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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金阳县林地资源分布和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将金阳县划分为低山河谷地带、二半山区及高山区 3 个林

下经济发展区。针对 3 个分区区域特征提出相应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为金阳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依据。
关键词: 金阳县; 林下经济; 分区; 模式

中图分类号: S7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508( 2015) 05 － 0122 － 03

Discussion on Under-For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Jinyang County

ZHONG Ting-you1 LI Xiu-qiong2 MIN Sheng-biao3 ZHU Zhi-fang3
( 1． Forestry Bureau of Jinyang County，Jinyang 617100，China;

2． Liangshan Prefecture Forestry Survey Plan and Design Institute，Xichang 615500，China;

3．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Chengdu 610081，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stry land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st in-
dustry，three under-for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in Jinyang County were divided，namely valley and
low mountain zone，middle mountain zone and high mountain zone． Meanwhile，the under-for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three zones，and they would be the useful reference to guid-
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under forests in th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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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充分

利用林地资源和森林资源，通过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多种手段

提高林地综合利用率和经营效益，达到经济社会发

展与森 林 资 源 保 护 双 赢 的 一 种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模

式［1 － 3］。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绿色、生态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林下经济具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金阳县林地资源十分丰富，近

年来林业产业发展迅速，是四川省十大林业产业发

展重点县和 25 个林业产业强县之一，但县域内丰富

的林下资源尚未充分挖掘。本文分析了金阳县林业

产业现状，对金阳县林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分区，

确定了各分区的适宜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为金阳县

政府发展林下经济，助农增收提供科学依据。

1 金阳县林业产业发展概况

1． 1 森林资源

根据金阳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2010 年 ～ 2020
年) 成果，全县林地总面积为90 031. 4 hm2，占国土

面积 的 56. 70%。林 业 用 地 中: 有 林 地 30 125. 3
hm2，占 33. 46% ; 灌木林地42 036 hm2 ( 其中特灌林

14 967. 9 hm2，占 16. 63% ) ，占 46. 69% ; 疏 林 地

1 676 hm2，占 1. 86% ; 未 成 林 地 17 001 hm2，占

18. 88% ; 苗圃地 9. 6 hm2，占 0. 01% ; 宜林地( 包括

无立木林地) 14 484 hm2，占 16. 09% (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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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阳县林地资源现状( hm2 )

1． 2 林业产业发展状况

2014 年，金阳县林业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

提出的“生态红线”和“立足生存抓林业、立足涵水

抓绿化、立足产业抓造林”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三

带”林业产业( 青花椒、核桃、华山松) 体系。据统

计，全县 2014 年林业总产值达 6. 96 亿元，其中: 青

花椒产值 3. 85 亿元; 核桃产值 1. 8 亿元，其他林业

产值 1. 31 亿元。由此可见，金阳县的林业产业已初

具成效。特色青花椒、优质核桃、白魔芋已成为金阳

县的特色支柱产业。

2 金阳县林下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2． 1 政策优势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4］，首次将林

下经济发展作为国策进行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国

家对我国林业建设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金阳县

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

决定》和《关于 2012 年 ～ 2015 年期间加快推进林业

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大力扶持发展林下种养殖业

等林下经济的重要决定。制定实施免费提供优良育

种，免费发放底肥，政府按市场价格制定保护价等一

系列扶持政策，大力引导发展林下经济［5 － 9］。
2． 2 自然条件优越

金阳县拥有林地面积90 031. 4 hm2，占国土面

积的 56. 70%，森林覆盖率为 28. 40%。丰富的林地

资源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县有平

坝、台地、低山、低中山、中山、高山、山原、丘状高原

8 种地貌类型，气候温和，水量适中，日照充足，物种

多样性丰富。全县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呈现明显的

带谱规律，隶属 36 科 52 属 78 种，珍稀野生植物主

要有黄连木、银杏、红豆树等; 野生动物种类较多，兽

类动物 30 余种，鸟类 30 余种; 爬行类有穿山甲、蟒、
腹蛇、眼镜蛇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金丝猴、苏门

羚、猞猁、金雕、扭角羚等。森林中蕴藏着许多林药、
野生食用菌等植物等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有重要的

保存价值，而且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开发价值，不但为

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资源，也为林下

经济产业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2． 3 市场需求量大

作为“中国白魔芋特产之乡”，独特的自然地理

条件造就了金阳县的白魔芋具有色白、板平、浆汁饱

满、无粗皮、无杂质等特点，其营养丰富，用途广泛。
该地生 产 的 白 魔 芋 所 含 葡 甘 聚 糖 比 其 它 魔 芋 高

30% ～40%，粘度比其它魔芋高 40% ～ 66%，被誉

为东方“魔芋王”。2006 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金

阳白魔芋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白魔芋系列加工

产品历年来多次荣获国际国内食品博览会金奖，荣

获绿色食品证书，远销国内外，发展势头良好。然

而，有限的 耕 地 资 源 ( 耕 地 面 积 仅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6. 7% ) 远远不能满足作为传统优势农业资源的白

魔芋的大面积发展。林下养殖生产的鸡肉质好，风

味佳，符合现代人要求的无公害食品标准，具有广泛

的市场发展前景。同时，鸡产生的粪便为树林的生

长提供优质的有机肥料，解决了粪便污染，减少了化

肥用量。林下养鸡，可以形成以草养鸡、以牧促林、
以林护牧的良好生态循环，是未来林下经济产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
2． 4 群众积极性高

