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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本文在阐述国家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综述了近年来内蒙古在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中取得的进展

及效果，对生态服务功能基础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剖析了目前和未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中面临的天然生态脆弱、

部分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发展方向、关键技术、政策体系、工程布局和监管能

力五个角度提出了内蒙古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对策建议，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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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内

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

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

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

负起的重大责任。”内蒙古地处祖国正北方，东西相

距 2400 km，南北跨度 1700 km，总面积居全国第三

（118.3 万 km2），养育着 55 个民族共 2500 多万人。作

为我国唯一与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接壤的省级

区域，内蒙古内与 8 省（区、市）相邻，外与俄罗斯、

蒙古国两国接壤，国境线长达 4221 km，对外开放口

岸 18 个，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和“一带一路”

倡议建设的重要节点，是东北经济区和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经济腹地、国家

能源供应基地，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安全

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境内资源禀赋丰富，分

布有六大生态系统，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在

我国北方生态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近年来，在国家林业生态建设专项资金支持下，

内蒙古以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不

断加大林业生态建设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积累

了许多的经验和做法。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推进

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尚有待解决。本文

期望通过阐述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概念和内涵，全

面分析总结近年来内蒙古在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和建设进程中取得的进展及效果，以及生态安

全屏障生态服务功能基础，剖析目前和未来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对内蒙古生态保护与建设提

出对策建议，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

思路。

1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内涵及总体布局

1.1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概念和内涵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生态安全成为国际生态系统

研究的热点领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主

题，90 年代后期，生态安全相关研究迅速展开。生

态安全理念旨在确保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安

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强化有利的生态过程、

控制有害的生态过程，寻求一条安全保障途径 [2]。“生

态安全屏障”最早是人们的一般性描述用语，其学术

概念的理论源泉可追溯至与恢复生态学、保护生物

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理论有关内容，较为系统的

研讨是 2001 年的“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学术研讨

会”[3]，之后学术界对生态安全屏障概念的探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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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亩，中国市制土地面积单位，1 亩≈ 666.67 平方米。

趋于广泛和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生态安全屏障

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要求，能起到维护生态安

全的作用，且处于顶极群落或向顶极群落演化的状

态 [4]；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和邻近国家的生态环境起

保护作用，具有保障生态安全的生态效应 [5]。

目前，学界对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尚未有

确切的定义。笔者认为，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位于我国北方重要且敏感地区的一个复合生态系

统，具有稳定的结构并发挥着重要生态功能，通过系

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控能力，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

定、良性循环，同时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对

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和邻近国家的生态环境起屏蔽、保

护作用，是维持区域内、外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

复合体系。

1.2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总体布局

构建内蒙古生态安全屏障格局，应统筹考虑地形

地貌、资源禀赋及生态功能。内蒙古地貌以蒙古高原

为主，四周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大兴安岭山脉构

成内蒙古高原地貌的脊梁，境内分布巴丹吉林、腾格

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沙漠，科尔

沁、浑善达克、毛乌素、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沙

地，以及呼伦贝尔草甸草原、锡林郭勒典型草原、阴

山北麓荒漠草原、鄂尔多斯复合草原。内蒙古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的主体架构是“一带三屏三大区 +N 道防

线”生态安全格局。“一带”即沿着内蒙古边界（境）

构建万里绿色长城带，建立沿边界（境）5—10—

30km 的自然生态功能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带，包括黄

羊、蒙古野驴、盘羊、马鹿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通道

和活动场所；“三屏”即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与贺兰山

三大天然生态屏障，建设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保

护与恢复建设工程；“三大区”即内蒙古大草原区、大

沙漠荒漠区和农牧交错区；“N 道防线”即由森林、草

原、河流、湖泊、湿地、沙地沙漠等重要生态系统构

成的 N 道生态防线，充分发挥重要的生态防护功能。

2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良好生态基础

2.1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及建设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

改革，生态文明建设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政府

先后出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

系列配套文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最

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制订实施“蓝天”“碧水”“净

土”等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行动计划，持续推进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面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持续推动绿色矿山建设

和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工作，积极推行排污权、

碳排放权、水权交易制度，启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

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的“四梁八柱”逐步建立。

内蒙古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相继实施“三

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等生态

建设重点工程；大力推进防沙治沙、水土保持、重点

区域绿化工程；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落实禁

牧休牧轮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大力推行

河湖长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江河治理工程和

生态补水工程等。

通过一系列制度的落实和生态工程的实施，内蒙

古初步形成了乔灌草、点线面、带网片相结合的生态

网络体系，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

现“双增长”，2018 年全区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显示，森林面积 3.92 亿亩①，居全国第 1 位，森林蓄

