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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保工程是我国重大生态战略工程，也是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支撑，攀枝花属于典型的金
沙江干热河谷气候，又是天保工程实施的“发源地”。本文选取攀枝花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近２０年攀枝花市天保
工程实施森林资源、人员福利、森林采伐和林业产值等主要方面，得出天保工程实施成效显著，并探索性提出未来

实施的对策和展望，对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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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林是中国森林资源的主体，全国林地面积
的６４％是天然林，全国森林蓄积的８３％以上来自天
然林。天然林保护工程是维护生态、防灾减害、保护

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支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要素，是调整林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林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１］。天然林保护工程能调

节经济、生态、社会多方面效益，推动林业、林区、林

农等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２］。从一期到二期，从试

点到扩面，从保护重点区域天然林到“争取把所有

天然林都保护起来”，自２０世纪末以来的２０年间，



天保工程不仅改变了林区生产经营方式、经济社会

发展方式，还带动全国重塑国土生态空间格局、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朱基视察攀枝花市看到金沙江和雅砻江满江漂木

时作出重要指示，坚决把“森老虎”请下山，由砍树

人变为种树人，由此开启了国家天然林保护的开端。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天保工程成效做了大量论

述［４～７］，从经济、社会、生态方面提出了天然林保护

工程举措［３，６～８］。本文选取国家天保工程发源地攀

枝花作为研究，攀枝花市属于典型的金沙江干热河

谷区气候，具有降水量低、水热矛盾突出、植被生长

困难，造林难度大等特点，是世界公认的造林难区域

之一，过去由于三线建设和木材生产，再加上森林火

灾易发区域、林木过度消耗区域、林地过度垦殖区

域、森工企业传统经营等复杂化原因，森林资源形势

严峻。天保工程的实施，让攀枝花在近２０年时间森
林覆盖率增长到６１．８５％，远高于国家２１．６６％和四
川省３６．８８％水平。通过分析该区域天保工程实施
前后森林资源的变化，更能反映出国家实施天保工

程取得的成效和积极作用，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探

索性提出天保工程的发展方向和展望，以期为未来

实施提供方向和参考依据。

１　区域基本概况

攀枝花市地处中国西南川滇结合部，东经１０８°
０８′～１０２°１５′，北纬 ２６°０５′～２７°２１′北距成都 ６１４
ｋｍ，南至昆明２７３ｋｍ，西连丽江、大理；属浸蚀、剥蚀
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全市年均气温２０３℃ ～
２１℃，无霜期在３００ｄ以上，日照时间超过 ２７００ｈ，
年降雨量７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雨季集中在６月—１０
月；全市植物１９０余科近９００属 ２３００余种；国家一
级保护植物有 ３种（攀枝花苏铁、云南红豆杉、银
杏）。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１３种（扇蕨、中国蕨、油
麦吊云杉、黄杉、金铁锁、连香树、香樟、楠木、西康玉

兰、红椿、毛红椿、龙棕、松茸）。攀枝花市现有三区

两县，两个重点森工企业，１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３
个森林公园，１个国营林场总场。

２　研究方法

天保工程实施目标主要是生态改善和林区经济

增长两大目标，鉴于工程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复杂和

研究层次有限，本文通过收集１９９７年前后，２０１７年
森林资源相关数据，选取森林资源、林木采伐、人员

福利、林业产值等方面直观评价天保工程实施的成

效，能够基本反映天保工程在资金、任务、目标所取

得的成绩，同时利用ＳＰＳＳ分析天保工程实施前后各
指标变化，利用变化图能够直接客观反映变化情况。

３　结果和分析

３．１　天保实施前后森林资源资源变化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７—２０１７年，攀枝花

