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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20年历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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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陕西 西安710021) 

摘 要：20年来，我国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沙棘资源面积增加了一倍，凸现了 

。突破口，微应，加快了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加工利用形成了新的产业，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了 

重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不可避免地具有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属性。采用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行为指标和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专利数量来分析2O年 

的发展历程，将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2O年的历程划分为宣传发动阶段、全面突破阶段和市场引导阶段。2O年的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从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到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达到了 

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潮流，顺应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了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沙棘；开发利用；历程 

中图分类号；$793．_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05)02—0001一O5 

1 前 言 

50多年来，我国为了治理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 

流失，为了促进老少边贫地区的经济发展，示范推广 

了大量的植物品种，但多数没有形成规模，没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能够推广到全国，持续20年的发展，产 

生巨大生态和经济效益，甚至在世界产生影响的，除 

了沙棘，绝无仅有。以下对20年的沙棘资源开发利 

用历程做一简要分析，剖析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的轨迹，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20年来，我国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巨大成就——沙棘资源面积增加了一倍，加 

工利用形成了新的产业，沙棘知名度大大提高，在大 

部分省区获得认可；凸现“突破口”效应，加快了黄土 

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在西部大开发 

中得到了重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促进环境保 

护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0年的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在国家改革开 

放持续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经历了政府机构改革、加入 

WTO、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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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治理沙尘暴等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事 

件。因此，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不仅遵循着“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波浪前进，曲折发展”的规律，而且 

不可避免地具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属性。 

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成立机构、召开大型会议 

等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政府行为；专利制度的建立则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为此，采用反映计划经济体 

制的政府行为指标和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专利数量 

来分析20年的发展历程。 

2 2O年发展历程总述 

统计1985~2004年国家、流域机构、省区成立 

沙棘组织协调机构、召开全国沙棘工作会议、现场会 

议、产品展示会议、学术会议；沙棘专业委员会会议； 

流域沙棘(培训、工作)会议；国内召开的国际沙棘会 

议和组团出国培训考察、接待国外政府(国际组织) 

考察团等反映政府行为的资料，以该年度发生这些 

事件的次数，做出图1。 

从图1看出，20年来，反映政府行为事件的数 

量不仅波动较大，而且呈下降趋势。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政府行为减少的数量是年数(1、2⋯⋯ 

2o)的负的o．26倍。其中1986年成立机构、召开会 

议等反映政府行为的事件达12起，是20年中最多 

的一年，1987年为11起，数量为第二，1986和1987 

年政府行为事件占20年总量的24 。在我国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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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政府行为极 

大地促进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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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年度政府行为次数统计 

2O世纪末期以来，全国性的会议大幅度减少， 

涉及加工利用的全国会议几乎没有。其中2004年一 

次会议也没有召开。全国性会议的减少，从一个方面 

反映了计划经济政府行为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中的 

逐渐淡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逐 

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因此也对沙棘资源开 

发利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专利制度作为市场经济 

体制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 

特点，因此沙棘专利的数量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沙棘 

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经济属性，同时也反映了沙棘 

资源开发利用的状况，作者统计了1985~2003年的 

沙棘专利数量(因检索专利资料时，2004年的沙棘 

专利没有全部公布，因此本文没有采用2004年的沙 

棘专利数量数据，避免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从图 

2可以看出，沙棘专利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993 

年和2000年显现出两个高峰，其中2000年的专利 

数量达到37项，包括软硬饮料、食品、化妆品、保健 

品、药物、生产工艺设备，以及产品包装等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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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沙棘专利统计 

采用回归方法，进一步分析沙棘专利的变化趋 

势，发现，沙棘专利数量的变化呈指数增加趋势，而 

且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的市场经济属性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推动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 

综合以上图1和图2，做出图3 从图3可以看 

出，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2O年来在国家政治、经 

济，以及自然气候的影响下，不断波动、起伏，甚至大 

起大落。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做出发展趋势线，可以 

看出，近2O年的历程从总体上仍然呈现出持续发展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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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总体发展趋势 

3 2O年发展历程分阶段论述 

根据以上计划经济政府行为和市场经济专利技 

术的增减变化过程，结合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 

可以将2o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宣传发动 

阶段，全面突破阶段，市场引导阶段。 

3．1 宣传发动阶段(1985～1988年) 

