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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huanbao/28843928843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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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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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共中央在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用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重点之一。

        1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工程项目

        1.1退牧还草工程

2003年国务院决定对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甘肃、四川、西
藏、宁夏、云南8个省（区）启动退牧还草工程，2015年，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从原有的
8个省（区）扩大到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贵州在内的13个省（区）。2003－20
15年国家财政累计对退牧还草工程投入了235.7亿元。退牧还草工程主要是通过禁牧休牧、
播种草籽、划分轮牧区、建设围栏、建设人工饲草基地等措施进行草原生态恢复建设。工程
的实施有效控制了西部天然草原退化形势，天然草原被破坏的生态区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
复；促进了草原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和草原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促进了工程实施区畜牧
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牧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草原生态和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成效显
著。

        1.2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2000年6月，京津风沙源治理展开试点工程，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工程的全面
建设实施。工程主要通过对现有植被的保护、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退耕还林、
草地治理等生物措施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措施，达到防沙固土、建立北方生态保护屏障
的目标，从而减轻风沙天气和沙尘暴天气对京津地区的危害。工程区涉及北京、天津、内蒙
古、山西、河北5个省（区、直辖市）的75个县（旗），从内蒙古西边的达茂旗至内蒙古东
边的阿鲁科沁旗，南起山西的代县至内蒙古北边的东乌珠穆沁旗，总投资560亿元之多。

2012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2013－2022年）》，决
定实施为期10年的二期工程。工程区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直辖
市）的75个县（旗）增加到包括陕西在内6个省（区、直辖市）的138个县（旗），总投资
达877.92亿元。

        1.3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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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西南岩溶地区石漠化草地治理试点工程在贵州、云南两省实施，岩溶地区草地
治理主要运用改良草地、围栏封育、栽培草地等工程措施，截至201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
入5.31亿元，工程对石漠化草地治理达到42.67万hm2，西南岩溶地区草地生态环境恶化的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1.4草原自然保护区建设

建立草原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草原生态和草原动植物资源、维持草原的生物多样性等
有重要意义。在实施期内，将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
护支撑体系三大类建设项目，以减少和转移生态负荷，恢复和提高生态容量，达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2007年12月《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一期项目
》正式启动，2013年启动了第2期项目。其中游牧民定居工程是《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
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最大的一个子项目，工程自2008年启动以来，目前目标任
务已基本完成。

        1.7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国家从2011年开始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云南8个主要省（区）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以保护草原生态恢
复，促进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增加牧民收入。2012年实施范围从8个主要省（区）扩大到
黑龙江、山西、辽宁、吉林、河北5个非主要牧区省及黑龙江农垦总局，政策涉及了全国26
8个牧区半牧区县（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主要是通过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生
产补贴、绩效考核奖励等措施来实施。

        2我国草原生态保护现状

        2.1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总体增加，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明显下降

我国天然草原理论载畜量从2006年的23161.00万羊单位增加至2015年的25579.20万羊
单位，增加了10%左右，增长比较缓慢，而且2014－2015年出现了小幅下降（表1）。这表
明全国草原生态和生产力恢复仍较缓慢，依然要强化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监管，不可松懈。六
大牧区省份及全国重点天然草场平均牲畜超载率从2006年的34.00%降低到2015年的13.50
%，减少了20.5个百分点。

        2.2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天然草原产草量总体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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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2011年的51.00%增加到2013年的54.20%，2014年为53.60%
，略有下降，2015年开始回升，表明相关工程项目以及政策初见成效，但也可以看出我国
草原生态仍然很脆弱，需要持续巩固和保护（表1）。全国天然草原鲜草产量由2006年的94
313.00万t增加到2015年的102805.65万t，增加了9.00%；全国天然草原干草产量由2006年
的29587.00万t增加到2015年的31734.30万t，增加了7.26%。