市森林面积变化增加显著，从 １９９７年的 ５３９５８０
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５４２００ｈｍ２，增长率２７１％，
有林地面积从１９９７年的 ２８３５１３ｈｍ２增长到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２７０３３ｈｍ２，增长率５０６２％，灌木林地面积
从１９９７年的 ８８０６７ｈｍ２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 ７９６３３
ｈｍ２，无立木林地面积从１９９７年的 ７６５８７ｈｍ２减少
到２０１７年的 １６３２０ｈｍ２，宜林地从 １９９７年的
５９７８０ｈｍ２减少到２０１７的 ３０３６７ｈｍ２。不同地类
面积增长和减少基本反映了天保工程实施变化方

向，由于天保工程实施后，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的大

力实施，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加大和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调整，不同地类之间的相互转化，林地变化增长较

大，年增长率约１３５％；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天保
工程的深入推进，林地生产力变化显著增加，活立木

每公顷蓄积量和森林每公顷蓄积量都随着增加，森

林资源的双增，林地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严格按照

天保工程一期二期实施方案的政策调整和有效管护

措施，实现连年增长，但随着工程逐步实施，可用于

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的地块也随之减少，如未成林

造林地、灌木林地、宜林地都有着大量的减少，森林

面积数量的增加达到一定饱和，如何提高单位面积

林地生产力必是下一步重点关注点，森林可持续经

营已是必然趋势，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生态修复

能力，在巩固工程成果基础上如何高质量推进森林

可持续经营可能是下一步或者下一期天保工程需要

重点关注的。

３．２　天保工程实施前后任务、人员福利变化
从表１可以看出，天保工程实施一期到二期过

程中，年度任务呈递减趋势，分流企业富余职工措施

的实施，从一期开始的 ４１７９人下降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６３２人，有效改善民生问题，通过参与管护和公益林
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落实，棚户

区改造改善林区职工居住环境，全市天保在岗职工

０２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图１　天保工程实施前后林地地类面积变化

图２　天保工程实施前后林木蓄积量变化

人均年平均工资从天保一期的 ２１７８６元增长到天
保二期末的 ５６９６２元，增长率１６１４６％，与社会平
均工资持平，增长幅度明显，职工工作积极性大力提

高，林区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森工企业办社会职能

共剥离森林公安、职工医院等各类机构 ８个 ７０余
人，给国有森工企业减负减压。因天保工程各项任

务、资金等稳定性，天保人员只减不增，给天保工程

也带来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职工年龄结构偏大，缺

乏创新活力，全市天保在岗职工平均年龄近４８岁，
远远适应不了天保各项任务岗位的需求，势必会造

成管护质量和新时期林业信息化发展大打折扣，如

何破解天保工程新进人员机制或达到职工消减完后

购买第三方服务管理，及时注入新鲜血液推进林业

可持续发展，持续推动林区天保工程实施顺利推进

可能是下一步关注的重点。

表１ 天保工程实施中任务、人员、工资变化

时间段
封山育林

（ｈｍ２）
人工造林

（ｈｍ２）
在岗人员
（人）

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元）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 ９０９４０ ２７４４０ ４１７９ ２１７８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 ５３３２ ３９９ ６３２ ５６９６２

３．３　天保工程实施前后森林采伐量和产值变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攀枝花市因三线建设和

木材生产，全市累计生产木材近６００万 ｍ３。从表２
可以看出，攀枝花市天保工程实施前，１９８６—１９９７
年间的采伐量从１４２８３万ｍ３减少到１９９８年１１０２
万ｍ３，主要因为该时期为天保工程实施过渡期，林
木采伐量呈逐年递减趋势，到 ２０１７年已下降到
３２２万ｍ３。急剧减少的原因是天然林全面禁止采
伐，林木采伐多以农民自用材的集体人工商品林为