1985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时任水电部部长 

的钱正英同志向中央提交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 

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个突破口》的报告，得到了中 

央领导的支持，其后时任水电部中国水利实业开发 

总公司总经理的钮茂生同志携带钱正英部长的亲笔 

信，前往山西、陕西、辽宁、河北、甘肃、宁夏、内蒙古 

等省区调查了解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1986年 

有关流域机构和省区分别成立了沙棘办公室，推动 

各地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在强大的政府行为推动下， 

1986年全国建立加工利用企业9o多家，年加工能 

力达到44 900 t；完成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初步查清 

了资源状况。同年9月由水电部、林业部和山西省联 

合召开了全国沙棘开发利用经验交流会，原水电部、 

林业部、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国家医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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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体委、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和山西、陕 

西、甘肃、内蒙古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专 

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的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交流了经验，互通了信息，明确了方向，坚定了 

信心，对促进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在此基础上，1987年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和有 

关单位联合召开了6次不同类型的全国性会议，分 

别是：3月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和中国工商经济开 

发公司在北京举办的沙棘产品贸易洽谈会、3月全 

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和国际商场在天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5月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和国家科委在青岛 

召开的沙棘综合利用新技术推广会、1O月全国沙棘 

协调办公室和林业部造林经营司、水电部中国水利 

实业开发总公司在建平召开的沙棘资源现场会、12 

月在陕西杨陵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沙棘科研学术会 

议、12月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轻工部、水电部、林 

业部联合召开的第二次沙棘产品质量评议会。这些 

会议从组织领导、资源建设、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科 

学研究和宣传推广等方面宣传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的成果，推动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宣传发动，各地创办了以生产饮 

料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加工厂近100家；黄河水利委 

员会沙棘办公室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选择1 6 

个县(旗)开展了沙棘资源建设试点工作；1988年世 

界第一份沙棘专业杂志——《沙棘》在中国诞生。 

1988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沙棘专业委员会常 

委扩大会议，会议对两年来的沙棘开发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认为沙棘开发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开，开发 

内容逐渐深化，资源建设已被各界重视，科研与生产 

结合初见成效；钱正英同志提出的以开发沙棘作为 

治理黄土高原突破口的建议正在实现；全国沙棘资 

源开发利用在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支 

持下，经过短短两年的宣传发动，达到了开发利用的 

高潮。 

3．2 全面突破阶段(1989"---1998年) 

3．2．1 1989年，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改革方 

针调整的影响下，市场出现疲软，一些产品销售减 

少，影响了沙棘的开发利用。 

1990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召开沙棘专业委员 

会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沙棘开发利用形势，讨 

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研究了如何提高 

沙棘开发的经济效益，确定了下一步宏观指导思想， 

提出了“八五”期间的开发利用战略决策。1990年12 

月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沙棘开发利用 

工作会议。这是在我国沙棘开发利用事业由起步阶 

段转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钮茂生同志在会上做了“为国 

分忧，为民造福，大力发展沙棘事业”的工作报告。表 

彰了“七五”期间在沙棘开发利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会议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许 

多问题和困难，但问题和机遇同在，困难和希望并 

存，只要坚定信念，持之以恒，积极工作，踏实稳步地 

向前发展，沙棘开发利用事业就一定会取得更大成 

绩。本次会议为使沙棘开发利用事业走出低谷，健康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2年在以沙棘油为 

龙头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方面突破性的进展， 

1993年下半年沙棘资源建设和加工利用获得了新 

的活力，发展速度显著加快：沙棘种植区域得到扩 

大，新建和成立了一批加工销售企业，开发了一些适 

销对路的新产品。呈现出第二次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高潮。 

3．2．2 从1 989年开始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进入全面突破阶段，其主要标志是：资源建设蓬勃发 

展，加工利用产销两旺，科学研究硕果累累，国际交 

流成效显著。在沙棘资源建设方面，黄委沙棘办公室 

实施的沙棘治理砒砂岩工程获得成功，1993年水利 

部在东胜市召开了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宣传推广 

沙棘治理砒砂岩的成果。1995年5月在西安成立了 

“全国沙棘资源基地建设联谊会”。1997年7月 

UNDP援助中国沙棘开发项目在北京启动。1997年 

1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与玻利维亚经济发展 

部签署沙棘种植合作备忘录。在总结沙棘治理砒砂 

岩成果的基础上，1998年9月国家计委立项的“晋 

陕蒙砒砂岩沙棘生态工程”正式启动。 

在此期间，统计全国沙棘种植面积达到每年6．7 

万hm。，其中黄土高原地区年统计种植面积 5万 

hm2以上，占同期黄土高原年代水土保持造林面积 

的1O 左右；涌现出一批以种植沙棘加快治理水土 

流失的典型。资源建设初现“突破口”效应。 

在加工利用与市场开拓方面，加工企业数量剧 

增，生产企业遍布全国；产品种类增加，产量上升，质 

量提高，加工层次深化；市场迅速扩大，沙棘产品广 

为人知，一些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国际市场得 

到开拓，产品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加工效应显 

著提高。 

1992年在社会各界、国内各类刊物对沙棘油药 

用效果宣传力度加大，特别是《人民日报》等报刊的 

宣传，使全社会提高了对沙棘油医疗保健作用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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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使沙棘油市场得到迅速开拓。沙棘油的2n-c_从上 