积量 15.27 亿 m3，居全国第 5 位，人工林面积 9000
万亩，居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 22.1%[6]；可利用

草原得到有效保护，全区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稳定在

44%，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整体遏制；第五次荒漠

化监测（2014 年）显示 [7]，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

续 15 年持续“双减少”，2.6 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 1.5
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初步治理，每年减少入黄

（河）泥沙 1.1 亿 t，五大沙漠周边治理区沙漠扩展得

到遏制；黄河、西辽河等水系水质明显好转，2019 年

全区 83.9% 的江河湖泊国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98.1% 的土壤环境质量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由 2015 年的 80.9% 增长为 89.6%，全

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45.89[8]。全区生态环境实现“整

体恶化趋缓，局部明显好转”，服务功能逐步增强，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基本构筑。

2.2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主要功能

2.2.1 水源涵养功能

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巨大的水源涵养功能，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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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区域和周边地区水生态安全。草地、森林生态系

统通过截留、渗透、蓄积，实现缓和地表径流、补充

地下水、滞洪补枯、净化水质等水源涵养和调控作

用。内蒙古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545.95 亿 m3[6]，约

占毗邻 8 省份水资源总量的 1/6。东北河流 50% 以上

的水量直接来源于内蒙古中东部森林草原区，是黑龙

江、松花江和辽河“三江”发源地。同时，内蒙古也

是东北淡水资源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发挥着“东北亚

水塔”的重要功能，造就了著名的“东北粮仓”。内

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是海河流域滦河水系的源头和滦河

上游主要水源的涵养地，供水量占引滦入津总供水量

的 1/6，是京津冀的供水源头 [6]。

2.2.2 防风固沙功能

内蒙古高原特别是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

屏“生态脊梁”，对保护松嫩平原、华北平原，阻挡

沙漠东侵南移、降低沙尘暴危害意义重大。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是我国北方防沙屏障带的主体，分布有国家

30 个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中的 9 个，全国防风固沙功

能区中 82.61% 的极重要区和 71.32% 的重要区集中在

内蒙古，覆盖了内蒙古 50.77% 的区域 [6]。内蒙古防

风固沙能力及天气状况的好坏对首都北京乃至整个北

方地区都有着直接影响。有研究发现 [9]，2010 年仅阴

山北麓草原生态功能区的防风固沙受益土地面积就有

440 万 k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46%，受益人口占当

年全国总人口的 75%，受益 GDP 占当年全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总量的 67%。

2.2.3 土壤保持功能

内蒙古分布有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农田、

城镇六大生态系统。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能够减少

由于水蚀所导致的土壤侵蚀，从而起到土壤保持的作

用。据评估 [10]，内蒙古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东高

西低，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森林最高，草地次之，高

值区位于东部大兴安岭、燕山东北部以及中部大青山

等地。

2.2.4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内蒙古草原面积大（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46%，占

全国草原面积的近 1/5）、类型全（分为 8 大类，21
个亚型，134 个组，476 个型，占全国草原类型的

44%），是我国北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草原

生态系统内分布有野生高等植物 2781 种，其中 10 种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陆生脊椎动物

613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8 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7 种，分别占国家同类同一保护

级别的 29.17%、54.38%；鸟纲动物 442 种，哺乳纲动

物 136 种，分别占全国的 32.22% 和 20.21%[6]。内蒙

古特有或稀有物种丰富，分布有绵刺、四合木、沙冬

青、蒙古扁桃、红沙、革苞菊、半日花等古地中海孑

遗植物以及世界上最珍贵的兽类蒙古野驴和野骆驼，

遗鸥、大鸨的主要繁殖地也在其内。

2.2.5 固碳功能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碳汇区域，位于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研究典型陆地样带之

内，对全球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森林生态系统是固

碳的主体，全区森林固碳量 3600.87 万 t[6]，居全国第

三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每 1m3 的森林蓄积，可吸

收二氧化碳 1.83 t、释放氧气 1.62 t，按该地区每年森

林增长值计算，每年仅自然新增森林蓄积吸收二氧化

碳能力就近 4000 万 t，释放氧气能力达 3000 多万 t。
内蒙古草原固碳量 1.1 亿 t，占全国草地总固碳量的

21.15%[10]。

2.2.6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是在 GDP 的基础

上，扣减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成本，加

上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福祉。内蒙古巨额的生态

服务价值是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雄厚资

本。据核算报告 [11]，2015 年内蒙古生态调节服务价

值为 6.33 万亿元，是当年 GDP 的 3.56 倍，居全国之

首，占毗邻 8 省份价值总量的 59%；综合考虑经济价

值、生态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内蒙古 2015 年 GEEP
为 8.03 万亿元，居全国第二位，排名比 GDP 上升 14
位，是毗邻 8 省份 GEEP 总和的 35%。

