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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林业产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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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从完善林业产业保障措施、加强科技支持力度、科学决策树种配
置、以现代理念拓展林业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林产业品牌建设、加强林业人才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成都市林业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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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searching into the status of fo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engdu City，som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improving security measures，strengthe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ar-
ranging the scientific species structure，using the modern philosophy to develop the mode of forestry indus-
try，strengthening the forestry industry brand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orestry industry
participa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dustry in Chengd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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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幅员面积 123. 9 万

hm2，现有林地面积约为 43. 8 万 hm2，占国土面积的

35. 3%，其中有林地面积 35. 25 万 hm2，疏林地面积

0. 46 万 hm2，灌木林地面积 6. 89 万 hm2，未成林造

林地面积 14 hm2，苗圃地面积 112 hm2，宜林地面积

0. 41 万 hm2，林业辅助生产用地面积 0. 74 万 hm2，

森林覆盖率为 36. 80% ; 有林地覆盖率 28. 45% ; 活

立木总蓄积2 400万 m3。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林

业事业备受关注，林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已初

具规模［1］，成都市 2010 年实现林业总产值 272. 1 亿

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4. 9%。林业总产值中第一

产业 64. 5 亿元，占 23. 7% ; 第二产业 139. 9 亿元，占

51. 4% ; 第 三 产 业 67. 7 亿 元，占 24. 9%。林 业 第

一、二、三产业均位于全省第一位。

1 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概况

1． 1 林业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到 2010 年，成都市已建成各类林业产业原料基

地223 015 hm2。其中短轮伐期林基地83 665 hm2 ;

各类经济林基地119 350 hm2 ; 园林苗圃基地20 000
hm2。木材林基地生产木材 9. 09 万 m3 ; 材用竹林基

地年产竹材 26 万根、小杂竹 10 万 t; 水果基地年产

量 71. 29 万 t; 干果基地年产量 0. 11 万 t; 三木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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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 2. 4 万 t; 茶叶基地年产量 1. 94 万 t; 森林蔬

菜年产量 1. 36 万 t。
1． 2 林业加工产业有较大发展

目前，全市已有木竹材加工企业4 445家，年产

值 500 万元以上规模的加工企业 147 家，拥有国家

级与省、市龙头企业 13 家。2010 年木材加工及木、
竹、藤、棕等制品制造实现产值 32. 6 亿元，木、竹藤

家具制造实现产值 102. 7 亿元。
1． 3 森林旅游业有较大发展

以西岭雪山、龙池—虹口自然保护区、都江堰青

城山、邛崃天台山等为主的森林旅游业整体发展，且

分布均衡，形成了多点多区分布; “林家乐”、“农家

乐”遍布全市各个区( 市) 县。2010 年森林生态旅游

与休闲实现产值 38. 1 亿元。

2 成都市林业产业存在的问题

2． 1 林业产业效益不高，资源利用率低

成都市虽已建成各类林业产业生产基地 20 余

万 hm2，但产业基地规模小，产出少，高端特色产业

基地缺乏。据调查，成都市现有 5. 59 万 hm2 低产低

效商品林基地，其中近 50% 左右的低产低效商品林

地几乎没有任何产出，各类林业产业基地年资源供

应总量只占到加工业需求的 18%。
2． 2 林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弱

林产加工业布局分散，产品种类少，粗加工多，

精深加工少，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品低端加

上企业与企业的独立，林业生产和企业发展各行其

道导致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低，缺少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品牌产品。
2． 3 宏观管理能力不足

一是在产业规划上不够合理，产业基地低水平

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二是林产业工程用苗标准化程

度较低，制定苗木质量标准环节工作薄弱，相应的品

种标准少。三是林产品市场混乱，监管脱节，各种

假、冒、伪、劣林产品充斥市场。
2． 4 林业产业基地规模小，资金投入不足

林业产业基地总体规模小，处于农户型、分散型

经营状态，管理粗放，不利于进行集约化和规模化经

营，从而影响产品质量和品牌的创立。另外成都市

林业产业长期以来都是市级财政投资为主，资金力

度有限，地方投入和业主投入严重不足，投资效益不

明显，回报率不高。

3 成都市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3． 1 完善林业产业保障措施

一要加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政府要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区域经济特点和林业产

