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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江油市林业产业和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提出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抓住“两大工程”以及国家实施野生

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大力扶持森林公园建设的历史机遇，围绕森林食品、药物、林副产品加工，竹藤

花卉苗木、森林公园等 5 大产业化建设，提高江油市林产业竞争力和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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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Jiangyou Forestry
Industry and Sustainable Fore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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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 situation of Jiangyou forestry industry and forest resource，it is put forward
that use is made of its resource advantage to catch hold of chances of the " two big projects" (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wild animal and plant protection and the nature protection area building projects) ，and
focus on the forest food，herbal medicine，byproducts，bamboo and rattan，flowers and seedlings，forest park
and so on，thus promoting the feasibility of enhancing the forest product industry competitive ability and
fore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iangy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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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油市林业的基本概况

江油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幅员面积

271 993. 00 hm2，林地面积144 190. 54 hm2，具有丰

富的森林资源。据 2012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和观

雾山自然保护区本底调查: 全市有林地128 158. 54
hm2，疏林地 816. 89 hm2，灌木林地13 897. 44 hm2，

森林面积128 194. 02 hm2，森林覆盖率 47. 1%，活立

木蓄积量9 031 265 m3。

2 林业产业化的概念

产业指的是某类有共同特征的企业群或企业集

合。而第一产业的产业化的概念是从种养业的产业

化实践中提出来的，是在贸工农一体化基础上的延

伸和发展。
林业的产业化，首先应清楚林业的产业划分。

在经济学中，人们常把以种养殖业为特征的大农业

定义为第一产业，将加工业、建筑业等工业划为第二

产业，将金融业、服务业、物流业归为第三产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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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林业也就是育林学和造林学，可以说就是第

一产业，而广义的林业还包括林产品加工、林木采运

等，他们分属于第二、三产业［1，2］。
林业的产业化其内涵为: 首先，林业产业的系统

化。林木的培育、林业基地的建设、龙头企业加工和

成品的销售等各个林业生产环节应构成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条和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不会

实现林业的真正产业化。同时，系统内部实行专业

化的分工，以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林业的生产效

率。其次，要保证产业化链条的紧密牢固，要求一种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和农户风险共担、利
益同沾。同时，龙头企业应主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

反哺林业，支持林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是整个产

业链条实现良性循环。再次，在产业化过程中，龙头

企业应采用产业化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公司 + 基

地 + 农户”的组织经营方式，一头连市场，一手连农

户，这 样 才 会 使 生 产 出 来 的 产 品 不 会 与 市 场 脱

节［3，4］。

3 提高江油市林业产业竞争力和林业可持

续发展的思路

3． 1 正确认识当前林业产业发展形势

长期以来，由于对发展林业产业的认识仍不到

位，对林业生态建设与产业建设两大体系相互关系

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和深刻; 没有生态的林业产业是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能长久［5，6］。没有产业的林

业，是没有地位的林业、没有活力的林业、没有后劲

的林业，也是没有前途的林业。江油市林业产业总

体呈现起步迟、发展慢、规模小、比重低、科技含量

低、结构不合理、集约化经营程度不高、单位面积产

量低、经济效益差的状态，突出表现为一、二、三产业

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大型龙头企业少，产业链条短，

加工增值能力弱，林业职工和林区群众增收缓慢等。
3． 2 江油市发展林业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

资源的闲置应该是一种浪费，资源就是产业发

展的根本［7，8］，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办成一个大产

业［9］，江油市完全有条件发展林业产业化，并且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要充分认识林业产业发展

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
3． 2． 1 森林植物资源得天独厚。江油市有着丰富

的森林资源，境内主要植物有 169 科 581 属 1111
种，有珍贵的国家 I 级保护植物红豆杉、珙桐和四川

省省仅在江油特有白皮松树种、世界濒危物种距瓣

尾囊草，还有大量的马尾松、柏木、杉木、桤木、栎、
漆、竹、板栗、核桃等; 药用植物有: 党参、天麻、杜仲、
辛夷、当桂、枣皮、柴胡、五味子、金银花等; 花卉有:

山茶、杜鹃、牡丹、兰花、菊花等; 山野菜有: 竹笋、蕨
菜、香椿等。
3． 2． 2 野生动物资源种类繁多。全市脊椎动物有

5 纲 31 目 97 科 335 种，其中哺乳纲有 7 目 24 科 65
种，鸟纲有 16 目 50 科 210 种，爬行纲有两目 8 科 18
种，两栖纲有两目 6 科 13 种，鱼纲有 4 目 9 科 29
种。境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7 种，其中国家 I 级

重点保护动物有豹、云豹、林麝等 3 种，国家 II 级重

点保护动物有猕猴、藏酋猴、黑熊、豺、红腹锦鸡、红
腹角雉等 34 种。
3． 2． 3 土壤气候条件适宜林业产业化基地建设。
江油市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16. 2℃，

全年≧ 10℃的有效积温5 021℃，无霜期 271 d，年平

均降雨量1 143 mm，日照1 357. 6 h，具有降雨量充

沛、日照适中，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多种野生动植物生

长、繁殖，是发展培植林业产业基地不可替代的前提

条件。
3． 2． 4 地理位置优势十分明显。具有“李白故里，

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华夏诗城”之称江油市，交通

便利，通讯发达，宝成铁路纵贯全境，公路四通八达，

为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和林产品流通创造了十分优越

的交通条件。
3． 2． 5 林产工业开始启动。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建

起骏安木业、众城木业、盛兴木业等，产业龙头企业

初具雏形。
3． 3 林业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3． 3． 1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中央和四川省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有

