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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海洋强国，也要沙漠强国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归来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　文

摘要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总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高原北部，距北京直线距离 800 公里，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十几年前这里的

沙尘一夜就可以刮到北京城，但现在那样的场景已不再重演。经过 25 年的努力，

库布其沙漠在亿利资源集团的带领下，成功地将其中 1/3 沙漠面积变成了绿洲，

开创了一条“可持续公益商业治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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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对这种治沙模式早有耳闻，但对其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始终存疑。8 月

初笔者受邀参加在库布其腹地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沙漠论坛，亲历多个治沙产业的

现场，与数位外国专家、国内官员交谈后，坚定地相信，库布其模式是成功的、

成熟的、成绩巨大的。中国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与总结好库布其经验，向全国沙漠

化严重的地区推广，以夯实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尽可能广泛地向世界各国推

介这种经验，帮助受沙漠困扰的国家改善境况，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体现中国

的大国责任。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发展出现战略空间困境的时代背

景下，中国向东提出了“海洋强国”的战略，向西也理应提出“沙漠强国”的战略。

（一）向国际推广治沙，将提升中国软实力

　　25 年前，库布其是“五无一少一多”的死亡之海，即没有生态、没有出路，

没有医疗、没有通讯、没有文化、收入少、风沙多。亿利资源的前身是这座沙漠

的一个小盐厂，常年被风沙所困，几十万吨产品无法运出，被迫走上了一条治沙

绿化、发展沙漠经济的特殊之路。

　　现在，一到库布其腹地入口就能看到硕大的凯旋门，雕刻的一排大字表达着

库布其人的自豪感与雄心壮志：引领沙漠生态经济，开拓人类生存空间。25 年间，

亿利资源通过“市场化、产业化、公益化”的治沙模式，投资 30 多亿元建设生

态，投资 300 多亿元发展产业，绿化库布其沙漠 5000 多平方公里，控制荒漠化

面积 10000 多平方公里，10 多万当地牧民人年均收入超过 3 万元，整个库布其地

区年产值比数百公里之遥的蒙古国全国一年的 GDP 还高，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

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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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国际沙漠论坛的致辞中评价道：“据我所知，

库布其实现了生态移民治沙，让移民走出沙漠，恢复自然修复力；库布其还实现

了科学技术治沙，创新了许多治沙办法；库布其还实现了经济开发治沙，利用沙

漠资源实现绿色循环。这一切的成果就像中国经济实现的奇迹一样，令人惊叹。

　　笔者曾与全国政协常委、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长谈。这位将沙漠视为

自己“生意、生活、生命”、库布其事业的缔造者用了“一、二、三、四、五”

联动发展来形容的库布其模式，即一个梦想：让沙漠变成富裕文明的生态绿洲；

两个循环：经济循环和社会循环；“经济循环”是“治沙生态→经济植物种植→

集约化经济发展→治沙生态”的循环经济体系。“社会循环”是指“治沙→生态

→经济→民生→生态”的社会事业良性循环体系。“三化互动”：市场化、产业化、

公益化；四种治沙方式：生态移民治沙、科学技术治沙、经济开发治沙、创新机

制治沙；五大成果：开创了一条新路、绿化了一座沙漠、催生了一片产业、改善

了一方民生、凝聚了一方民心。

　　对这些总结说服力的最好验证就是走访。笔者在一位牧民家问他，靠什么发

家？答：种甘草，卖给中草药厂，制成名贵药材；还种沙柳和胡杨。这“沙漠三宝”

抗风沙，耐寒、耐旱、耐盐碱，生态和经济价值极高。在牧民居住区转了一圈，

小二楼、小汽车、摩托、各种电器一应聚全，家家如此，让人心生羡慕。

　　在国际沙漠论坛现场，一位美国环保专家和笔者说，这儿比美国内华达州好。

美国人只会在沙漠里建赌场（拉斯维加斯），中国人却能治沙，还让那么多穷人

变富，令人佩服！另一位不懂中文的伊朗农业专家则几次请我与主办方要相关的

英文材料，他希望将这种库尔其模式引入同样受沙漠困扰的伊朗。当他知道这片

沙漠能够既生态治理，又能够消除贫困，且还能创造每年超过 100 亿美元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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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时，连呼“unbelievable（难以置信）”，还反复和我确认说的是“billion（十

亿）”，而不是“million（百万）”？

　　笔者粗略给库布其算了几笔账：第一，“沙漠三宝”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1：

10，且这还不算生态效益；第二，利用沙漠内的劣质煤、沙柳等生物质资源进行

土壤改良与肥力增加，乙二醇等清洁替代能源，以及利用沙漠日照的规模化太阳

能资源，年产值潜力超过千亿元；第三，沙漠附属产品如膜砂、涂料、沙漠艺术

品等，投资潜力也不可限量。换句话说，库尔其是另辟奚径、剑走偏锋地开创了

某种“绿色银行”模式，而且是低投入、高回报的绿色产业金融模式。

　　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到 3800 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遍及 110 多个国家，并且以每年 5 万 -7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天损

