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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区域:肃北县、肃南县、肃州区、

 甘州区、永昌县、凉州区、景泰县、安定区



研究重点


 

在牧区改进和完善现有的草原承包体制，探讨
 已承包草场流转模式。


 

分析研究相关法律及区域草原政策及实施；研
 究强化草原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


 

研究改进农牧民生产方式，培育、发展农牧户
 层次的市场体系。


 

研究区域发展政策与草原保护的有机结合，使
 草原保护和管理纳入到区域发展政策中。



1、项目区示范点草场承包

承包情况 项 目 区

已承包 肃北县鹰嘴山村、肃南县大岔村、
 甘州区平山湖乡

承包试点 凉州区五沟村、永昌县马营沟村

未承包 安定区泉湾村、景泰县新墩村、肃
 州区六分村



牧区承包
 (肃北县为例)

1980年牧业生产责任制

1984年草畜双包责任制

1990年有偿承包制

2000年草场承包制

全县的30%,冬春牧100%



半农半牧区承包
 

(永昌县和凉州区为例)

• 牧民及各方代表讨论
 制定草原承包办法

• 核定草场等级、面积、
 界限

• 围栏设施由承包户管
 理维护

• 接受县、乡业务指
 导，实行以草定畜，

 遵守休牧制度



永昌县马营沟村基本情况

全村有8个社512户农户，2150人
•人多地少草少。人均耕地1.57亩，人均草原60.32亩
•牲畜以牛羊为主。绵羊:山羊=70:30
•种植结构单一：大麦、小麦、油菜和少量食菌。
•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高中以上文化占总人口的2.4%。



马营沟村草原联户承包

社区群众广泛参与讨论制定草原联户承包办法
•丈量面积，明确界限
•按人口分配。（一社草原总面积8851亩，总人口280人，人均31.61 
亩；七社草原总面积8870亩，总人口267人，人均32.58亩）
•自愿联户，分成8片（每片16-18户）
•留开牧道、水道、防火道
•各片选出片长，并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确认合法使用权
•确定承包期限——10年
•围栏设施由承包户管理维护
•互相监督，清理代牧羊只，减少载畜量
•接受县、乡业务指导，实行以草定畜
•共同遵守休牧制度（5月20日上夏季牧场，9月20日进入冬春牧场）





马营沟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羊只饲养量趋势图
 

( 1980—2008年)



承包前后放牧数量变化



五沟村招标承包试点
 

五沟村基本情况


 

全村1354人，302户，耕地面积527亩，人均耕地
 0.39亩。草原面积11.6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2.7万

 亩，全村有养殖户289户，其中200只以上的养羊户
 19户。


 

2006年年人均收入2700元，牧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的
 76%。打工和跑运输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



五沟村招标承包进展


 

2006年4月，围栏3000亩，通过公开竞价承包，承
 包期限为30年。最终竞价承包价为2600元/年，并

 进行了公证。


 

2007年，围栏6000亩，最终于承包价8100元承包。


 

2008年，围栏8000亩，最终于承包价12000元承包。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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