁止开发区域４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域是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适宜大规模人口和经济集聚的

区域，作为主体功能区的一种类型，限制开发区域在

我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主体功能区划中占有较大

比重，是关系 到 全 国 或 较 大 区 域 范 围 生 态 安 全 的 区

域［１］。自“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主体功能区战略之

后，国内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践等方面对限制开发区

域进行了探讨。理论上，贾 若 祥［１－２］从 类 型、特 征、地

位作用等方面对我国限制开发区域进行了较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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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高国力、刘通［３－５］等学者对限制开发区域的利

益补偿进行了研究；马海龙、樊杰［６］对西部限制开发

区域人地关系进行了研究；周民良［７］对限制开发区域

的发展思路进行了研究。实践方面，李娜［８］对青海省

限制开发区人口容量进行了研究；李富佳、韩增林［９］

等对辽宁省 限 制 开 发 区 发 展 模 式 进 行 了 研 究；钟 高

峥［１０］以湘西州为例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空间功能区划

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限制开发区域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理解、类型划分、人地关系演化、
生态补偿、发展战略等方面，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示

范性和探索 性，但 也 存 在 不 足：（１）宏 观、定 性 研 究

多，微观、定量 研 究 少；（２）现 有 限 制 开 发 区 域 多 是

在以县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基础上划分出来的，这样的

划分结果势必造成区域内部差异性较大，使得对策建

议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３）对于占限制开发

区域绝大部分的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

要坚持点状开发，适度开发，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产

业，并引导超载人口有序转移。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多

样，内部差异性非常大，影响各区域发展的因素有很

大不同，因此有必要对限制开发区域进行细分，在细

分基础上制订出符合区域实际的政策措施。民族地

区作为生态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在自然环境、
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是我国的老少边穷地

区，也是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地区，对民族地区的研

究将有助于改善区域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促进民族地

区的发展。本研究以回族聚居的宁夏限制开发生态

地区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遥感影像，以内

部均质性较好的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生态脆弱

性评价结果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进行脆弱性等级

细分，在细分基础上对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探究，以求

实现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同

类型区域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并丰富主体功能区

建设的研究方法和内容。

１　研究区概况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要包括宁夏自治区中南

部的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开发区、西吉县、海原县、
彭阳县、泾源县、隆德县８个县（区），共９３个乡镇，该
区域位于鄂尔多斯台地、宁夏自治区南部黄土高原、
腾格里沙漠 等 地 形 单 元 的 交 接 过 渡 区 域，总 面 积 为

２．７９×１０４　ｋｍ２，占宁夏自治区总面积的４２．０５％，总

人口２０３．８１万 人，占 宁 夏 地 区 总 人 口 的３３．８３％。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类型，宁夏限制开

发生态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压力较大，经济发展长

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根据研究区内部自然环境条件

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中部干旱风沙生态区

和南部黄土丘陵水土流失生态区两个区域。中部干旱

风沙生态区主要指红寺堡区以及盐池和同心县的大

部分区域，包含２０个乡镇，总面积为１．２６×１０４　ｋｍ２，
占宁夏限制 开 发 生 态 区 总 面 积 的４５．０４％。此 区 被

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环绕，气候

干旱，植被稀疏，覆盖度低，水热资源失调，日照充足，
风大多沙。区内有罗山和哈巴湖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该区的植被类型属于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
大部分地区土壤沙性重，地表物质干燥，土壤含水率

低，加之植被稀疏，极易遭受风蚀，主要的生态环境问

题是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南部黄土丘

陵水土流失生态区主要指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西
吉县、海原县 以 及 同 心 县、盐 池 县 的 部 分 地 区，包 含

７３个乡镇，总面积 为１．５３×１０４　ｋｍ２，占 宁 夏 限 制 开

发生态区总面积的５４．９６％。该区除六盘山山地外，
多为黄土丘陵，部分地区分布有一些河谷平原及较大

塬地，土壤类型主要是黑垆土、黄绵土和新积土；主要

山地有六盘山、南华山、西华山及月亮山等，属隆起构

造山地地貌。六盘山地的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

直地带性，植被从山顶到山麓分别为亚高山草甸、森

林、草原，相对应的土壤类型有亚高山草甸土、淋溶灰

褐土、石灰性灰褐土。该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土壤

质地比较疏松，抗侵蚀性能很差，山地剥蚀切割严重，
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水土流失。