3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面临的威胁及脆弱性

分析

3.1  生态系统本底脆弱，自然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内蒙古自然生态先天脆弱是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

限制因素。境内除分布有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外，阴

山北部还分布有大面积严重风蚀沙化土地，土地荒漠

化、沙化严重。加之内蒙古全年大风日数较多，易形

成沙尘天气，成为下风向京津冀乃至我国东北、华北

和东南部分省份的主要风沙源。内蒙古属于干旱半

干旱地区，年均降雨量 50～500 mm，人均水资源量

1561 m3，低于严重缺水警戒线，中西部地区人均水资

源量低于 500 m3，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是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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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建设的主要限制因子 [6]。

3.2  部分生态系统仍趋退化，潜在生态风险依然很大

内蒙古生态系统整体恶化趋势虽得到了遏制，但

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草原、湿地、耕地生态退化

状况与生态系统质量较差的基本面仍未得到彻底改

变。草原生态质量持续下降，差等级的草地面积占

35.9%[6]，草原平均产草量从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

代末的 127 kg/ 亩、71 kg/ 亩下降到 2015 年的 61 kg/
亩 [12]；湿地数量、面积衰减，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

泊数量从 80 年代后期的 785 个减少到 2010 年的 577
个 [13]，地表水水质仍有不达标现象，“一湖两海”水

环境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此外，荒漠化和沙化治

理虽取得成效，但全区仍有 51.50% 的土地荒漠化，

34.48% 的土地沙化，14.71% 的土地有明显沙化趋

势 [7]，成为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危害最

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而且由于荒漠生态系统自我调节

能力弱，存在治理难度大、治理成果维护成本高且会

出现退化反复性等问题，潜在生态风险依然很大。

3.3  资源承载压力趋紧，生态系统超载严重

地下水资源承载压力大，开发利用量已占可开采

量的 75%，总体超采量超过 6 亿 m3，形成 33 个漏斗

区 [12]，中西部地区用水告急，存在农业用水量大、工

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争水、资源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

并重等问题。全区草地载畜率从 1980 年的 0.6 羊单位 / 
hm2 增加到 2015 年的 1.5 羊单位 /hm2[12]，局部地区超

载过牧，草场退化问题依然严重，“人、草、畜”矛

盾突出。2015 年生态超载 37%，若不采取任何措施，

预测 2050 年生态超载率将达 290%，生态需求将是生

态承载能力的 3 倍 [9]。

3.4 生态监管存在短板，监管能力和监管制度有待提升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监管在政策标准、监

管制度、执法机制、监测监控方面存在短板，无法满

足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升的深层次需

求。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缺乏评估标准，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项目考核验收部门间标准不一，生态环境监管的

法规和标准体系亟待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改革缓

慢，协同、制衡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制尚

未形成；生态监测网络与监控体系仍不健全，生态调

查、监测、评估、预警能力不足，未实现重要生态空

间全覆盖式监管，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管

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因生态

保护和修复工程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外部性、盈利能

力低、项目风险大等特点，加上缺乏激励社会资本投

入的有效政策，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建立，渠道单

一，仍以政府投入为主，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整体不

足，与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需求不匹配；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缺乏有效途径，科技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不健

全，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仍处于培育阶段。

4  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思考

4.1  开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规划，筑牢国家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

基于以上对内蒙古生态现状评价分析可知，内蒙

古生态地位突出，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对周边地区乃

至全国和邻近国家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亟须在

内蒙古构建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

创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做法，为全国提供

借鉴与参考。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

是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富民强区为理念，积极探

索北方欠发达地区转型升级、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通过分类施策、试点先行、逐步推

广而建立的生态社会经济复合体。综合试验区建设规

划框架包括：内蒙古建设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综合试验区的基础、现存问题等建设背景分析；综合

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目标；综合试验区内的

相关产业发展方向对策、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程任务、试验区建设政策建议；重点工程布局

及工程资金匡算；规划进度安排和保障措施。通过实

施绿色产业、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及采取技术、经济、

行政政策措施，制定落实长效管控机制，提升综合试

验区生态功能，维持北方乃至全国生态安全与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

4.2  深入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构建国家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技术服务体系

