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中国草业是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学科与产业，在

历史的长河中，草业由原始的草原狩猎业、传统的草原

游牧业、近代的草地畜牧业，到现代的草地农业，路漫

漫其修远兮。草业是以草为基础进行生产、加工、经

营、保护、管理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型产业，承担着生

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功能[1]。因此，它是现代农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本身

以农业科学理论为基础，又与生态学、自然地理学、环

境科学和社会经济学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

学科领域[2-3]。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农业科

学的发展，草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已发展成为一个

极具活力的朝阳产业；草学学科也相应地不断发展，学

科内涵不断拓展，架构日臻完善，已成为目前农业科学

中最为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

1 现代草业的历史沿革

中国现代草业的界定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

后，中国近代草地畜牧业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草业

更新了概念，注入了新的生机和理念，草业发展掀开了

新的一页。纵观中国现代草业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到

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是现代草业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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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979—1999年），从改革开放到 21世纪初，是现代

草业的创立阶段；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是新时期草

牧业发展阶段。

1.1 现代草业的创立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是新

中国现代草业初立基业的重要时期，也是草业历尽沧

桑，艰难前进的阶段。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

处于恢复时期，草地的开发规划和草地畜牧业生产受

到新政府的重视，以草原学牧草学为主要内容草业科

学研究逐步展开。该阶段草业发展的标志：①1962年

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的召开是草地建设的新起

点；②文化大革命期间，草原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

响；③1975年全国畜牧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开始认识

并形成草地建设与粮食安全的协同理念，草业开始从

草种引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草地改良等基础工作

抓起，这是中国现代草业的创立阶段。

1.2 现代草业的发展阶段

始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21世纪之初，该阶段

草业发展的重大标志：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及

一系列配套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中国草原管理

利用有法可依；②实行草畜双承包，摆脱了传统粗放的

生产经营方式，解决了草原地区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

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精英提出了“立草为业”的新

概念，是草业从依附于畜牧业的传统理念走向独立产

业和主导产业的开始。这个阶段的特点表现在草业彻

底摆脱游牧经济的封闭式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生产加

工经营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产业化进程加速，市场化特

征突出，草业门类体系不断扩大完善，技术创新需求日

益加强，这是现代草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1.3 新时期草牧业的提升阶段

新时期草业是在过去 50年草业发展的基础上形

成的，其内涵由以经营草地畜牧业生产开始想生态、生

产并重，以生态优先的新型草业转变，其重要标志是：

①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修改通过与推

行，为实施草原禁牧休牧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②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2］19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个

专门针对草原工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③实施了“退耕

还草”、“退牧还草”、天然草原保护建设和草原生态奖

补等一批重大草原生态工程项目，标志着草业的新定

位；④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国策，草原生态文

明受到空前重视；2015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草牧

业”概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产

业的关键环节。这一时期草业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草

原特色产业涌现，产业投入加大，草业的产业规模和集

约化程度提高，草产品走向市场流通，草业管理和经营

标准日趋完善，生态服务功能逐渐深化，这是新时期现

代草业功能提升的重要阶段。

2 草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草学，是以草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交叉

性的新兴一级学科，即利用各种已有的基础和专业学

科的理论与技术来研究一切与草有关的本质与现象，

最终形成一套系统地研究草资源自身、草与生态环境

以及草与人类活动的学科。简而言之，草学就是一门

研究草与草地资源的特征、发生与发展规律、生态与生

产功能、保护与持续利用的理论与技术的自然科学。

草学是草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草学是随着人们对草与草地的生产生态功能的不

断认识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早在几千年前，亚洲和非

洲天然草原的公用家畜放牧开始有了草原管理的实

践。公元前 11—6世纪，中国《诗经》中就有大量的草

及羊、鹿等相关记载，公元前750年英国开始有草原干

草生产。牧草、作物的干草生产描述可以追溯至公元

后 50年[4]。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极大地受草原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人类文明肇始于草原[4]。

现代意义的草学产生在 20世纪 20年代。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

展家畜生产，特别是西方国家将重点转向草地畜牧

业。这时以农学、动物饲养学、动物放牧饲养学为基

础，形成了草原科学的雏形。20世纪 20—40年代，提

出土壤—草—动物三位一体和草原资源植物地形学分

类的学术观点，草原科学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论，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建立。20世纪40年代中期—70