２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借助ＧＩＳ软 件，根 据２０１２年３０ｍ分 辨 率 的 遥

感影像获得 研 究 区 植 被 类 型、土 壤 质 地 等 方 面 的 数

据。“地形 起 伏 度”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 在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下使 用 栅 格 邻 域 计 算 工 具 对 宁 夏 地 区 地 形

ＤＥＭ影像进行处理，得到各乡镇地形起伏度等级分

布图；冬 春 季 大 于６ｍ／ｓ的 大 风 天 数 根 据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宁夏地 区 各 气 象 站 点 的 冬 春 季 大 风 天 数，利

用ＧＩＳ软件 生 成 各 乡 镇 冬 春 季 大 于６ｍ／ｓ大 风 天

数；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等相关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

年鉴（２０１２年）及 各 市 县 国 土 资 源 局、统 计 局、林 业

局、农业局、扶贫办等部门资料。

２．２　研究方法

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以生态压力、生态敏感

性、生态恢复力为主要指标，通过生态脆弱性指数测

算对各乡镇生态脆弱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按

照各乡镇生态脆弱性指数的大小进行等级分类，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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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区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２．２．１　评价因子的选择　生态脆弱性产生的原因有

自然和人文 两 个 方 面［１１］，自 然 因 素 奠 定 了 地 理 过 程

发生的基本空间格局，人类活动则使得土地利用空间

模式不断发生变化，两者相互作用，造成生态脆弱的

结果［１１］。根据国 内 外 对 生 态 脆 弱 性 的 表 述，结 合 研

究区实际，选取生态压力、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作

为评价因子，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弱性进行

综合评价。生态压力主要从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人

口、贫困４方面体现；生态敏感性主要从土壤侵蚀敏

感性、土地沙化敏感性两个方面，生态恢复力主要从

林地面积比、人均牧草地面积两个方面体现（表１）。

表１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系统层（权重）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生

态

脆

弱

性

生态压力（０．３６２　８）

水土流失压力（０．２８１　６） 水土流失面积比重（０．２８１　６）
土地沙化压力（０．２５９　０） 沙化土地面积比重（０．２５９　０）

人口压力（０．２５９　４） 人口密度（０．２５９　４）

贫困压力（０．２００　０）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０．０７３　５）

经济增长率（０．１２６　５）

生态敏感性（０．４２２　３）

土壤侵蚀敏感性（０．５５２　１）

降水侵蚀力（Ｒ值，０．２１３　８）

土壤质地（０．３０４　７）
地形起伏度（０．２０５　４）

地表覆盖类型（０．２７６　１）

土地沙化敏感性（０．４４７　９）

湿润指数（０．３９３　８）

冬春季大于６ｍ／ｓ大风天数（０．１１４　７）
土壤基质（０．１５５　４）

植被覆盖率（０．３３６　１）

生态恢复力（０．２１４　９）
林地面积比重（０．４７３　６） 林地面积比重（０．４７３　６）

人均牧草地面积（０．５２６　４） 人均牧草地面积（０．５２６　４）

２．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确

定指标 权 重 的 方 法 主 要 有 主 观 赋 权 法 和 客 观 赋 权

法［１２－１６］，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为了全面显示各评价

指标的权重，采取主客观相结 合 的 方 法，主 观 法 采 用

ＡＨＰ方法，得到各指标权重Ｗｉ，客观法采用熵值法，
得到各指标权重Ｗｊ，在此基础上，通过加权平均法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研究［１２－１６］及计算结果，分
别赋予ＡＨＰ法和熵 值 法 权 重 为０．６和０．４，运 用 公

式（１）得到综合权重Ｗ（表１）。
Ｗ＝０．６Ｗｉ·０．４Ｗｊ （１）

２．２．３　数据标准化　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性质不

同，量纲各异，因此，需 要 对 数 据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采

用极大—极小值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用Ｘｉｊ
表示第ｉ个评价单元的第ｊ项指标，若指标对评价结

