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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林下经济产业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

周云珂，刘 凯
(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610081)

摘 要:基于四川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对全省林下经济产业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空间结构

上，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可区划为成都盆地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区、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地 3 大区域，不同区域林

下产业发展要注意与区域森林植被和主要树种的生态适应性。产业结构上，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表明，省

内各市( 州) 林下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前景均较好，但不同产业结构基础强弱不同，各市( 州) 区位优势差异显著。根

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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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Under-forest
Economy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ZHOU Yun-ke LIU Kai
( Sichuan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 Institute，Chengdu 61008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under-forest economy industy in Sichuan，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spati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under-forest economy． As for spatial structure，the under-
forest economy indust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hree areas，namely the Chengdu basin plain and its sur-
rounding hilly areas，the northwestern plateau，and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 l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cology adaptability of forest vegetation and main tree species in different areas． As for indus-
trial structure，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rom Shift-Share Analysis，the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related in-
dustries to under-forest economy are better in different municipal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but their
structure bases are different，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some propos-
al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Key words: Under-forest economy，Spatial，Industrial，Shift-share analysis

20 世纪末期，随着国家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

发展战略的确立，我国林业经济体制和林业政策与

经营理念等发生了重要变化。森林经营目标呈现出

多元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防护林比重的提高，经

济林面积和非木质林产品产出的增长，以及森林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等
［1］。其中，林下经济因具有提高

林地综合效益、转变林业发展方式、调动林农积极

性、增强森林生态功能等环境、经济、社会的多重效

益和影响力因而倍受关注。

四川省林下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林下种植、林
下养殖、相关林产品的采集和森林景观利用等方面。
2012 年上半年，全省林下经济产值达到 76. 2 亿元，

林农人均增收实现近 200 元
［2］，林下产业效益十分

显著。但总体而言，全省林下产业还处在探索发展

阶段，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全省林下产业

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对了解省内各市( 州) 林下

产业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和区位条件，明确全省

林下产业发展格局，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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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结构优化、布局合理、体系统筹、模式科学等的

林下经济产业体系具有十分的必要性。

1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

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和林地资源密切相关。截

至 2009 年 底，四 川 省 林 地 总 面 积2 319. 86 × 104

hm2，占国土面积的 47. 72% ; 森林面积1 669. 00 ×
104 hm2，森 林 覆 盖 率 34. 41% ; 林 地 利 用 率 为

56. 8%［3］。加之全省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为林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

大的空间。
近年来，四川省紧紧围绕“以建设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为核心，以建设林业经济强省为目标，以兴林

富民为宗旨”的发展思路，推动生态建设，加快产业

发展，全省林下产业累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多元

的技术模式，已具备产业化雏形
［4］。2012 年上半

年，林下养殖业、林下种植业、林产品采集业、森林景

观利用业产值依次为 40 亿、17. 6 亿、6. 96 亿、11． 7
亿 元 ( 表 1 ) ，占 林 下 产 业 总 产 值 的 52. 45%、
23. 08%、9. 13%和 15. 34%。林下养殖业产值和比

例显著高于其他林下经济产业，所涉及的农户数也

显著高于其他林下产业。林下养殖和种植产业产值

比例之和达到全省林下产业的 80% 以上，所涉及的

农户人数达到林下产业的 95% 以上。可见，林下养

殖和种植业是四川省林下产业的支柱产业，产业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高于其他林下产业。

表 1 四川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表

类别 总计 林下种植业 林下养殖业 林产品采集业 森林景观利用

主要模式 /内容
林药、林菌、林粮、林果、林菜、
林草、林茶、林葛根、林笋、林
竹、林桑等

林 禽、林 畜、林 蜂、林
蛙、林麝、林蛇等

松茸、食用菌等
菌类和山野菜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 园、乡 村 森 林 景
点、野生动物观光等

面积
179 080 hm2 ( 其中，专业合作

社经营面积 117 333 hm2 )
专业合作社经营面积
41 800 hm2

产值 产值( 亿元) 76． 26 17． 6 40 6． 96 11． 7
比率( % ) 100 23． 08 52． 45 9． 13 15． 34

涉及 户数( 万户) 845． 44 380． 47 426． 19 26． 95 11． 83
农户数 比率( % ) 100 45． 00 50． 41 3． 19 1． 40