年代，草原科学随着现代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分析

测试技术的发展，不断形成了草原演替理论、草地资源

类型学和草地资源分区理论、草原放牧制度理论等，这

是草原科学的快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在草原

科学基础上，强化草地资源的生态功能和产品加工流

通等发展成为草学的学科内容，主要内容涉及草业生

产过程的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和社会因子相互作用

的生态与生产系统，逐渐形成了草业科学。

草学的概念源于草地科学，而后者又是在草原学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草原学、草地科学到草学，这

一概念与学科的建立反映了对以草与草地研究对象或

范围的不断扩展，也说明对草与草地功能的更广泛认

识，同时，还表明有关草与草地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

的发展与成熟。从最早农学中的饲料学，逐步形成畜

牧学科的草原科学二级学科，进而伴随着草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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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草业科学，由于草业经济和功能得到更多的认

可，形成今天草学一级学科。现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和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草学的进步，

为草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草业日益向

安全、高效、集约的方向发展，草业经济和功能得到人

们的认可，草学学科逐步成熟壮大，与畜牧学科分离，

发展为一级学科—草学。

草学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体现在它不仅是一门包含

理科、工科的自然科学，也涉及到人类经济、社会和政

治的人文科学；同时，不仅利用多种学科理论与技术，

且与多种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

的新兴前沿理论与技术，如草地生态学、草地资源学、

草地类型学、草地营养学、草地调查与规划学、草原资

源分区学以及牧草与草坪草资源学、育种学、栽培学等

等，并且在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应用中更新发展，如与

网络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交融形成的草原3S技术监

测与评价、草原资源数据库与信息网络，牧草的生物技

术工程、转基因工程等等，逐步推动草学的不断发展
[3]。

1998年 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

业目录》，草学专业保留并被晋升为本科一级学科，名

称为草业科学；2011年，在农学学科门类中新增了草

学一级学科。迄今为止，中国已有40多所高等院校设

立了草业科学专业，近 60家草业科学机构招收研究

生，在校学生总数逾 5000人。拥有“中等专业—专科

—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学科教育体系，

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草业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国

家。在学科建设上，创新地以草地农业系统与系统耦

合理论为指导，形成了草地资源管理学、草类植物遗传

育种与栽培系统学、草坪绿地与景观设计和草地保护

学四个相对成熟和独立的二级学科。草学将以可持续

发展为宗旨，以引进吸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新技术、新方法为手段，将产学研有机结合，推动学科

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3 草业科技发展现状与辉煌成就

3.1 研究脉络与现状

建国以前，中国关于草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对草

原自然现象的感知，即感性认识阶段，关于其内在规律

和系统整体，深入的基础性研究甚少，这时期中国草业

科技与教育思想主要受欧美影响较多。新中国成立以

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和科技进步，草原与草业的基

础性研究逐渐受人们所重视。20世纪50—60年代，随

着国土资源调查与清理，草原资源和草原类型学成为

当时草业研究的主流，这个时期主要以学习和引进前

苏联的草原经营学思想为主。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

家经济建设和畜牧业生产发展需要，草原培育改良科

学及其利用技术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进入 20世纪

80年代，由于全球人口、资源、资源等生态问题的日益

突出，草原生态系统研究成为热点，包括草原生态系统

的结构、功能、生产力、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及评

价，以及草地农业系统的探索。受到各方面的广泛重

视。进入 21世纪，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温

室气体、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的进一步关注，草业领域逐渐接轨并融入其中，上述与