半年的每公斤i00多元还卖不出去，到下半年每公 

斤零售价超过500元还供不应求。从此以后，虽然沙 

棘油的价格几经变化，有所降低，但至今仍保持在较 

高的价位。在沙棘油高价格的刺激下，沙棘油生产得 

到各地企业的重视，使沙棘油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 

和加工生产得到较大的促进。1992年出现的第二次 

开发利用高潮就是在以沙棘油为龙头的产品开发和 

市场开拓方面产生突破的形势下形成的。 

为了规范沙棘油和其他沙棘产品的生产，1994 

年6月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发布了沙棘籽油(HB／ 

QS002—94)和沙棘果油(HB／QS001—94)全国行业标 

准。1995年3月水利部批准成立全国沙棘产品检测 

中心。1995年12月全国沙棘企业联谊会在京成立 

并召开了第一次年会。 

在科学研究方面，完成了全国性沙棘资源普查， 

掌握了我国沙棘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沙棘属 

植物新分类体系，得到国际沙棘界的认可；选育出中 

国第一代经过改良的沙棘品种，建立了中国沙棘引 

种、选种、育种和良种繁育体系；以治理严重水土流 

失为目的，大面积种植人工沙棘林，成套技术取得实 

质性进展，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大面积种植沙棘获得 

成功；对沙棘属植物生理生化特征特性有了进一步 

认识，以沙棘药用有效成分为主要原料的医药保健 

品研制有了长足发展。 

在沙棘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最主要的成果是沙 

棘良种选育。该研究成果为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了最高国 

家奖励。1986年黄委天水水保站开始沙棘的引种和 

育种工作。1988年黄委沙棘办在黄河中游地区扩大 

对产自新疆的中亚沙棘(蒙古沙棘)的引种区域。 

1991年黄委沙棘办与中国林业科学院协作，在黄河 

中游地区选择东胜、离石、磴口、西峰、绥德、永寿等 

试验点，开展沙棘良种选育研究，1995年沙棘育种 

课题在北京通过林业部组织的鉴定，认为该成果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在辽宁阜新、陕西永寿、 

内蒙古东胜等地的育种研究也先后完成并通过了鉴 

定。这些研究项目培育出沙棘良种13个，包括以采 

果为主的经济型品种，以园林绿化为主的观赏型品 

种，以放牧和草原改良为主的生态经济型品种，以保 

持水土为主的生态型品种。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园艺 

研究所 1994--~1997年完成了国家外专局下达的引 

进俄罗斯大果沙棘良种及技术项目，其引进俄罗斯 

大果沙棘优良品种38个。1997年沙棘遗传改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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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 998年该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等奖。至此，历经十年的我国第 
一 代沙棘良种选育工作以显赫的成果完成。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1989年1O月首届国 

际沙棘学术交流会议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提出了 

建立国际沙棘研究培训中心的倡议。1991年联合 

国资助青海“妇女参与发展”项目开发沙棘取得进 

展。1993年我国组织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参加 

在俄罗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进一 

步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成 

就，为确立中国在世界沙棘开发中的主导地位奠定 

了基础。 

1995年在中国召开国际沙棘研讨会，与会各国 

专家一致同意在中国北京成立国际沙棘研究培训中 

心，并签署了在中国北京成立国际沙棘研究培训中 

心、促进国际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北京宣言》。《北 

京宣言》肯定了中国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成 

就，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沙棘界的主导地位。 

1998年联合国开发署援助“中国沙棘开发”项 

目投入实施，该项目主要包括三部分：提高沙棘研究 

示范和培训的能力；增强农户的沙棘种植和开发的 

能力；提高组织、协调及研究管理的能力。通过项目 

的实施，增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诸如加拿大、芬兰、 

俄罗斯等国的交流与合作。 

3．3 市场引导阶段(1999年以后) 