失掉一个爱尔兰的国土面积。有 10 亿人口因荒漠化而吃不好饭，沙尘暴虐，田

毁人亡，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00 多亿美元。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63.62 万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7.46%，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540 亿人

民币。中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相继实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

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大型生态工程，到 2000 年后，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

才得以扭转，从整体上实现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实现了目前沙漠化

土地年均减少 1717 平方公里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植被退化、土壤沙化、沙尘飞

扬仍然袭扰着我国大部分地区，18 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特别是土地荒漠化导

致我国西部生态脆弱、人口贫困、经济滞后，还有 4 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目前，库布其沙漠生态文明事业得到了国际组织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 年，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库布其生态文明被列为联合国“里约 +20”峰会重



5

要海洋强国，也要沙漠强国第 10 期

要成果向世界推广。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公约组织据此还提出了到 2030 年实现全

球荒漠化土地零增长的目标。

　　中国林业部门在《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 年

要完成全国可治理沙化面积的 50%（3 亿亩）的目标，也是库布其的重大历史机

会。目前，亿利资源企业提出了到 2020 年，在巩固库布其沙漠现有 5000 多平方

公里绿化面积的基础上，新增加 10000 平方公里的沙漠绿洲的新目标，相当于全

国 2020 年沙漠土地整治规划总面积的 1/13。

　　倘若能在全国范围推广库布其的治沙经验，充分运用科技与市场的力量，创

造合理机制，变废为宝，变沙为金，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倘若

再能在全球上百个国家推介这些治沙经验，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将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二）多“变废为宝”，方能养活中国人

　　在库布其召开的国际沙漠论坛，笔者看到两组令人惊讶的资源数据：一是资

源压力。联合国环境署在该论坛公布了最新研究数据，中国国内物质消费总量在

2008 年就已是美国的 4 倍，金属矿和工业矿物的耗费比例数年内翻了一番，城市

用水 25 年间增加了 8 倍，温室气体排放已是亚太地区的 2 倍。

　　二是资源希望。在库布其沙漠，短短 25 年内，5000 多平方公里已由沙漠变

成了绿洲，“沙漠三宝”（甘草、沙柳和胡杨）的投资回报率达 10 倍，利用沙

漠内劣质煤、沙柳等生物质资源、乙二醇等清洁替代能源、规模化太阳能资源，

年产值潜力超过千亿元；数十万牧民致富，人均年收入达到 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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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数据实际上是中国发展大悖论的折射。一方面，中国整体仍在粗放发展，

甚至暴殓天物，比如，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本已不再充沛的稀土资源仍在出口，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正在努力建设中。今年夏天，笔者曾

赴黑龙江考察，那里的林区在国家“天保工程”的多年扶植下，原始森林保持得

相当不错，可视之中国“肺”。库布其更是明显，多年来奇迹般地变沙成金，在

此次论坛上，多名联合国官员、发达国家学者对笔者说，库布其治沙经验是人类

治沙甚至生态文明的典范。

　　或许也正是库布其的成功经验，副总理汪洋在论坛开幕式上才有底气代表中

国政府宣布，中国 2020 年要治理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要知道，沙漠化

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头号杀手。很明显，中国的治沙经验是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

　　但只有一个库布其是不够的，中国恐怕需要有 N 个库布其。毕竟，中国目前

荒漠化土地面积国土面积大多集中在中西部，若沙漠化改造成功，中国人将不会

只拥挤在东部数个平原地区，发展空间将大大拓展，“中国梦”实现的几率也将

大大提升。

　　更重要的是，库布其标志的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典型案例。它实际上在激

励着全中国民众从“废”中寻求“宝”的意志与动力。环顾全球，任何发达国家，

“变废为宝”能力肯定也是发达的。比如，以色列在垃圾填埋场上建成了世界最

大的都市公园，日本垃圾再循环与利用的技术更是令人折服；中国各地的宠物粪

便遍地，而在美国却有狗粪发电厂⋯⋯

　　对此，笔者建议，应参照库布其的成功经验，出台一系列法律与规章，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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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和奖励社会各界更多地出现“变废为宝”。在治沙领域，库布其经验在于将

政府立法（中国颁布了世界第一部防沙治沙法）、市场（寻求与民营企业的力量）、

生态（立足于环境保护）、科技（沙漠科技的创新）与产业（必须顾及经济效益），

在其他方面，如大气保护、垃圾处理、餐饮服务、海洋产业、水资源保护等有很

大潜力的领域，库布其模式都值得借鉴。

　　归结来看，“变废为宝”实际上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实现循环经济的必经之路。

从目前城镇化进程加速、耕地减少、耗能提高的大背景来看，如何养活未来的中

国人仍然是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虽然已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循环经济法，需要做的是，在各个领域