果是正向作用，则采用公式（２），若指标对评价结果是

负向作用，则采用公式（３）。

Ｘ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２）

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３）

２．２．４　评价模型　根据公式（４）计算各乡镇生态脆

弱性指数：

ＥＶＩ＝∑
ｎ

ｉ＝１
（Ｘｉｊ′·Ｗ） （４）

式 中：ＥＶＩ———表 示 各 乡 镇 生 态 脆 弱 性 指 数；

Ｘｉｊ′———各评价指标标准化值；Ｗ———各评价指标的

权重。根据脆弱性指数所反映的生态内涵，按照４级

分类 标 准（极 度 脆 弱、高 度 脆 弱、中 度 脆 弱、低 度 脆

弱），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空间分析功能，将生态脆弱性

指数从高到低划分为４级，据 此，可 得 到 以 乡 镇 为 单

元的宁 夏 限 制 开 发 生 态 区 生 态 脆 弱 性 空 间 分 级 图

（图１）。

３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弱性评

价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３）得到各乡镇生态脆弱性指 数，按 照

生态脆弱性指数可将研究区划分为极度脆弱区、高度

脆弱区、中度脆弱区和低度脆弱区４类（表２）。

３．１　极度脆弱区

极度脆弱区区域发展的限制因子多，且限制程度

大，生态系统脆弱性极高，抵抗能力极弱，发展潜能最

小。划入极度脆弱区的乡镇主 要 分 布 在 盐 灵 牧 林 区

和六盘山南段水源涵养林区，总面积１．４５×１０４　ｋｍ２，

占研究区 总 面 积 的５１．７６％。位 于 盐 灵 牧 区 的 乡 镇

属宁夏中部干旱半干旱区，深居内陆，干旱少雨，水资

源缺乏，植被稀疏，大 风 和 沙 尘 暴 天 气 居 多。受 毛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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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沙漠影响，土地沙化程度严重，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六盘山南段水源涵养林区地 形 起 伏 大，降 水 多，土 层

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加上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３．２　高度脆弱区

高度脆弱区限 制 因 子 较 多，且 限 制 程 度 较 大，生

态系统脆 弱 性 很 高，抵 抗 能 力 很 低，发 展 潜 能 较 小。
划入高度脆弱区的乡镇主要分布在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

及六盘山北段牧林区，总面积５　９０６．１９ｋｍ２，占研究

区总面积的２１．１５％。黄土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地

形破碎零乱，土地贫瘠，土壤侵蚀严重，干旱频繁。六

盘山北段牧林区的乡镇年降雨量４５０～５５０ｍｍ，历史

上森林茂密，植被丛 生，农 牧 业 发 达，由 于 开 垦 过 度，
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 图１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弱性分布

表２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脆弱性分级结果及成因分析

脆弱性等级 包含乡镇 生态脆弱性成因

极度脆弱

张家塬乡、预旺镇、窑 山 管 委 会、马 高 庄 乡、冯 记 沟 乡、王
乐井乡、青山乡、大水 坑 镇、高 沙 窝 镇、花 马 池 镇、惠 安 堡
镇、河西镇、高崖乡、太阳山镇、大河乡、南川乡

属于盐灵牧区，典型 的 干 旱、半 干 旱 荒 漠 地 区，大 陆 性
气候十分典型，降水很少，水资源贫乏，植被稀疏，大风
和沙尘暴天气居多，风蚀和风沙危害严重

山河乡、城关镇、关桥乡、兴盛乡、香水镇、大湾乡、六盘山
镇、陈靳乡、新民乡、好水乡、麻黄山乡、泾源河镇、黄花乡

位于六盘山水源涵养林区的乡镇处于六盘山高寒阴湿
区，地势高，雨量多，但土层薄，水土流失严重

高度脆弱

罗洼乡、交岔乡、冯庄乡、草庙乡、偏城乡、小岔乡、王洼镇、
王民乡、田老庄乡、李旺镇、兴隆乡、马建乡、王团镇、石狮
管委会、豫海镇、韦州镇、丁塘镇、下马关镇、红寺堡镇