注: 产值数据时间为 2012 年上半年［2］。

林下产业是近 10 年来在四川乃至全国才受到

重视和发展的非木质林产品产业。整个产业的技术

和管理等尚处在探索中。四川省林下产业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如现

有的林下经济模式主要来源于经验，缺乏科学的支

撑和改良; 目前对林下经济的关注集中在其经济效

益方面，而对林下经济与林木生长、林地生态系统的

相互关系和影响等关注严重不足; 林下经济产业体

系也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产业链条可延伸空间

大; 全省尚未形成一个长远的规划和布局，产业发展

格局需要明确; 各市( 州) 也存在着林下经济产业特

色挖掘不深，对各自的林下产业前景、产业结构和区

位竞争力等了解不足等。因此，紧紧围绕全省林业

发展的战略思路，结合省内各市 ( 州) 的自然地理、
林业概况、社会经济等条件，明确全省林下产业的空

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十分重要。

2 林下经济产业空间结构分析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处长江上游，介于东经

92°21' ～ 108°12'和北纬 26°03' ～ 34°19'之间。全省

地形复杂，高低悬殊，表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依据

自然地理特征，全省可分为四川盆地、川西北高原和

川西南山地 3 大区域。其中: 四川盆地区域以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为主，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

主; 川西北高原区域属于高山高原高寒气候区，以高

山草甸植被为主; 川西南山地区域属亚热带半湿润

气候区，以高山针叶林和高山灌丛草甸为主
［5］。

林下产业对象，特别是林下经济植物，与林地的

树种、林 龄、密 度、郁 闭 度、冠 层 结 构 等 密 切 相

关
［6 ～ 8］。因而，区域林下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到

区域自然地理、森林植被、主要树种等特点。分析四

川各市( 州)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情况，结合全省现有

的四川盆地、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地 3 大不同自

然地理和森林植被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全省林下经

济产业从空间结构上可以划分为成都盆地平原及其

周边丘陵地区、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地 3 大区域。
2． 1 成都盆地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区

该区人口集中、交通优势显著，社会经济条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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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好。幅员面积约1 798. 22 × 104 hm2，林地面积

约777. 76 × 104 hm2，占幅员面积的 43. 25%［3］。区

域内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以盆周丘陵地区森林资源

较为丰富。森林树种以常绿阔叶为主。适宜发展和

阔叶树种具有生态适应性的林下种植和其他林下养

殖等产业。目前，该区域内各市( 区) 林下经济产业

以常见的蔬菜、中药材、食用菌等林下种植业和鸡等

家禽林下养殖业为主，森林景观利用业也是该区域

林下产业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2． 2 川西北高原地区

该区属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翼，人口密度低，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生态环境脆弱，生物多样性丰

富。幅 员 面 积 约 2 439. 42 × 104 hm2，林 地 约

1 131. 47 × 104 hm2，占幅员面积的 46. 38%［3］。森

林植被高山草甸为主。由于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生

物多样性丰富，因此要慎重人工引进林下植物和动

物，避免对生态系统的可能干扰。目前，区域内林下

种植和养殖以特色中藏药材、特色藏猪、特色藏鸡、
土鸡等为主。松茸、黑虎掌等野生菌和野山菜等林

产品采集业是该区域极有发展潜力的林下产业。
2． 3 川西南山地

该区为云贵高原的北延部分，地势起伏，以中山

山地和山原地貌为主。水土流失较严重，生物资源

和矿产资源丰富。幅员面积约 612. 27 × 104 hm2，林

地约 404. 63 × 104 hm2，占幅员面积的 66. 09%［3］。
相对其他区域林地资源较为丰富。区域属亚热带半

湿润气候区，以高山针叶林和高山灌丛草甸为主。
适宜大胆探索发展与针叶林具有生态适应性的林下

经济植物和其他林下养殖等产业。目前，区域内林

下种植业养殖业模式丰富多样，林鸡、林药、林茶等

模式较多。

3 林下经济产业的产业结构分析

3． 1 偏离—份额分析法基本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 ( Shift-Share Analysis) 是一