之相关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6]。近年来，以供给侧为

指导思想的草业产业化研究方兴未艾，草牧业的提出

将推动整个草业科学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

3.2 辉煌成就

3.2.1 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草为业”概念 1982

年，在第二次全国草原学术会上郎业广先生发表了“论

中国草业科学”署名文章，这是见诸报端的第一次使用

“草业”概念。其后不久，钱学森和任继周先生等一批

老科学家高瞻远瞩地提出“立草为业”，创立了以系统

工程思想为主导，发展知识密集型草业的新型草业科

学理论。明确指出：草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它

以草原为基础，让太阳光合成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草，再

以草为原料发展畜牧业及其他产业。这一概念的提出

具有划时代概念，不但为立草为业，发展草产业奠定了

基础，也为草业与草业科学的发展及方法论的确定指

明了方向。

3.2.2 创立了草原类型学理论，完成了全国草地资源调

查与评价 草原类型理论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草

原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依据草原发生与发展的

规律，将草原的自然与经济特征加以抽象类比，按本质

的区别与内在联系，揭示草原的发生学联系与各自特

征，为正确认识、合理保护和科学利用草原提供依据
[4]。最为著名的是贾慎修先生于1980年提出的依据草

地植被特征和生境因素，划分草类型的“植被-生境分

类法”，提出了类（亚类）、组、型（亚型和变型）三级分类

系统，首次将中国草地划分为 18类、134组和 814型，

成果被中国第一次草地资源调查使用，并汇编入后来

出版的《中国草地资源》中。任继周和胡自治先生以草

原气候-土地-植被特征为依据，创立了科学的“草原综

合顺序分类法”可以直观地体现地带性和发生学的关

系，方便检索。此外祝廷成、姜恕、章祖同、徐鹏、李博、

梁祖铎、苏大学等先生对中国草地类型的研究与划分

都做了大量工作。上述研究成果支撑了中国第一次草

原资源调查，对中国草原保护与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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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3.2.3 牧草品种选育与种植区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开始重视牧草资源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开展了野

生牧草和国外优良牧草的引种驯化工作，培育优质高

产饲草饲料作物新品种，培育出了‘老芒麦’、‘杂花苜

蓿’（‘草原1号’、‘草原2号’）、‘公农1号苜蓿’、‘吉草

1号’（‘羊草’）、‘中苜’、‘冰草’等70多种优良牧草品

种。育种方法和手段也有了长足进步，现代生物技术，

特别是转基因技术与传统选育相结合，使中国的牧草

育种工作计入了一个全新阶段[1]。20世纪 80年代，原

农业部副部长洪紱曾先生组织业内编写了《全国栽培

牧草区域规划》，为牧草栽培、草地恢复与重建、人工草

地建设及农业三原结构调整中选择适当的牧草种与品

种，避免了盲目引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该规划一直是

指导草原建设管理的重要文件[6]。

3.2.4 草地农业理论与现代草产业 20世纪80年代，中

国草业先驱任继周院士率先提出“草地农业”思想，这

是对现代农业结构改革和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在此

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草业界面理论，阐明“3个界

面和4个生产层”的草业架构，使草业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得到完善和拓展，为现代草产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

基础。中国的草产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涵盖了

草地生态旅游业、草地畜牧业、草畜产品加工业、草坪

业、牧草种业等一系列产业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理

论的指导下，催生了国家草牧业发展战略，目前已成为

一个朝阳产业，一个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部

门，而且产业地位正在不断提升。

4 中国草业科学的未来

中国草原面积近 4亿 hm2[2]，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五分之二，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作为国民经济发

展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草业发展有利于防风固沙、

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等，有利于提高生物多

样性，有利于优化经济环境，对促进国民经济不断发展

和构建陆地生态系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5]。近年

来，中国的草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草原法律

制度不断完善，草原执法监督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

“草原生态补奖”等重大政策相继实施，投入力度之大、

惠牧范围之广、受益牧民之多前所未有。草原畜牧业

转型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复制的

草牧业发展新模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37次

会议上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这一重要论断是对草原生态地位认识的新突破，

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对推进新时期草业

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2008年，“国际草原大会(IRC)”和“国际草地大会

(IGC)”两个国际草地组织首次联袂在中国呼和浩特市

召开会议，标志着中国的草业科学得到了显著提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草业已从单纯的草原畜牧业，逐步

发展成为涵盖资源与生态保护、草地畜牧业、草地农

业、城乡绿化、草业科技教育，以及草产品生产、经营等

多领域的新兴产业。但总的看来，无论从草产业还是

草业科学水平，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迎头赶上尚需时日。未来的中国草业应该

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抓住生态文明建设和现

代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以农业供给侧为指导，保

护草原生态，发展种养结合的现代草牧业。在学科建

设与发展方面，要积极主动地汲取农业科学和其他学

科先进经验成果，在努力推动草业科技进步和创新的

同时，加强产学研结合，不断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加

大人才力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草业科学一

定会取得辉煌成就，并以崭新雄姿屹立于世界诸学科

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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