位于清水河东北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 的 乡 镇，典 型 的 黄 土
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地形破碎零乱，土地贫瘠，土壤
侵蚀严重，干旱频繁

偏城乡、火石寨乡、沙沟乡、奠安乡、白崖乡、观庄乡 位于六盘 山 北 段 牧 林 区 的 乡 镇 年 降 雨 量４５０～５５０
ｍｍ，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植被破坏严重，水土
流失严重

中度脆弱

李俊 乡、九 彩 乡、海 城 镇、新 集 乡、树 台 乡、关 庄 乡、贾 塘
乡、七营镇、白阳镇、西安镇、硝河乡、红羊乡、孟塬乡

位于海原丘 陵 区 的 乡 镇，地 形 开 阔 平 坦，水 热 条 件 较
好，地下水较丰富，土壤多为侵蚀灰钙土和黑垆土

西滩乡、兴平乡、苏堡乡、史店乡、红耀乡、田坪乡 位于葫芦河 西 黄 土 丘 陵 区 的 乡 镇，土 层 深 厚、质 地 良
好，热量条件好，不利条件是沟深坡陡，切割强烈，指标
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缺水

低度脆弱
将台 乡、新 营 乡、神 林 乡、沙 塘 镇、曹 洼 乡、郑 旗 乡、马 莲
乡、古城镇、三河镇、杨 河 乡、联 财 镇、平 峰 镇、张 程 乡、兴
隆镇、温堡乡、红河乡、城阳乡、什字乡、吉强镇、凤岭乡

位于河谷川地区，河 谷 川 地 面 积 大，地 形 平 坦，土 层 深
厚，质地良好，保水保 肥 性 能 良 好，灌 溉 方 便。水 资 源
较多，水质较好，交通便利。

３．３　中度脆弱区

中度脆弱区既有限制程度较大的因子，也有限制

程度较小的因子，生态系统脆弱性较高，抵抗能力低，

发展潜能一般。划入中度脆弱 区 的 乡 镇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原 盆 垧 丘 陵 区 及 葫 芦 河 西 黄 土 丘 陵 区，总 面 积

４　３４５．１８ｋｍ２，占研究 区 总 面 积 的１５．５６％。位 于 海

原盆垧丘陵区的乡镇，地形开阔平坦，水热条件较好，

地下水较丰富，土壤多为侵蚀 灰 钙 土 和 黑 垆 土，气 候

上属于半干旱区。该区位于葫 芦 河 西 黄 土 丘 陵 区 的

乡镇，土地类型多样，农林牧地及水堰面积较大；土层

深厚、质地良好，热量条件好，年降水量４００ｍｍ，不利

条件是沟深 坡 陡，切 割 强 烈，植 被 稀 少，水 土 流 失 严

重，干旱缺水。

３．４　低度脆弱区

低度脆弱区限 制 因 子 较 少，且 限 制 程 度 较 小，生

态脆弱性较低，抵抗 能 力 较 高，发 展 潜 能 较 大。划 入

低度脆弱 区 的 乡 镇 主 要 分 布 在 河 谷 川 地 区，总 面 积

３　２１７．８４ｋｍ２，占研究 区 总 面 积 的１１．５２％。该 地 区

交通方便，地形平坦，适宜机耕，灌溉方便；土层深厚，

质地良好，保水保肥性能好；川地有山地做屏障，山塘

水库较多，水热条件 好，光 热 资 源 丰 富，水 质 较 好，保

收程度比丘陵和山地高，不利因素是地表径流季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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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匀，利用率低，且春旱较多，土壤侵蚀较为严重。

４　基于生态脆弱性的区域发展模式

４．１　生态补偿型发展模式

生态补偿是一种调 节 利 益 相 关 者 利 益 关 系 的 制

度安排，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持续

获取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为 目 的 的 一 种 手 段［１７］，既 包

括对人的补偿，也包括对自然的补偿。位于极度和高

度脆弱区的六盘山南段水源涵养林区 和 北 段 牧 林 区

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区域，海拔高，阴湿多雨，土层薄的

特点使其对环境因素改变的反应非常敏感、维持自身

稳定的能力极差，开发及开发 后 的 修 复 成 本 都 很 高；
同时，此区域作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其生态安全对局部乃至全国生态安全都有