种目前被国际学术界普遍应用于分析地区发展差距

变动 决 定 因 素 的 经 济 学 基 本 方 法。基 本 原 理

为
［9，10，］: 1) 建立以研究区域所在的上一级大区域的

经济发展为参照的参考系; 2) 把研究区域自身经济

的变化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将其经济总量在某一

时期 的 变 动 分 解 为 份 额 分 量 ( 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 、结构偏离分量 ( the industrial effect) 和竞争

力偏离分量 ( the competitive effect) ; 3 ) 通过对分量

的分析，说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

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从而找出

研究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为区域未

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和建

议。该方法不仅可用于分析区域经济总量的变化，

也可用于分析区域各个产业( 如林下经济等
［10］) 的

变化。
3． 2 数学模型的建立

偏离—份 额 分 析 法 的 数 学 模 型 建 立 过 程 如

下
［9，10，］。

一个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 G) = 份额偏离分量

( RS) + 结 构 偏 离 分 量 ( PS ) + 竞 争 力 偏 离 分 量

( DS) 。
( 1) 份额偏离分量( RS)

RS = ∑y0i R ( 1)

式中: RS 为假定研究区域 i 产业均按照参考系该产

业所属部门 GDP 增长所应实现的增长偏离分量，代

表了参考系相应产业部门的发展趋势; y0i 为研究区

域产业的基期产值; R 为参考系各产业所属部门

GDP 增长量。把这种假定的增长水平同实际的增

长水平相比较，若 RS ＞ 0，表明相对于参考系，该产

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值越大发展前景越好; 反

之，同理。
( 2) 结构偏离分量( PS)

PS = ∑y0i R
0
i －∑y0i R = ∑y0i ( Ri － R) ( 2)

式中: PS 为研究区域 i 产业按参考系 i 产业增长率

计算的增长额与按参照系 i 产业所属部门 GDP 增

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偏离分量，代表了 i 产业的产

业结构基础情况; Ri 为参考系第 i 产业的增长率。
若 PS ＞ 0，则研究区域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表明

该产业具有较好的产业结构基础，值越大产业结构

基础更为合理; 反之，同理。
( 3) 竞争力偏离分量( DS)

DS = ∑y0i ri －∑y0i Ri = ∑y0i ( ri － Ri ) ( 3)

式中: DS 为研究区域第 i 产业按实际增长率所实现

的增长额与按参考系 i 产业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

偏离分量，反映了与参考系相比，研究区域在发展第

i 产业方面具有的相对竞争力; ri 为研究区域第 i 产

业的实际增长率; 则 DS ＞ 0，表明该产业比参考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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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产业增长快，在参考系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 反

之，同理。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G = RS + PS + DS = ∑y0i R +∑y0i ( Ri － R) +

∑y0i ( ri － Ri ) ( 4)

3． 3 结果和分析

选取了 2007—2011 年全省和省内各市( 州) 林

业部门相关产业数据进行分析。其中: 2007 年为基

期年，2011 年为目标年; 研究产业主要选择了与林

下产业紧密相关的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林产中

药材的种植与采集、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林业

旅游与休闲服务等产业 (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分析

内容不包括林下养殖相关产业) ; 研究区域为省内

各市( 州) ; 研究参考系为全省林业部门及相关产业。
研究期间各相关产业的增长量和增长率见表 2。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表 2 数据分析结果

见表 3。

表 2 2007 年 ～ 2011 年四川部分林业产业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

地区
林业总值 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 林产中药材种植与采集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2007 2011 增量 增长率 2007 2011 增量 增长率 2007 2011 增量 增长率 2007 2011 增量 增长率 2007 2011 增量 增长率

四川省 690． 86 1443． 91 753． 04 109 14． 31 33． 64 19． 33 135． 15 9． 60 14． 06 4． 46 46． 4 18． 65 38． 89 20． 24 108． 52 139． 56 299． 79 160． 23 114． 82
成都市 220． 33 314． 67 94． 34 42． 82 2． 10 6． 71 4． 60 219． 02 1． 18 2． 56 1． 38 117． 29 1． 03 1． 39 0． 37 36． 02 36． 95 43． 66 6． 71 18． 17
自贡市 9． 28 22． 91 13． 64 146． 97 0． 82 0． 22 － 0． 60 － 72． 83 0． 03 0． 03 0． 00 － 13． 67 0． 38 0． 22 － 0． 15 － 40． 7 0． 66 3． 52 2． 87 436． 18

