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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部的農牧交錯地帯従呼倫貝尓草原、内蒙古高原的東南端到寧夏回族自治区、甘粛省、山西

省北部，総面積44萬平方千米、人口3500萬人。
・該地帯的生態環境令人擔心。人口密度毎平方千米80人，大大超過了 FAO 基准的20人。這一帯的

草地有一半退化、遠遠超出了中國的平均値。草地的沙漠化、退化、塩化、夲化等荒漠化的土地面

積梺全國荒漠化土地総面積的45％。其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為的原因。
・自然原因主要有両個。第一、地質、地形、土壌，地表堆積物容易被風侵蝕。地形風積衝撃平原多、

大部分為沙地。農地和草原混在，復雑交錯，交替進退。第二個因素是気象、時間和空間上都変化

激烈。該地帯処于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作用的邊縁地帯，同時受太平洋和印度洋來的季風影響。年

降水量為250‒500mm，年際変化大。降雨基本上集中在７月和８月的両個月，其間的数次降雨是

梺年降水量的大部分。該地帯少雪。強風頻繁，幹燥加上強風，容易發生風食現象。而且幹旱、洪

水、雹害、沙塵、霜凍等気象災害頻繁發生。
・社会経済原因有工業、農業、畜牧業基礎相対薄弱。很多工業是資源立地型，掠奪性地使用資源。

工業生産値梺 GNP 地比重小，農業谷物生産量低而且不穏定。畜牧業也因家畜数量過多，有時超

過界限値２倍。而且這一帯回族和蒙古族混居、人口密度和出生率都很高。教育、科学技術、文化、
衛生、社会保障方面比較落后。作為國家政策該地帯上正在推進両個突破難関的計壤。一個是根絶

文盲、一個是普及９年義務教育。
・現在，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都很重視農牧交錯地帯的問題。國家科学技術部于2000年開始了 “草

地與農牧交錯帯生態係統重建機理及優化生態─生産範式” 的研究工程。該項目旨在実現如下的目

標。将該地区的生態学的生産習慣和方法改変成與至今不同的 “大面積圦生態、小面積圦生産” 的

方式。譲天然草原生態係統休養生息，發揮自然景観和生物多様性保護的功能。峇一方面創造高産

優質的人工草地，建立以畜牧業為基礎的新産業。把自然放牧逐漸転変成捨飼畜牧，建立以捨飼畜

牧業為基礎的新産業。由于存在水不足的問題，調整該地区生産用水和生態用水的比例。

 （榧根勇　執筆，高娜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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