主，到天保二期前期森林抚育和征占用林地的采伐

消耗，随着２０１５年“十三五”国家采伐政策的调整，
有些采伐不纳入限额管理，采伐任务消耗主要满足

农民自用材。伴随着传统森林经营以木材生产经营

为主的转变，以改善生态环境和森林可持续经营理

念实施，攀枝花的林木生产经济价值逐渐被生态价

值所取代和体现，林业产值和森林旅游收入呈现出

逐年增高后期增长较快的趋势，主要原因天保一期

的实施，国家政策主要解决富余职工分流安置和公

益林任务，发展第三产业的资金较少，森林旅游基础

设施和接待能力不完善，林业产值和森林旅游收入

在天保一期增长幅度不大，但随着天保二期的实施，

公益林任务和人员的减少，用于森林管护和基础设

施投入增加，再加上攀枝花森林康养理念的提出和

推动，发展林业产业、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林业产

值和森林旅游收入都随之增加，森林旅游在林业产

值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从１９９８年林业产值０６７亿
元到２０１７年４１４３亿元，２０年间增长了６１倍，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攀枝花大地落地生根

结果。

表２ 森林资源采伐和效益变化

年度
林木采伐量

（万ｍ３）
森林旅游收入
（亿元）

林业产值
（亿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 １４２．８３ — —

１９９８年 １１．０２ ０．５８ ０．６７
２００５年 ３．１０ ２．３６ ６．２４
２０１２年 ４．０６ ７．５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 ３．２２ １７．７８ ４１．４３

４　结论和展望

４．１　天保工程实施成效
攀枝花天保工程实施近２０年来取得的成效显

著，实现了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双增长，实现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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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木材经营向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成功转变，森林

覆盖率明显提高，实施区范围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林区产业结构逐步调整，林区

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林业企业富余职工得到妥善安

置，林区社会保持稳定。本次只选择攀枝花试点区

域作为前后对比分析，作为天保工程的发源地和干

热河谷区域，攀枝花天保工程取得的成效侧面反映

了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成效显著，给森林资源双增

和改善生态环境和民生带来极大的积极作用，未来

继续实施天保工程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４．２　天保工程对策分析和展望
目前，天保工程已实施一期和二期两个阶段，随

着国家建立和出台的天然林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

未来天保工程或生态修复工程的继续实施，如何更

好地发挥天保工程制度和政策红利，持续壮大工程

区后续产业发展，既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也能很好地兼顾生态效益，值得管理部门思考。

笔者探索性提出几点建议，一是继续实施森林可持

续经营，围绕森林资源“双增”目标不减，科学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提高资金投入。当前，我国大部分森

林经营方案的编制流于形式，内容空洞，存在应付编

制而应用不多，编制只关注造林和采伐，对中间经营

环节如森林抚育设计相对欠缺，未来如何提高单位

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抚育是关键技术，没有细化到

具体细节，方案落实到小班和年度难以适应市场做

出调整等缺点，可以借鉴德国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编

制有法可依、高效编制、尊重林农、长效考核的可操

作性经营方案；实施森林管护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区域差异化标准，东西部之间、不同生态功能区之

间、不同保护区之间等，不断提高补偿标准，提高职

工收入水平，维护林区和谐稳定；二是运用现代技

术，做好森林管护，建立林业大数据中心，推行互联

网技术智能管护，以管护促森林资源增长，以管护促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如成都龙泉驿区、都江堰市的

森林管护智能巡护管理系统应用，新疆、河北等地森

林智能管护系统，攀枝花智能管护试点模式，互联网

＋手机＋遥感影像的智能管护方式已在全国部分地
区运行，能够汲取这些经验，提升改进研究新的森林

管护模式在全国推广值得思考，推行建立林长制或

山长制，如安徽省推行的林长制试点，建立森林资源

保护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三是做好顶层设

计，围绕管理机构、任务目标、人员结构、后续产业发

展等方面做足功课。天保工程实施是一项长期而复

杂的工程，最终的管理是落实到地块和人员管理，需

要建立机构完备、人员合理的管理机构，落实好基层

林业站和管护站建设是根本，目前基层林业站职能

弱化，机构不健全严重，推动林业站标准化建设，从

而为天保工程织成最广大的基层林业管理机构服务

网，形成一套完整体系，实现林区和谐稳定，林农生

活富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的良

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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