攀枝花市 6． 34 15． 38 9． 04 142． 67 0． 07 0． 70 0． 63 874． 97 0． 01 0． 53 0． 52 5082． 52 0． 07 0． 12 0． 05 66． 98 0． 98 3． 98 3． 00 304． 26
泸州市 28． 39 74． 26 45． 87 161． 61 0． 83 2． 03 1． 20 144． 51 0． 19 0． 17 － 0． 02 － 11． 66 0． 36 0． 63 0． 27 76． 96 4． 80 21． 87 17． 08 355． 97
德阳市 9． 11 21． 72 12． 60 138． 35 0． 15 0． 37 0． 22 150． 78 0． 20 1． 00 0． 80 397． 21 0． 06 0． 07 0． 01 15． 64 2． 93 6． 24 3． 30 112． 58
绵阳市 42． 07 86． 60 44． 54 105． 87 0． 12 0． 43 0． 31 264． 34 0． 89 1． 17 0． 28 31． 12 0． 81 1． 18 0． 36 44． 6 7． 43 17． 18 9． 75 131． 19
广元市 22． 47 70． 87 48． 40 215． 34 1． 62 4． 11 2． 49 153． 65 0． 65 0． 14 － 0． 51 － 78． 2 0． 98 2． 06 1． 08 109． 55 3． 76 16． 64 12． 89 342． 88
遂宁市 15． 24 37． 89 22． 65 148． 56 0． 10 1． 06 0． 95 917． 5 0． 58 0． 45 － 0． 12 － 21． 4 0． 05 0． 44 0． 39 873． 33 2． 28 7． 64 5． 37 235． 84
内江市 11． 15 21． 14 10． 00 89． 66 0． 39 0． 59 0． 20 49． 73 0． 02 0． 18 0． 16 1057． 89 0． 47 0． 48 0． 01 1． 61 0． 57 3． 08 2． 51 443． 48
乐山市 52． 81 121． 45 68． 64 129． 96 0． 68 0． 78 0． 10 14． 21 0． 22 0． 56 0． 34 159． 16 2． 93 8． 27 5． 35 182． 74 17． 81 42． 59 24． 78 139． 16
南充市 24． 32 55． 22 30． 89 127． 03 0． 38 1． 55 1． 17 303． 31 0． 31 0． 36 0． 05 15． 7 0． 07 0． 11 0． 03 44． 59 2． 21 10． 77 8． 56 386． 89
眉山市 25． 69 128． 66 102． 97 400． 89 0． 20 1． 04 0． 84 419． 51 0． 06 0． 02 － 0． 05 － 74． 42 0． 39 1． 05 0． 66 169． 57 2． 79 11． 76 8． 97 321． 99
宜宾市 35． 65 91． 51 55． 86 156． 67 1． 15 3． 76 2． 60 225． 72 0． 18 1． 29 1． 11 605． 29 2． 66 4． 65 1． 99 75． 01 2． 66 13． 72 11． 07 416． 17
广安市 13． 51 32． 64 19． 13 141． 64 0． 57 0． 54 － 0． 03 － 5． 31 0． 69 0． 48 － 0． 21 － 29． 99 0． 16 0． 12 － 0． 04 － 24． 63 2． 06 8． 44 6． 37 308． 66
达州市 14． 33 51． 60 37． 27 260． 14 0． 70 2． 64 1． 95 279． 86 0． 69 0． 84 0． 16 22． 68 0． 73 1． 66 0． 93 127． 45 3． 14 9． 60 6． 46 205． 45
雅安市 22． 85 70． 38 47． 53 207． 97 0． 24 1． 12 0． 89 376． 18 0． 27 0． 48 0． 21 76． 76 6． 09 12． 15 6． 06 99． 45 3． 50 20． 59 17． 09 488． 44
巴中市 11． 79 33． 92 22． 13 187． 75 1． 02 2． 31 1． 30 127． 38 0． 28 1． 28 1． 00 361． 36 0． 88 2． 06 1． 18 133． 26 0． 30 7． 63 7． 33 2441． 9
资阳市 32． 25 55． 89 23． 64 73． 28 0． 11 0． 29 0． 18 171． 62 0． 18 0． 21 0． 02 13． 38 0． 00 0． 00 0． 00 100 3． 44 6． 89 3． 46 100． 61
阿坝州 40． 54 50． 76 10． 22 25． 21 0． 06 0． 01 － 0． 05 － 82． 87 0． 21 0． 27 0． 06 28． 74 0． 02 0． 00 － 0． 02 － 100 33． 08 28． 58 － 4． 50 － 13． 61
甘孜州 13． 30 19． 77 6． 47 48． 66 0． 57 0． 54 － 0． 03 － 5． 66 2． 52 1． 47 － 1． 05 － 41． 65 0． 14 0． 11 － 0． 04 － 25． 04 4． 65 8． 21 3． 56 76． 53
凉山州 33． 23 58． 80 25． 58 76． 97 2． 42 2． 69 0． 27 11． 27 0． 26 0． 58 0． 32 125． 78 0． 34 2． 02 1． 68 494． 43 3． 47 7． 19 3． 72 107． 2

