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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监测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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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已进入科技知识飞速发展的时代，人才培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森林资源监测的重
要性，专业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文章阐述了森林资源监测的人才需求、培养目标，并探讨了培养高素质、综

合型林业专门人才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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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提出森林资源监测概
念以来，以５ａ·次 －１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１０ａ·
次 －１的规划设计调查以及１ａ·次 －１的综合核查等

为主要支撑，相继建立了森林资源监测体系。监测

体系的建立与运行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森林资源

调查与管理水平，而且很好地支撑了林业管理和重

点生态工程的实施，有效助推了生态环境、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森林覆盖率纳入县域经济

发展目标考核，政府发展保护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得以建立，林业发展与管理步入新常态。森林资源

监测工作在面临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对人才培养目

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提

出新的挑战。

１　森林资源监测

森林资源监测是以林地、林木资源为对象，以反

映资源结构时空变化、演变趋势为目的的跟踪观测

和科学分析，是林业生态建设、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

略等决策与部署的前置基础工作。

森林资源监测与森林资源调查既有联系，又各



有侧重。监测需要通过调查手段达到目的，但更侧

重于调查结果的对比及分析。监测强化的是动态，

调查反映的是现状。监测是两个时点的动态变化，

调查是单一时点的静态反映。变化揭示的是演变过

程和发展趋势，主要应用于成效评价和绩效评估；现

状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主要应用于总体把握和

本底了解。

２　森林资源监测人才需求与培养目标

鉴于森林资源监测工作的内涵，从事该项工作

的技术人员除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优秀的从业素

养外，专业理论知识与技术技能方面至少包括“三

元”要素。

２．１　监测人才专业技能“三元”要素
（１）专业理论知识“元”。知行合一，首先是

知。没有系统、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就没有符合专

业技术要求基本的行为与准则，更谈不上森林资源

监测综合型人才更高层面的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

创新和突破。森林资源监测人才需要的专业理论知

识至少包括三大专业类别，即林学相关、计算机科学

相关与地学相关。林学相关具体包括林学、森林经

理、森林生态、森林保护等；计算机科学相关具体包

括计算机、数据库、网络、信息系统等；地学及相关具

体包括测量、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

（２）应用技能“元”。森林资源监测不仅需要
丰富、扎实的专业理论支撑，更需具备综合运用理论

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即技术与技能。在应用技能

“元”方面，至少包括两大类别基本技能，即专业技

术与实践工具。专业技术类具体包括森林资源调

查、规划设计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践工具除传

统测量测绘基本技能外，更加关注的应当是以“３Ｓ”
研发与应用为主的工具应用技能，如 ＧＩＳ、ＧＰＳ、ＲＳ、
数据库（Ａｃｃｅｓ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Ｏｒａｃｌｅ）等。

（３）政策法规“元”。法律法规是任何一个公
民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遵从。专业技术人员除敬畏

法律法规外，还必须熟知本行业政策法规（包括行

业标准、技术规定等）。对森林资源而言，最主要的

应当熟知《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天然林保护条例》等。

２．２　监测人才的培养目标
当前正是林业生态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

森林资源监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

战略任务，为新时期林业提出了新要求，林业发展面

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挑

战。在这种大背景下，森林资源监测对人才能力的

需求是全方位的。专业技术过硬是基础，但排在技

术素养之前的是道德素养，以德为先，才能保证人才

质量。基于监测人才专业技能的“三元”要素，推动

森林可持续性经营发展必然需要培养一支应用型、

复合性的高素质森林资源监测人才队伍。

３　森林资源监测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是事业之根本。若要形成完整的森林资源

监测体系，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人才保

障。我们应瞄准森林资源监测发展方向和林业建设

对相关人才的要求，及时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摸索出

一套适合于培养高素质、综合型林业专门人才的新

模式。

３．１　拓宽高校林业专业课程设置
合理、科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是森林资源监测专

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基础保障。随着科学技

术、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高速发展，森林资源监测工

１６１３期 邓晓蕖，等：森林资源监测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初探 　　



作越来越依赖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而林业专业大

专院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偏重于传统的森林经理、

造林，现代森林资源调查、区划 ＧＩＳ、ＧＰＳ、ＲＳ等方面
的专业设置较少，学生较难通过学校教育吸收到林

业现代化科技知识，单位在用人中很难招录到具备

现代化科学知识技能的林业专业技术人才。

基于此，林业专业大专院校或相关专业应在发

挥好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对传统专

业提出的新要求设置相应的专业课程，如将传统的

造林、资源调查课程与现代化的操作手段结合起来，

并设置“３ｓ”等课程。亦可鼓励学生跨专业取得计
算机等相关专业文凭，最大限度为用人单位输送综

合性林业人才。

３．２　灵活用人单位招录机制
作为公益性行业，目前绝大多数林业相关单位

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职工招录的唯一途径是事业单

位公招。公招笔试科目为“综合知识”内容涉猎法

律、公民道德建设、国情省情、公文写作等，面试科目

内容涉及考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变能力、社会现实

综合分析能力等，基本与公务员招录无异。用人单

位仅能在报考条件中设置相关专业，通过考试，即无

从了解考生在校教育中专业课设置的情况，亦无法

考察考生专业课学习成绩，更无从知晓考生的专业

技能，“高分低能”无法适应从业需求的现象屡有发

生。建议灵活用人单位招录机制，在笔试或面试中

加入专业知识内容。

３．３　构建促进林业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
２０１０年绩效工资推行以来，绝大多数林业相关

单位均实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该制度在工资管

理、激励机制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

林业行业尤其是森林资源监测工作作为野外作业时

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在执行绩效工资的过程

中，也出现了激励力度不够、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等

弊端。

目前，四川大多数林业专业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实行全自筹，基础绩效、奖励绩效的最大比例为５∶
５，绩效工资总额为５万元·ａ－１左右，另一方面，专
业技术人员野外作业天数高达２００ｄ·ａ－１左右，每
日工作时间长期超８ｈ，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绩
效形成的反差难以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

人才的吸引力和激励不足，一定程度也制约了单位

和行业发展。

建议针对林业行业特殊性，构建促进林业人才

发展的激励机制，实行绩效工资动态化管理，最大限

度地制定适合林业专业单位实际的绩效工资制度，

对绩效工资自筹的单位更应该放开指标及比例限

制，鼓励职工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最大限度地发挥

森林资源调查一线人员、业务骨干干事创业的作用。

３．４　积极开展后备人才储备工作
森林资源监测是一项理论与操作实践高度结合

的工作，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需高度运用在业务工

作的一线，因而，森林资源监测相关单位应建立起有

效的专业技术后备人才储备库，通过学科、专业梯队

建设储备森林资源监测专业人才后备人选，为他们

制定导师、进行职业道德培养、强化法规意识、项目

锻炼，加强对实际操作的传帮带，将传帮带渗透到承

担课题及项目的研究、开发、实施、推广的各个方面，

让森林资源监测专业技术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

效锻炼。

４　结语

一个完整的森林资源监测人才体系并非可以一

蹴而就，要在内部和外界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时期

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才能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森林

资源监测自身的、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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