针对内蒙古水资源超采严重、草原退化、湿地萎

缩、耕地质量差、生态系统超载以及部分区域空气质

量不达标、重点流域水质较差等突出环境问题，加强

科研平台建设和硬件配套，深入开展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与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大气污染较重的地

区为主战场，系统开展 PM2.5、O3、VOCs 等大气污

染物协同治理及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和重污染天气应对

研究；加强节水、引水技术研究，深入开展“一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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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乡恶臭水体综合治理，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和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开展重点区域、行业

和污染物土壤污染治理和土壤生态修复研究；深入开

展草原、荒漠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研

究；研究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监测与评价的指标体

系，筛选关键指标因子并确定其变化阈值，及时掌握

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变化动态过程；加快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机制研究，准确核算生态系统生产价值和经济生

态生产总值。坚持“政府 + 市场”双轮推动，在集成

生态环境关键技术研发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生态环境

技术及服务市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综

合技术服务体系。

4.3  完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健全国家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保护建设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对国土空间实

施统一管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严守“三区三

线”；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

开展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有序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将国家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域作为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的

重点区域，增加转移支付，提高草原、林区、农牧交

错带的补偿标准，鼓励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

域下游与上游、粮食生产区与销售区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关系，构建跨省份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环境治理和

生态保护市场体系，推行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深化交易试点，合理推进跨行政区交易；

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培育交易平台，使生态

保护者通过生态产品交易获得收益；健全绿色发展政

策和法治体系，建立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绩效评估、检

查验收、质量监测的评估考核和激励机制；发展绿色

金融，鼓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

4.4  分区分类推进工程建设，总结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示范模式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农林牧区绿色转型，发展绿色有

机农牧业和林沙草产业、生态旅游业、经济林种植业；

深入开展煤炭和稀土产业的绿色开发和清洁生产，大

力发展清洁生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环境产

业，将内蒙古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生态产品，探索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合理处理草原牧区、

林草复合区、农牧交错带等敏感区域的人、畜、草

（林、田）的关系和农牧民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关系，

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分区、分类

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一是持续推

进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国家重点生态

系统保护和建设工程，对大兴安岭等天然林保护重点

区域，分区分类采取封禁保育、近自然恢复和人工抚

育等生态修复措施，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东

北亚水塔”“挡沙墙”等国家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功能。二是积极推进重要生态区域和生态资源保护工

程，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运营，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保护森林、草原、湿地等重要生态资源

和生态空间，使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三是有差别化地

实施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与合理利用工程，修复受损生

态系统，恢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开展呼伦

贝尔、科尔沁、乌珠穆沁、浑善达克、毛乌素、乌兰

布和东部等沙区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乌海及周边地

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沿黄湿地退耕还草还湿和

退养还滩工程、“一湖两海”生态补水与重要水生生

境保护修复工程，以及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与修复。通

过工程实施，不断总结成功案例经验并推广，逐步形

成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示范模式。

4.5  实施生态智慧监管，推进生态安全屏障监管能力

现代化

建立生态保护全过程监管体系，实施精准监管和

智慧监管，提升生态常态化监管和突发生态破坏事件

防范预警能力。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监测、航空遥感

监测、地面站点、车载走航等，建设全区天空地一

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建立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生态监测、评估与

预警体系，完善日常规范化和巡护执法、环保督查等

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典型生态脆

弱区、荒漠化防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生态

修复区等重点区域及典型生态系统进行生态调查、监

测、评估、预警、执法、督察，实时准确掌握生态系

统质量演变和保护成效，确保重要生态建设和生态破

坏恢复治理成效。充分运用移动执法、在线监控、互

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组织整合全区有关部门、高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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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互联网、公众舆情等监测数据，集成生态环境

数据库，建立上下互通、部门共享、动态更新的生态

环境大数据信息管理平台；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

国土空间信息平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和生态环

境大数据平台等，构建互联互通的生态安全屏障监管

信息化平台，提高工程实施、动态监管、绩效评估的

信息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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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Barrier in Inner Mongolia Region

GUO Erguo1,2, LI Xianhua3, QI Yu3, ZHANG Shu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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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Inner Mongolia into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northern China is a strategic position un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norther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ogress and effect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Inner 
Mongolia in recent years,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its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foundation, analyzed the 
current and future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such a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fragility, degradation of partial 
ecological systems, and the high pressur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inally, from fiv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direction, key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layout, policy system and supervision capabilitie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building important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Inner Mongolia.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northern China;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