注: 数据参考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2，13］，省内各市( 区) 数值由四川省林业厅提供。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产业: 蘑菇、菌类、竹笋、香椿等森林食品的人工种植及其

野生产品的采集，山野菜的采集，湿地中的莲藕、茭白等蔬菜的人工种植及其野生产品的采集; 林产中药材种植与采集: 主要用于中药配制以及中成药加工的药材

植物的人工种植及野生中药材植物的采集，包括木本中药材和草本中药材;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茶、可可、咖啡等饮料作物的种植、采集和简单加工; 林业旅游

与休闲服务: 以经营为主的森林旅游、自然保护区旅游、林产动植物旅游与休闲、湿地旅游、沙地旅游与休闲活动。

表 3 四川部分林业产业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单位:亿元)

地区
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 林产中药材的种植与采集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RS PS DS G RS PS DS G RS PS DS G G RS PS DS G
成都市 2． 29 0． 55 1． 76 4． 60 1． 29 － 0． 74 0． 84 1． 38 1． 12 0． 00 － 0． 74 0． 37 10． 67 40． 27 2． 15 － 34． 48 7． 95
自贡市 0． 89 0． 21 － 1． 70 － 0． 60 0． 03 － 0． 02 － 0． 02 0． 00 0． 41 0． 00 － 0． 57 － 0． 15 0． 84 0． 72 0． 04 2． 13 2． 89