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此类区域而言，生态保护是

第一位的，区域发展应以生态 补 偿 发 展 模 式 为 主，且

补偿主体以国家为主。对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补 偿 方

式以增加保护区建设的投入为主［１８－２２］，近期应将保护

区内农户的生产生活损失纳入补偿范围，远期应逐步

将国家级保护区的土地使用权收归国有；对国家级重

点生态功能区应统一规划，由国家主导建设。在生态

补偿实施过程中，既要分阶段 明 确 补 偿 的 重 点、方 式

和标准，又要着眼于长期的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财政转

移支付手段的 完 善［３］。这 就 要 求 在 实 地 调 研 的 基 础

上，综合运用３Ｓ技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

合评价，并在重点分析回族思维方式、经济价值取向、
生产生活方式等民族文化特征对区域 生 态 补 偿 及 区

域可持续 发 展 的 影 响 的 基 础 上，构 建 以 生 态 系 统 服

务、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

模型，采用聚类分析法对研究区进行分区分级生态补

偿等级划分，建立分区分级的 生 态 补 偿 机 制，设 计 出

针对不同 类 型 区 的 具 有 可 操 作 性 的 生 态 补 偿 方 案。
鉴于研究区现状，对其生态补 偿 应 以 政 策 补 偿、资 金

补偿和技术补偿为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

加大对这些区域用于加强生态恢复重建、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扶持和培育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

业等方面的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投入［４］。

４．２　移民搬迁型发展模式

移民搬迁型发展模 式 主 要 有 生 态 移 民 和 劳 务 移

民两种形式，生态移民是将自 然 保 护 区、生 态 环 境 严

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 自 然 环 境 条 件 恶 劣、基

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人口，搬离原来的居

住地，在另外的地方定居并重 建 家 园 的 人 口 迁 移；在

六盘山土石山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自然生态条件差，
农业生态 必 然 带 来 水 土 流 失，影 响 整 个 区 域 生 态 安

全，是生态移民重点 区 域；盐 灵 牧 区 干 旱、缺 水，居 住

分散、交通 不 便，区 域 发 展 基 础 差，生 态 条 件 极 为 恶

劣，应实施移民搬迁型发展模式，减少区域人口压力。
劳务移民是生态移民的一种创新，是以务工安置为主

的一种移民模式。

４．２．１　生态移民模式　生态移民模式中，安置方式

的选择非常重要，它不仅受自然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移 民 本 身 诸 如 年 龄、文 化

程度、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

响。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而言，生态移民安置方式

以有水有 土 安 置 为 主，包 括 就 近 安 置 和 外 迁 安 置 两

种，具体有３种生态移民模式 可 选 择：开 发 土 地 集 中

安置、适度集中就近安置、因地制宜插花安置。
（１）开发 土 地 集 中 安 置。集 中 安 置 是 一 种 易 地

安置方式，以村或乡为单位把农户搬迁到新开垦的水

土开发区，集中安置。对一些具备中低产田改造的区

域，通过集中改善基础设施，形 成 一 定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开发基础［２３－２７］，再逐 步 移 民，通 过 生 态 移 民 与 农 业 生

产方式转变的结合，降低对原 住 地 生 态 环 境 的 压 力。
宁夏川区有大量闲置的中低产田，可以结合黄河金岸

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中北部土地整理、引黄灌

区节水改造等重大项目，充分 挖 潜 利 用 现 有 国 有、集

体、企业及个人经营的各类耕地资源，集中安置移民。
在山区通过库井灌区、扬黄灌 区 节 水 改 造、新 建 水 源

工程，对宜农荒地进 行 规 模 开 发，建 设 移 民 新 村。无

论是安置在川区还是山区，迁出县按原来的乡村名称

在迁入地 建 立 同 样 名 称 的 新 社 区，虽 然 搬 迁 距 离 较

远，但由于是集中安置，能够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生
活习惯等，因此，易于被移民接受。