        2.3草原违法案件发案数量略有下降，但草原违法案件破坏草原面积仍未有明显减少

自2009年全国天然草原监测报告有相关数据以来，草原违法案件数量从2009年的2700
0起下降到2015年的17020起。但草原违法案件破坏的草原面积没有明显减少，变动明显，2
010年为1.56万hm2，到2014年达到2.09万hm2，2015年明显有所下降。买卖或者非法流转
草原事件仍有发生，2014年买卖或者非法流转草原面积2.9万hm2。这表明需要狠抓草原违
法大案要案的查处，要进一步提高草原执法监管能力。

        2.4草原鼠害面积仍比较严重，虫害危害面积有所下降

草原鼠害面积从2006年的3947.00万hm2下降到2008年的3675.80万hm2，2009年出现
了反弹，高达4087.20万hm2，之后又呈下降趋势，2015年下降到2908.40万hm2，鼠害面
积仍比较严重。草原虫害面积从2006年的1683.00万hm2上升到2008年的2700.70万hm2，
但从2008年开始下降，2015年下降到1254.70万hm2，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3对策建议

        3.1整合现有工程项目，推进草原生态治理

我国现有的相关工程项目以及政策主要有退牧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西南
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
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等。通过对各个工程项目的组织和协调，
把工程项目自身内部彼此相关但彼此分离的资源和技术和一部分参与共同使命又拥有独立工
程目标的工程项目整合为一个相互联系、协调合作、资源技术信息共享的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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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宣传力度

一是强化草原防火减灾的宣传教育，提高牧民草原防火意识；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
农牧民的宣传教育力度，比如派遣草原监理执法人员通过集中讲课、发放通俗易懂的宣传资
料等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二是严厉查处各类草原非法活动，走村入户解决草原纠纷，就广
大牧民所关注的征占用草原、临时占用草原、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等问题进行详细耐心的解答
宣传。三是坚持依法护草、管草和治草，保护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

        3.3重视对现有工程项目的实施监管

为了促进重点工程项目廉洁、高质高效的完成，增强对工程项目整体的管控能力；解
决工程建设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调整完善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查处相关违纪违规案件，预防
在工程项目中的腐败行为，对工程项目实施监管很有必要。

对工程项目的监管，尤其是对工程项目资金的监管是最必要的。如资金是否按照工程
计划和工程进度合理使用；资金是否专款专用，用途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它用、截留，是
否存在不合理、不科学、浪费等现象。同时监督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和生产效能情况，各工程
项目主要建设单位与其下属单位是否按照工程项目的规定和计划推进工程进度，把工作任务
具体的落到实处；工程项目的监督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相关生产建设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具体监管措施：一是听取汇报，听取工程项目主要负责单位对工程项目规划和建设进
度的详细汇报，以及在工程项目的实施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二是现场检查和抽查，结合
相关部门进行突袭式的检查，对重点建设项目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严格检查；三是查阅账户
，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要进行严格的查阅，监管单位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要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做到心中有数，以增强对工程项目的管控能力。

3.4加大草原监管查处力度增强草原执法能力，强化草原监管和查处力度，以促进草原
违法违规查处水平及打击草原生态违法犯罪行为的工作能力。一是全面落实草原保护制度，
让草原保护在严格的制度要求下进行。二是调整和创新草原生态保护的执法方式，实现执法
方式的多样性多元性。三是加强对农牧民草原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草原保护法走进千家
万户。四是把草原违法案件的一些大案要案的典型案件向社会通报，让社会更直观全面的认
识这些违法案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同时起到威慑作用。

3.5科学合理规划草原突发灾害应急预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草原突发灾害给人民生命
财产和草原生态造成的损失，制定科学、全面、及时、高效的草原突发灾害应急预案很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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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是加强草原各种灾害情况的监测预报，在这基础上建立反应快速，科学有效的应急预
案，并建立确保这些预案迅速、及时有效实施的管理制度。二是本着科学高效地预测和处置
灾害的原则，运用先进的防灾减灾管理经验和技术制定预案。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放在首位，争取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3.6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传统畜牧业的转型升级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以“科技为
先导”的农业发展新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2015年，中央
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发展生态草牧业的新理念。这些政策表明，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态草业
是未来我国草牧业的发展趋势。