金阳县广大农民经济来源十分有限。充分利用

该县林地资料丰富的优势，因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

种植、养殖业和森林生态旅游，对调整当地产业结

构，提高广大林区群众的经济收入，极易被广大林农

接受，还能够能提高当地群众保护森林、利用森林的

自觉性和参与性。2014 年，该县在派来镇、芦稿镇、
桃坪乡等乡( 镇) 率先实施青花椒林下套种魔芋标

准化示范种植 67 hm2，扣除成本，每 0. 067 hm2 增加

经济收入3 350元，平均每 0. 067 hm2 青花椒林上林

下立体经济收入达到7 400元，深受林农欢迎。

3 金阳县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根据地形地貌，以及气象等条件，以海拔为主导

分区因子，结合金阳县实际，将金阳县林下经济划分

为 3 个区。分别为低山河谷地带区、二半山区、高山

地区( 图 2) 。各区域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模式为:

( 1) 低山河谷地带区

包 括对坪、芦稿、山江等13个乡( 镇) 36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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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林下经济发展分区

海拔在1 200 m 以下。该区域被为沿江经济综合开

发带，产业发展主要方向是利用良好的光热条件和

交通、劳动力等优势，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发展

蚕桑、蔬菜、甘蔗以及脐橙等热带水果。该区域青花

椒资源丰富，适宜的林下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为青花

椒 + 白魔芋。白魔芋较耐旱，适宜种植在海拔1 500
m 以下，空气湿度相对高一些的半阴半阳地区。

( 2) 二半山区

包括红联、木府、桃坪等 25 个乡 84 个村，海拔

1 200 m ～ 2 200 m。该区域为为二半山多种经营

带。产业发展方向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

力发展具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经济林木，促进

农民增收，实施产业化基地建设，突出规模效益。近

几年该区域发展了大面积的核桃，且多为矮化、低密

度种植，林下空地资源丰富，适宜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为核桃 + 花魔芋。花魔芋的适应性较强，产量较高，

适宜种植在海拔1 700 m 以上地区。
白魔芋和花魔芋的种 植 密 度 可 在3 000 株·

hm －2 ～ 20 000株·hm －2之间。种芋大小为 200 g ～
300 g 时，建议种植规格为( 25 cm ～ 30 cm) ，净种密

度约5 600株·hm －2。
( 3) 高山地区

包括热柯觉、高峰、依达等 11 个乡 55 个村，海

拔2 200 m 以上。该区域适宜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为

华山松 + 牧草，林下养殖。推行林下养殖、林下种

草、林间放牧等，利用退耕林、生态林等资源优势，大

力实施林下种草并示范推广，让退耕还林与促农增

收工程相得益彰，增加老百姓收入。
金阳县林下经济产业分区情况见表 1。

表 1 金阳县林下经济适宜性分区

区域
名称

海拔范围
( m)

年均温
( ℃ ) ≥10℃积温 涉及乡镇 适宜林下经济产业

Ⅰ ＜ 1 200 20． 3 7 300 对坪、芦稿、山江等 13 个乡镇 36 个村 青花椒 + 白魔芋
Ⅱ 1 200 ～ 2 200 15． 2 4 300 红联、木府、桃坪等 25 个乡 86 个村 核桃 + 花魔芋
Ⅲ ＞ 2 200 10． 5 2 800 热柯觉、高峰、依达等 11 个乡 55 个村 华山松 + 牧草，林下养殖

Ⅰ: 低山河谷地带区;Ⅱ: 二半山区;Ⅱ: 高山地区。

4 结论及讨论

林下经济是充分利用林区丰富的林地资源，在

林冠下开展林、农、牧、游等多种活动，以充分利用林

下自然条件、土地资源和林荫空间，为林农实现增收

致富创造的一种新途径。国内外专家针对所处的区

域森林资源和经济发展要求，提出了适宜本区域的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1 － 2，4 － 6］。金阳独特的气候条件

和森林资源造就了其林下丰富的特色资源，包括药

材、食用菌、森林蔬菜及野生动物等。林下养殖是一

项收益高、见效快、生态效益好的森林复合立体养殖

业，它不与种植业和其他养殖业争地、争粮，能实现

林地短、长期效益的有效结合，加快林区群众致富步

伐。近些年，金阳县的热柯觉、南瓦、派来等山区农

户开展了林间养鸡、养蜂等，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依托金阳特色经济林基地及商品林基地建设，

充分利用林经、林药间套种模式，在青花椒和核桃林

下大力发展以金阳白魔芋、花魔芋为主导产业的林

下复合种植基地，在以华山松为代表的商品用材林

基地和薪炭林基地发展林下养殖、林下种草、林间放

牧等林下种植、养殖业，以充分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

和经济收益，增加林地植物覆被率，提高林地水土保

持功能，发展生态经济型复合立体林业产业。根据

各区自然地理特点，在低山河谷地带持续抓好青花

椒林套种白魔芋产业，二半山区大兴核桃林套种花

魔芋产业，高山地区实施华山松林套种牧草工程、套
养畜禽林牧产业，实现农民“林上有果摘，林中有畜

养，林下有芋挖，包里有钱装”的增收致富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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