业现状，提出符合本市的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林业产

业健康发展。二要增强政策扶持力度，保证林业产

业长期稳定发展，一方面建立完备的投融资体系，形

成多元化投资格局，首先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建立

林业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

引导功能，鼓励企业资金、民间资金和外资等社会资

金流向林业产业开发项目，全面推进林业产业快速

发展。另一方面给予必要的信货支持，争取延长贷

款期和宽限期，实行优惠利率，稳定财政贴息政策。
落实林地、林木资源抵押政策。逐步把林业产业发

展贷款纳入政策性银行贷款范围。
3． 2 加强科技支持力度

提高林业产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以必须强化科技在林业产业发展中的

作用，促进林业产业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一要抓

好良种壮苗和树种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

提高良种苗培育水平; 二要通过技术承包、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联合开发、创办经济实体等形式，加快

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要研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木

材加工、制造、利用技术，尽快提升木材工业总体技

术水平，增加木材和林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强市场竞

争力［2］。
3． 3 科学决策树种配置

在品种上要发展名特优新品种，做到: “有、新、
优”，既要注重乡土树种的培育，也要加强外来优良

品种的引进，同时还要加强新品种的选育。在配置

上要根据全市各个区域的特点、条件、经营方向对树

种、树龄进行科学规划，以天然林的结构要素来发展

林业产业，保证林地内不同树种、树龄的树木杂居生

长，这样既可以保证物种多样性，还可以防止大规模

的病虫害的发生，另外不同树龄的树木种在一起可

以在利用与更新培育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立体开

发，短期、中期、长期发展兼顾，保证林地中树木资源

的平衡利用，避免狭隘的发展。
3． 4 以现代理念拓展林业产业发展模式

现代林业是多目标经营、多功能利用、多领域拓

展、多效能发挥、多需求满足的林业，林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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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和空间已不再局限于对森林和木质资源的利

用，传统的木头经济已经不是林业产业的主体，需要

用新视野拓展林业产业建设的新空间，开创林业产

业发展的新领域，要以林为主，林农结合，多种经营，

逐步建成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林业产业发

展模式，达到以林养林的目的。如实行林草结合、林
药结合、林菌结合、林禽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
林粮结合等种植模式，提高林地产出和经济收益。
3． 5 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林业产业品牌建设

企业要制订和实施品牌战略［3］，提升产品质

量，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形成以名牌产品带动的产业

发展机制，林业产业中的企业或产品一旦形成品牌，

会有巨大的品牌效应，有助于消费者对延伸产品形

成好感，减少新品牌导入市场的阻力和风险，另外，

品牌扩展战略，可以方便新产品的定位，缩短新产品

被市场和消费者接受的时间，增强林业产业的竞争

力。
3． 6 加强林业人才工作，提高林业产业参与者的素

质

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新产品

的开发，都需要专业人才［4］。目前成都市林业产业

参与者多是农民，而农民与企业几乎是无法衔接的，

林业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法律、
善经营、会管理、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和专业人才。

要提高林业产业参与者的素质，必须立足现有人才，

大力培养、引进紧缺和急需人才，加强培训，更新知

识，提高队伍整体能力。一要对基层林业技术人员

开展培训，提高其推广应用林业科技成果的能力; 二

要实施林农和林业技能人才培训工程，采取重点培

训与普及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迅速提高林农生产经

营的能力，一方面使其增强市场经济观念，提高对林

产品生产、销售的决策能力，避免盲目的群体效应;

另一方面使广大林农增强信息意识，教会林农获取

信息，分析信息的方法，进而把握市场动向; 三要抓

好关键岗位人员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
四要开展工程管理和技术培训，培养大批熟悉工程

项目管理，以及建设规划、工程设计、现场施工到检

查验收各环节业务的林业工程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才; 同时，面向现有广大林业专业技术人员，还需

要开展以林业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为重点的继续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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