攀枝花市 0． 08 0． 02 0． 53 0． 63 0． 01 － 0． 01 0． 52 0． 52 0． 08 0． 00 － 0． 03 0． 05 1． 29 1． 07 0． 06 1． 90 3． 03
泸州市 0． 91 0． 22 0． 08 1． 20 0． 21 － 0． 12 － 0． 11 － 0． 02 0． 39 0． 00 － 0． 11 0． 27 1． 73 5． 23 0． 28 11． 73 17． 24
德阳市 0． 16 0． 04 0． 02 0． 22 0． 22 － 0． 13 0． 70 0． 80 0． 07 0． 00 － 0． 06 0． 01 4． 16 3． 20 0． 17 0． 03 3． 40
绵阳市 0． 13 0． 03 0． 15 0． 31 0． 97 － 0． 56 － 0． 14 0． 28 0． 89 0． 00 － 0． 52 0． 36 6． 77 8． 10 0． 43 1． 46 9． 99
广元市 1． 77 0． 42 0． 30 2． 49 0． 71 － 0． 41 － 0． 81 － 0． 51 1． 07 0． 00 0． 01 1． 08 18． 71 4． 10 0． 22 8． 70 13． 01
遂宁市 0． 11 0． 03 0． 81 0． 95 0． 63 － 0． 36 － 0． 39 － 0． 12 0． 05 0． 00 0． 34 0． 39 1． 48 2． 48 0． 13 2． 83 5． 44
内江市 0． 43 0． 10 － 0． 34 0． 20 0． 02 － 0． 01 0． 15 0． 16 0． 51 0． 00 － 0． 50 0． 01 2． 75 0． 62 0． 03 1． 88 2． 53
乐山市 0． 74 0． 18 － 0． 82 0． 10 0． 23 － 0． 13 0． 24 0． 34 3． 19 － 0． 01 2． 17 5． 35 3． 13 19． 41 1． 04 4． 93 25． 38
南充市 0． 42 0． 10 0． 65 1． 17 0． 33 － 0． 19 － 0． 09 0． 05 0． 08 0． 00 － 0． 05 0． 03 8． 72 2． 41 0． 13 6． 09 8． 63
眉山市 0． 22 0． 05 0． 57 0． 84 0． 07 － 0． 04 － 0． 08 － 0． 05 0． 43 0． 00 0． 24 0． 66 1． 95 3． 04 0． 16 5． 87 9． 06
宜宾市 1． 26 0． 30 1． 04 2． 60 0． 20 － 0． 11 1． 02 1． 11 2． 90 － 0． 01 － 0． 89 1． 99 3． 34 2． 90 0． 15 8． 10 11． 15
广安市 0． 63 0． 15 － 0． 81 － 0． 03 0． 75 － 0． 43 － 0． 52 － 0． 21 0． 18 0． 00 － 0． 21 － 0． 04 5． 44 2． 25 0． 12 4． 07 6． 44
达州市 0． 76 0． 18 1． 01 1． 95 0． 75 － 0． 43 － 0． 16 0． 16 0． 79 0． 00 0． 14 0． 93 7． 61 3． 42 0． 18 2． 95 6． 56
雅安市 0． 26 0． 06 0． 57 0． 89 0． 30 － 0． 17 0． 08 0． 21 6． 64 － 0． 03 － 0． 55 6． 06 2． 73 3． 81 0． 20 13． 19 17． 21
巴中市 1． 11 0． 27 － 0． 08 1． 30 0． 30 － 0． 17 0． 87 1． 00 0． 96 0． 00 0． 22 1． 18 3． 54 0． 33 0． 02 6． 99 7． 34
资阳市 0． 12 0． 03 0． 04 0． 18 0． 20 － 0． 11 － 0． 06 0． 02 0． 00 0． 00 0． 00 0． 00 8． 57 3． 75 0． 20 － 0． 37 3． 57
阿坝州 0． 07 0． 02 － 0． 14 － 0． 05 0． 23 － 0． 13 － 0． 04 0． 06 0． 02 0． 00 － 0． 03 － 0． 02 2． 16 36． 06 1． 93 － 41． 38 － 3． 40
甘孜州 0． 62 0． 15 － 0． 80 － 0． 03 2． 75 － 1． 58 － 2． 22 － 1． 05 0． 15 0． 00 － 0． 19 － 0． 04 0． 65 5． 07 0． 27 － 1． 63 3． 72
凉山州 2． 63 0． 63 － 2． 99 0． 27 0． 28 － 0． 16 0． 20 0． 32 0． 37 0． 00 1． 31 1． 68 13． 04 3． 78 0． 20 － 0． 15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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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产业

RS 均大于 0，表明该产业在全省各市( 州) 均表

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其中: 凉山州值最大，其次为

成都市、广元市; 最小值为阿坝州; PS 也均大于 0，

表明在全省各市( 州) 该产业均表现为快速增长，产

业结构基础较好。其中: 凉山州其值最大，其次为成

都市、广元市，最小阿坝州; DS 反映了该产业在全省

中的区位竞争力优劣，全省 21 个市 ( 州) 中，有 13
个值大于 0，其中: 成都市值最大，其次为宜宾市、达
州市，最小值为凉山州。

分析可见，全省各市( 州) 均比较重视该产业发

展，产业在全省发展前景广阔，产业结构基础也较为

合理。川西南部山区的凉山州该产业发展前景和产

业基础结构最好，但其区域竞争力处于劣势，需要通

过多种措施大力提升产业区域竞争力，使产业发展

潜力得到充分挖掘。由 G 值可知，成都、广元、宜宾

等盆地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区产业的前景、结构、区
域竞争力等的综合优势最为明显，适宜大力提倡该

产业的发展。
( 2) 林产中药材的种植与采集

同森林食品的种植与采集产业一样，本产业 RS
均大于 0，产业发展前景较好。其中，甘孜州值最

大，其次为成都市、绵阳市，攀枝花市最小; PS 均小

于零，说明产业在各市( 州) 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基

础薄弱。其中，攀枝花市其值最大，其次为内江市、
自贡市，最小值为甘孜州; DS 值中仅有 9 个市( 州)