（２）适度 集 中 就 近 安 置。就 近 安 置 是 在 距 离 原

住地较近的地带安置移民的 一 种 安 置 方 式。在 宁 夏

限制开发区县内可选择靠镇、近 水、沿 路 的 区 域 建 设

大村庄，通过兴修水利、集雨补 灌 等 措 施 对 原 有 耕 地

进行改造，重新规划 新 社 区，就 近 适 度 集 中 安 置。这

种安置方式搬迁距离短，便于管理，移民成本较低，易
于安置，且由于移民所处环境 基 本 没 变，与 原 住 地 在

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相似，因 此，有 利 于 移 民 生 产 生

活的平稳过渡。
（３）因地 制 宜 插 花 安 置。这 种 安 置 方 式 是 把 人

口稠密、水土资源匮乏、人均耕 地 占 有 量 少 的 贫 困 人

口，搬迁到水土光热条件较好 的 乡 村 插 花 安 置，优 点

是投资少、见效快。在 宁 夏 限 制 开 发 生 态 区 内 部，由

于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在丘陵沟壑区内部零散分布有

塬地、盆地、川地等，这些区域地形开阔、土层深厚，水
热条件较好、灌溉方 便，因 此，可 采 取 将 人 口、经 济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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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适当集中的发展模式。

４．２．２　劳务移民模式　依托沿黄城市、重点城镇、工
业园区、产业基地，建设移民周转房，集中安置部分移

民，政府协调签订就业合同、住房合同、社会保障合同

等，采取多种扶持措施，为务工 人 员 实 现 稳 定 就 业 和

创收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促进贫困人口向宁夏沿黄

城市带、城镇转移的长效机制。对务工能力较强或收

入主要来源于务工的家庭，在城市或工业园区实施无

土安置，并享受城市社会保障 政 策；对 经 过 培 训 能 够

具备一定务工能力的，在农业 产 业 基 地、城 市 边 缘 安

置，重点扶持移民务工就业，同 时 可 根 据 水 土 资 源 条

件安排适量耕地，以保障基本 生 活 稳 定；对 务 工 能 力

较弱的，在农村实行有土安置，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同
时强化 技 能 培 训，逐 步 实 现 户 均１～２人 外 出 务 工。
无论是生态移民还是劳务移 民，都 要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优化移民务工环境，促进移民 到 沿 黄 经 济 区、重 点 城

镇、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务工就业，实现收入来源由农

业向二三产业的转变。抓好移民技能培训工作，根据

市场多元化需求，采取有针对 性 的 培 训，不 断 增 强 移

民的就业技能。

４．３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型发展模式

葫芦河西黄土丘陵 区 沟 和 海 原 盆 地 属 于 中 度 脆

弱区，限制因素较少，且程度较轻，由于区域内人口众

多，且贫困面较广、程度较深，不适宜进行大规模人口

迁移。因此，区域发展模式主要是国家扶持进行基础

设施建 设 和 公 共 设 施 建 设，改 善 区 域 发 展 条 件［１６］。
在中部干旱风沙区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为重点，加强

地下水勘查，改造延伸扬黄工程，扩大供水范围，建设

集雨设施，确保饮水安全；在南 部 黄 土 丘 陵 区 以 流 域

为单元，开源与节流并重，加强生态保护与水源涵养。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 态、安 全 的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方

向，加快中部干旱带旱作节水示范区以及南部黄土丘

陵生态农业示范区 等 示 范 区 建 设。加 大 农 村 水、电、
路、气、信息等公共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力 度，强 化 教 育、文

化、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基础设 施 建 设，构 筑 城 乡 一 体

化的农村基础设施体系。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

林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等重 点 工 程，加 快 毛 乌 素 沙

地、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化土 地 综 合 治 理，建 设 西 部

生态屏障。此外，针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自然灾害

频发的特点，应重点加强抗旱 救 灾、防 洪 减 灾 和 抗 震

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４．４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低度脆弱区主 要 位 于 河 谷 川 地 区，地 形 平 坦、土