一是探索适宜于牧区特点的生态保护与草业发展新模式，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草牧业发
展，提升牧区牧业生产效率；二是科学配置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建立集约化栽培草
地，提高优质饲草产量，进而对天然草地进行保护、恢复和适度利用，提升天然草原的生态
功能；三是提高区域调配草料能力，牧户在草地畜牧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中要草畜调控相结合
；四是积极发展草原环境友好型的替代产业，科学的开发草原自然资源潜力，发展草原文化
观光、草原生态旅游业。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战略分析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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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生态保护行业布局规划
3.1.4生态保护行业企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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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生态保护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中国GDP增长情况
3.2.2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3生态保护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3.1生态保护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3.3.2生态保护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3.3.3生态保护行业热门专利技术分析
3.4生态保护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3.4.1生态保护行业消费态度调查
3.4.2生态保护行业消费驱动分析
3.4.3生态保护行业消费需求特点
3.4.4生态保护行业消费群体分析
3.4.5生态保护行业消费行为分析
3.4.6生态保护行业消费关注点分析
3.4.7生态保护行业消费区域分布

第四章：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4.1生态保护行业发展概况
4.1.1生态保护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4.1.2生态保护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4.1.3生态保护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4.2生态保护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4.2.1生态保护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4.2.2生态保护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4.2.3生态保护行业整体供需平衡分析
4.2.4主要省市供需平衡分析
4.3生态保护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4.3.1生态保护行业产销能力分析
4.3.2生态保护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4.3.3生态保护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4.3.4生态保护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3.5生态保护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4.4生态保护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4.4.1生态保护行业进出口综述
4.4.2生态保护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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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生态保护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4.4.4生态保护行业进出口前景预测

第五章：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5.1生态保护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5.1.1生态保护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5.1.2生态保护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5.1.3生态保护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5.2生态保护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5.2.1生态保护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5.2.2生态保护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5.2.3生态保护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5.2.4生态保护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5.2.5生态保护行业行业内部竞争
5.3生态保护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5.3.1赤峰玉龙沙湖生态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2宁国市万家林业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3昆山市傀儡湖水源生态保护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4内蒙古新拓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5天津宁浩生态保护投资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4生态保护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5.4.1投资兼并重组现状
5.4.2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第六章：中国生态保护行业重点区域市场竞争力分析
6.1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区域市场概况
6.1.1生态保护行业产值分布情况
6.1.2生态保护行业市场分布情况
6.1.3生态保护行业利润分布情况
6.2华东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2.1上海市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2.2江苏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2.3山东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2.4浙江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2.5安徽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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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福建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3华南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3.1广东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3.2广西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3.3海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4华中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4.1湖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4.2湖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4.3河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5华北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5.1北京市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5.2山西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5.3天津市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5.4河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6东北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6.1辽宁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6.2吉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6.3黑龙江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7西南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7.1重庆市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7.2川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7.3云南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8西北地区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8.1陕西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8.2新疆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6.8.3甘肃省生态保护行业需求分析

第七章：中国生态保护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1生态保护行业竞争对手发展总状
7.1.1企业整体排名
7.1.2生态保护行业销售收入状况
7.1.3生态保护行业资产总额状况
7.1.4生态保护行业利润总额状况
7.2生态保护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2.1赤峰玉龙沙湖生态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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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2宁国市万家林业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3昆山市傀儡湖水源生态保护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4内蒙古新拓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5天津宁浩生态保护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6青海西地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7诸城市南湖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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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和投融资分析
8.1中国生态保护行业发展趋势
8.1.1生态保护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8.1.2生态保护行业产品结构预测
8.1.3生态保护行业企业数量预测
8.2生态保护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8.2.1生态保护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生态保护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8.3生态保护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8.3.1生态保护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8.3.2生态保护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8.3.3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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