大于 0，其中，宜宾市最大，其次为巴中市、成都市，

最小值为甘孜州。
分析可见，虽然该产业在全省也表现出良好的

发展前景，但产业结构基础普遍偏弱，区域竞争力有

优有劣，因而全省需要全面统筹完善产业结构基础

建设，针对性加强区域竞争力优势发展。位于川西

北高原甘孜州该产业发展前景最好，但产业结构和

竞争力又最为薄弱，综合优势排名最后。位于川西

南山地的攀枝花市产业发展前景不乐观，但产业结

构基础又较好。由 G 值来看，成都、宜宾、巴中等盆

地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区优势最为明显。
( 3)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

RS 值均大于 0，全省发展前景较好。其中: 雅

安市值最大，其次为乐山市、宜宾市，最小值为资阳

市。这表明在盆地周边丘陵地区该产业发展前景最

好。PS 值除宜宾、乐山、雅安外，各市 ( 州) 产业结

构基础优劣势相差不显著。其中，雅安市值最小;

DS 值仅有 8 个市( 州) 大于 0，全省依次以乐山市、
凉山州、遂宁市最大，自贡、成都、宜宾依次最小。由

G 值来看，雅安、乐山、宜宾、凉山州最大，甘孜、广

安、自贡依次最小。可见，西南山区和盆地周边山区

产业发展综合优势最为明显。
( 4)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RS 均大于 0，全省发展前景较好。成都市最

大，其次为阿坝州、乐山市，该 3 市( 州) 值要显著大

于其他市( 州) ，最小值为自贡市、内江市、巴中市。
表明盆地周边区域和川西北高原区产业发展前景

好。PS 均大于 0，全省产业结构基础均较好。各市

( 州) RS 值排名和 PS 值排名一致，以成都市最大，

其次为阿坝州、乐山市，最小为自贡市、内江市、巴中

市。表明盆地周边区域和川西北高原区产业前景和

结构基础均较好。DS 值除凉山州、资阳市、甘孜州、
成都市和阿坝州小于 0 外，其他市州均大于 0，其中

雅安市最大，其次为泸州、广元市，成都市和阿坝州

值最小且显著小于其他各市区。由 G 值分析综合

优势，乐山市最大，其次为泸州市、雅安市，最小为内

江、阿坝州。可见，盆地周边丘陵山区林业旅游与休

闲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优势较为显著。

3 结论及建议

基于全省林下经济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

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两方面对全省林下经济产业进

行了分析，结论及建议如下。
在空间结构上，根据对全省自然地理、森林资

源、森林植被等因素的分析，建议将全省林下产业布

局区划为成都盆地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地区、川西北

高原、川西南山地 3 大区域，不同区域林下产业发展

要注意与区域森林植被和主要树种的生态适应性，

明确区域林下经济发展主要特色、特点及趋势。
在产业结构上，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发

现，1) 产业发展前景方面，各市( 州) 林下经济相关

产业发展前景均较好。2) 产业结构基础方面，森林

食品的种植及采集、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产业在各

市( 州) 均较好; 林产中药材的种植与采集产业在各

市( 州) 普遍偏弱，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产业在

各市( 州) 相差不大。3 ) 区位竞争力方面，各产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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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 标 准 地 调 查 及 数 据 统 计，8 a 黄 栀 子 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71 kg，8a 金银花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38 kg，6 a 黄连每 0. 067 hm2

地下

部分鲜重13 300 kg。从黄栀子和金银花地上部分

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三者间均呈现极显著相关，即黄栀子和金银花地

下部分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上部分的生长，

从而影响其鲜花的产量，因此对黄栀子和金银花提

供良好的立地条件可以大大提高干花产量，从而提

高经济效益。通过对黄连地上部分鲜重和地下部分

鲜重进行显著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间不存在

显著性相关，即黄连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生长情况

间可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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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陆维丽，秦敬克，汤文件，等． 不同工艺提取老鹰茶总黄酮含

量的比较［J］．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学报，2009，3 ( 26 )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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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川西北高原区的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区域竞争

力均处于劣势外，在不同市( 州) 竞争力优势各不相

同。各市( 州) 应根据分析结果，明晰自身产业资源

禀赋、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挖掘优势产业空间，推

动前景产业发展，针对性整合资源，完成产业劣势扭

转，实现林下产业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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