层深厚，质地良好，保 水 保 肥 性 能 良 好，灌 溉 方 便，水

资源较多，水质较好，且 交 通 便 利。区 域 生 态 环 境 脆

弱性较低，经济发展基础好，是 宁 夏 限 制 开 发 生 态 区

发展条件 最 好 的 地 区，发 展 模 式 主 要 是 在 国 家 支 持

下，通过提高自身发 展 能 力，实 现 区 域 发 展。根 据 区

域的资源条件，可发展以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

业、旱作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努力

把川道区打造成区域性的特色农业观光带、现代农业

的样板区和先进科技成果的展示区，辐射带动整个区

域的发展。按照“因 地 制 宜、依 水 布 局、集 中 连 片、突

出特色”的 思 路，走 精 品、高 端、高 效 现 代 农 业 之 路。
特色农业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具有良好的

基础，是扩大经济效益，拓展知名度，提高区域竞争力

的重要依托。目前，以西吉县的西芹、马铃薯，海原县

的硒砂瓜，红寺堡的葡萄和彭阳县的辣椒等为主的特

色农业品牌已初步形成，围绕特色农业品牌延长产业

链，完善特色农产品 的 加 工、包 装、销 售 等 环 节，进 一

步提高经济效益，是未来区域 发 展 的 主 要 路 径 选 择。
设施农业作为引领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有 效 途 径，是 摆 脱 自 然 环

境制约，实现农业跨 越 式 发 展 的 新 兴 产 业。目 前，以

拱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已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丰富了

市场供应，促进了农民增收。生态农业的发展要紧密

结合区域特征，有重点地选择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的区

域，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环境 条 件，先 行 先 试 地 发 展

生态农业。一方面，扩大生态农业内涵，结合区域川、
塬、河、洲景观资源，运 用 系 统 工 程 方 法 和 技 术，推 进

川塬生态农业和河谷川地生态农业实现跨越发展；另
一方面，加 大 科 技 投 入 力 度，大 力 推 广“畜—沼—果

（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畜牧业）模式

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 式 及 配 套 技 术、观 光 生

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等，逐步建立适合规划区发展

的生态农业模式体系。

４．５　生态草畜业发展模式

随着国家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宁夏限制开

发生态区大部分坡耕地被解放出来，再加上分布在离

村庄较远的荒山地，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草地

资源。此外，作为回族 聚 居 区，宁 夏 限 制 开 发 生 态 区

的回族农户具有养殖牛羊的传统，清真牛羊肉产业是

回族地区的传统民族产业，历来就是回族群众与穆斯

林世界进行商贸交易的重要产品，具有国内和国际两

个市场优势。宁夏地区已被新一轮《全国优势农产品

区域布局 规 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确 定 为 肉 牛 和 肉 羊

优势产业区域。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区域特色的

生态商品 性 高 效 设 施 畜 牧 业，“人 工 种 草，实 施 养 羊

（牛），”基于退耕还林（草）基础上的草畜产业，是集植

被恢复、生 态 建 设、经 济 发 展、社 会 进 步 于 一 体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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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经济、社会三大效 益 兼 得 的 发 展 模 式。通 过 草 畜

业的发展可在企业、科研和农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

作关系，逐步形成“公司＋科研＋农民协会＋农户”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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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李锦．四 川 横 断 山 区 生 态 移 民 安 置 模 式［Ｊ］．贵 州 民 族

研究，２００７（２）：６４－７１．
［２４］　罗强强．宁夏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移民扶 贫 的 方 法 和

经验分析［Ｊ］．西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社 科 版，２００９
（９）：４８－５１．

［２５］　邵治亮，贾志宽，鲁向平，等．陕北丘陵 沟 壑 区 发 展 生 态

草畜产业的思考［Ｊ］．干 旱 地 区 农 业 研 究，２００６，２４（４）：

１５５－１５９．
［２６］　马仁锋，王筱春，李文婧，等．省域尺度 县 域 综 合 发 展 潜

力空 间 分 异 研 究：以 云 南 省 为 实 证［Ｊ］．地 理 科 学，

２０１１，３１（３）：３４４－３５０．
［２７］　杨宇，张小雷，雷军，等．基于资源开发 利 用 的 区 域 可 持

续发展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０，３０（３）：３６３－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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