寻求适合的技术、足够的市场资金、恰当的人力资源、以及持之以恒的监测与执行。

套用那句老话，生态文明的“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三）要海洋强国，也需沙漠强国

　　数千年来，中国对外战略受到中原农耕文化的严重束缚，向东忽视海洋，向

西惧怕沙漠，以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战略重心长期桎梏在黄河、长

江中下游一带，中西部诸省及东部沿海地区均被视为边陲之地。于是，大部分中

国人都“蜗居”、“猫居”、“挤居”在狭小的中东部几大平原地区，战略思维

也相当狭窄，这是中国人生存空间的悲哀。

　　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大力拓展发

展空间，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整体上仍然是南北方向战略拓展强势，东西战略方

向拓展相当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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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庆幸的是，往东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的任务和

要求，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将海洋纳入到了国家大战

略之中。目前，中国对外战略已经从海军、海洋产业、沿海城镇化等多种方式，

打破了过去忽视海洋的观点窠臼。瓦解第一岛链的战略包围，使海洋成为中国发

展的重大战略依托，只是时间而已。

　　然而，往西却迟迟未能收到显著成效。早在上世纪末，中央就提出西部大开

发战略，但时至今日，西部大开发更多是集中在中西部大城市的“点”式发展，

没有将西部高原、荒漠连成一片，尤其是沙漠地区。

　　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7.46%，均位于中西部。这片面积大体与

中国东部拥有的海洋国土面积（299.7 万平方公里）相当。相比于东部的海洋，

西部的荒漠几乎是“无人区”，是一个急需战略发展的“真空带”。

　　究其原因，中国的大战略思维中还没有认识到荒漠价值，仍然先天性地认为

征服沙漠很难，产生经济效益不容易，生存成本太高，等等。这与过去我们忽视

海洋的思维逻辑多少有点相似。

　　现在国家已经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成为重视海洋、拓展中国发展空间的

重要部署；但也应进行一轮“沙漠是高回报的绿色银行”的观念升级，甚至可以

提出“沙漠强国”的新战略理念。若东西两个方向都能成功地进行战略拓展，民

族复兴才真正有希望。

　　在这方面，世界与中国真的非常需要推广库布其模式，在考虑“海洋强国”

的基础上提出“沙漠强国”战略，进行传统战略的再次升级。理由至少有五点：

从战略选择看，沙漠与海洋都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拓展的必然要求。据统

计，2015 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10%。相比之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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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够进行量化，沙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会弱于海洋。随着城镇化加速，

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要力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艰巨任务，缓解

人地矛盾，关键在于能否改造治理荒漠化土地。

　　从战略储备看，沙漠与海洋都是蕴藏中国人深厚与独创思想的潜力空间。与

郑和下西洋领衔世界接着闭关锁国相比，发展沙漠的理念在中国更具有实践性。

早在 1984 年，钱学森就提出遵循“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技术路线，

发展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的理论。经过 30 年的发展，沙漠产业已由理论

探索变成较大规模的生产实践，沙漠农业、能源、化工、建材、旅游等产业共同

发展的格局已悄然兴起。

　　从战略难度看，沙漠与海洋都是涉及国家未来稳定大局的重要变量。相比于

中国海洋权益与争端的涉及面大、风险度高，发展沙漠更有自主性。在海洋领域，

中国与周边的纠纷与竞争会越来越微妙，与超级大国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

大；而在沙漠领域，没有任何外部力量阻止中国发展沙漠产业，越发展则更有助

于广大荒漠化地区的民族团结与边疆巩固，越有利于的社会均衡与可持续性发展。

　　从战略贡献看，沙漠与海洋都是关切到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相比

于中国在海洋发展上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理念、技术与生态保护能力，中国防治沙

漠化的水平却是领先于全世界的，库布其模式更是堪称荒漠化治理的人类典范。

沙漠化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头号杀手。正如前文所言，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

已占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遍及 110 多个国家，并且以每年 5 万 -7 万平方公

里的速度扩展。中国是唯一做到“人进沙退”的国家，中国政府已宣布，2020 年

要治理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要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土地退化零增长”

的目标，中国贡献将是最大的。在国内，这种贡献将凝聚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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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而在国际上，治沙贡献将很容易转化为中国软实力。

　　从战略趋势看，沙漠与海洋都是世界大国竞争的新领域。相比于仍受西方猜

疑的“海洋强国”战略，以及受西方舆论争议的中国海军崛起，中国沙漠化治理

受到了世界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沙漠强国”的战略是众望所归，既不会冲击

到中国与世界的原本关系，反而会拉近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荒漠化严重的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距离，对提升中国的形象，增强中国的国际感召力都将起到关键作用。

　　总之，中国在完成“海洋强国”战略部署之后，在合适时期提出“沙漠强国”

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展沙漠产业经济，建设沙漠生态文明，对于内外

空间急需拓展的中华民族复兴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新增长极与资源富矿。向

西“沙漠强国”，向东“海洋强国”，两大对外战略的合拢将使中华民族的复兴

进程大大加速，中国梦的实现更是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