3．3．1 随着又一轮政府机构的改革，1998年 

以后，各级各地沙棘办公室先后停止活动，1997年5 

月中编办批准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更名为水利部沙 

棘开发管理中心，成为水利部正式的事业单位，政府 

职能淡化，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政府行为减弱，与此 

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 

的大背景下，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不断发 

育，继续推动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 

3．3．2 1999年以来6年批准沙棘专利 139 

项，占2O年专利数量的54．3 。不仅沙棘加工产 

品、技术、设备申报专利，而且沙棘资源建设的技术 

也申报专利。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2002 

年发明了构建沙棘联合共生体方法，该发明2004年 

1月7日公开，专利号为02132424。该方法以沙棘为 

宿主植物的VA菌根真菌聚丛球囊霉(G．aggrega- 

tum)与沙棘为宿主植物的弗兰克氏放线菌共同接 

种于沙棘形成沙棘联合共生体。本发明形成的联合 

共生体提高沙棘的抗逆性，增强宿主植物沙棘的适 

应性，能够较好地应用于今后的造林引种、育苗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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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林等生产实践中，尤其是逆境条件下的造林与复 

垦；同时在促进沙棘生长，沙棘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 

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丰富和发展了联合共生理论。 

宁夏银川市蓝天实用技术研究所2002年发明了同 

穴乔灌混交种植方法，该发明2003年6月18日公 

开，专利号为02160200。该方法应用于水土保持、治 

理沙漠和荒山等生态建设，不挤占有效耕地、不需平 

整土地、不需建造灌溉渠系，不用破坏地形地貌及现 

有植被，投资小，见效大。 

3．3．3 在资源建设方面，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 

合、与企业大规模生产相结合，“公司+农户”的模式 

得到推广，资源建设持续发展。水利部沙棘中心实施 

的砒砂岩沙棘种植项目采用这种模式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据该中心负责人介绍，1998年“晋陕蒙砒砂岩 

区沙棘生态工程”启动实施，该项目由沙棘中心作为 

项目法人具体组织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了 

项目法人制、工程承包制和“政府+公司+农户”的 

管理机制。确保种植任务能够放的下，沙棘果实能够 

收的上，为项目的进一步开展积累了经验，打好了基 

础。 

目前有许多沙棘产品加工企业，不仅生产沙棘 

产品，也重视沙棘资源建设。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天骄 

资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以沙棘种植、研究开发及 

沙棘产品生产为主的企业。公司的经营宗旨是大力 

开展沙棘产品，带动沙棘资源建设，走公司加农户的 

路子，实现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改善、企业长足发展， 

即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赢的目标。从 

1996年开始生产天骄牌沙棘醋和开发沙棘产品以 

来，先后获国家三项专利技术．目前已形成沙棘良种 

试验、育苗、种植及沙棘产品开发生产、经营一条龙 

的内蒙古、第二家从事沙棘开发利用的企业。公司在 

距东胜30 krn处建立柴登万亩沙棘原料基地，经过 

建设将形成公司连基地、基地连农户、农户受益于基 

地的大果沙棘样板基地。使其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农 

牧民增收和企业发展的 三赢”模式。 

右玉县通过“封育、天然林改造、人工种植、发展 

人工种植园”四种方法，使全县不同覆盖度的沙棘林 

发展到2万hm。，沙棘基地可产果12 000余t，产籽 

2 100 t。在此基础上，右玉县组建了年产沙棘系列产 

品500 t的绿都食品饮料公司，年利税20多万元。 

同时组建了以沙棘秆为原料，年产值450万元的人 

造板厂。1998年，右玉县和北京汇源集团联营建起 

年产沙棘饮料25 000 t的汇源沙棘饮料公司。目前 

右玉县已经有各类沙棘加工企业十几家，每年为县 

财政增收500多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成 

为全县新的经济增长点。沙棘的生产和加工，一方面 

为下岗职工和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渠道，另一方 

面为广大农民每年平均增收100多元，社会效益逐 

年提高。 

3．3．4 在良种沙棘推广方面，近年来主要通过 

市场行为进行繁殖推广。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沙棘 

良种扦插苗的生产能力达每年上千万株，2003年春 

沙棘良种苗木销售额超过l 000万元。黑龙江、辽 

宁、甘肃等省区依托地理和自然条件优势，年繁殖沙 

棘良种苗木均在200万株左右，成为沙棘良种苗木 

繁殖大省。 

3．3．5 在市场销售方面，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各 

个领域均充分利用有利的市场机制，大力推广销售 

沙棘种苗、沙棘原料、沙棘产品。经调查，我国许多沙 

棘科研、良种繁育、产品加工、设备制造单位和企业 

均通过互联网和各种广告推销产品。据分析，从《沙 

棘》杂志创办到2003年，沙棘广告页数量呈指数趋 

势增加，特别是1999年以后，广告数量大幅度增加 

(图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沙棘产品销售单位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行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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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历年每期沙棘杂志广告页数量统计 

综上所述，20年来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宣传发动、全面突破、市场引 

导等阶段，从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到市场经济发 

展模式，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式，符合“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潮流，顺应了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达到了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实现了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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