关政策，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的思

路，围绕大地增绿、农民增收的目标［10］，以林业六大

产业门类建设为依托，以名、优、特、新林产品加工生

产经营为突破口，依靠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创

新运行机制，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加快绿山富民强林

建小康进程［11］。
3． 3． 2 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尊重自然和经济规律，推进

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森林资源培育、保护

与合理开发并重，实现青山长在，永续利用［12］。
科学规划、区域化布局原则。以增收增产增效

为目的，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药则药，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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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经营，做大做强。
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发展原则。实现投资主

体多元化，鼓励全社会兴办林业产业，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13］。
多予、少取、放活原则。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扩

大城乡就业，减轻企业和林农负担，强化对林业产业

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实现林农和林业职工收入较快

增长［14］。
科技创新、优质高效原则。强化科技服务，注重

科技创新，提高林业科技含量，实现林业产业的优质

高产高效［15］

3． 3． 3 发展战略

坚持走具有特色的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和科学

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
3． 3． 4 林业产业特色定位

主要围绕林产食品、林产药物、林副产品加工、
苗木花卉、森林生态旅游，大力推动林业产业化。
3． 3． 5 发展思路

抓住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野生动植物

保护工程的历史机遇，依托江油市丰富的森林资源

和紧靠成都、绵阳大市场的交通区位优势，以林业生

态环境和林业产业化建设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

和现代经营管理为手段，以转变森林资源经营方式，

充分利用森林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及树皮、树
液( 树脂) 和森林景观为突破口，着力实施林产食

品、林产药物、林副产品加工、珍稀苗木花卉、森林生

态旅游等五大林业产业工程，努力推动林业产业和

绿色经济快速发展［16］。
3． 3． 6 林业产业和可持续战略重点

3． 3． 6． 1 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历史机遇，大

力营造适宜江油市气候土壤条件的林产食品、林产

药物、苗木花卉基地，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林基地，形

成产业优势。
3． 3． 6． 2 抓住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机遇，大力

开展封山育林和荒山造林，进一步完善森林资源保

护规划和措施，促进天然林恢复性快速增长，在不影

响生态前提下，利用树脂、树皮大力发展松脂和栓皮

加工工业，开发林副特色产品，形成产业优势［16 ～ 18］。
3． 3． 6． 3 抓住国家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建设工程，大力扶持森林公园建设的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一是加强观雾山自然保护区

和珍稀野生动物繁育基地建设，不断增加珍稀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不断提高江油的国际国内知名度，为

发展生态旅游创造良好生态环境条件。二是积极开

展一般性野生动物繁殖，依托大户建立野珍稀野生

动物养殖地，结合生态旅游积极开展人工饲养野生

动物投放狩猎，形成野生动物养殖、观光、狩猎及野

生动物产品加工利用产业链，实现野生动物科学繁

殖利用产业化。三是开展珍稀植物开发利用，科学

规划和建立以红豆杉、白皮松、兰科植物为主的珍稀

植物园，发展珍稀植物观光生态旅游。四是充分利

用铁路、高速公路过境江油，距成都、绵阳大城市近、
交通便捷的优势，大力加强森林公园建设，积极利用

森林景观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充分挖掘和包装森

林旅游景点，积极争取将窦团山、佛爷洞、养马峡、老
君山等著名森林景点建成国家或省级森林公园，精

心打造江油生态旅游精品景点。
3． 4 推动林业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主要措施

3． 4． 1 政府将林业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列入经营

绿色江油、发展绿色经济、创建森林城市的战略突破

口，结合江油的森林资源优势，认真制定林业产业化

建设发展规划，确定林业产业化建设发展项目。
3． 4． 2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抓好林业产业化招商

引资工作，加大林业产业发展项目招商引资力度，制

定林业产业发展项目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3． 4． 3 着重培养重点林业产业化项目，发展龙头企

业数量，市场竟争力，经营规模带动林农有新突破。
首先进一步完善企业联系机制，建立建全企业信息

库，积极为龙头企业提供新品种和新技术及市场营

销，融资招商引资等信息服务。二是引导企业拓展

市场，加强技改的合作，建立与林农联接机制，发挥

龙头企业作用，带动林农致富，使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增强市场竟争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努力实现企

业与林农“双赢”。三是争取国家、省、市对江油林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加强联系，运用好政策，

促进企业大发展。四是大力营造“扶持企业就是扶

持林农”的气氛，抓好龙头企业的对外宣传，扩大企

业的知名度，打造优势龙头企业，林产品品牌。
3． 4． 4 围绕森林食品、药物、林副产品加工，竹藤花

卉苗木、森林公园等五大产业化建设重点，选择基础

条件较好，有一定规模，近期见效快、投资风险小的

发展项目。如板栗、核桃园优良品种嫁接改造、防虫

施肥、修剪管理，红豆杉、白皮松、兰科植物基地建

设，松脂、栓皮的采割与加工，森林公园建设等为切

入点和突破口，实行分系列、分项目，由点到面，由易

到难，由小区域到大规模，由小市场到大市场逐步实

施。
3． 4． 5 切实加强林业产业化建设领导，建立健全林

621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6 卷



业产业发展项目目标责任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人

马，一套考核奖惩办法，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坚持层层抓点和大户带动、企业带动战略，将任

务分解落实到项目、山头和人头，确保林业产业发展

项目科学实施。
3． 4． 6 围绕林业产业化建设，切实加强有关方面的

人才培训培养。一是要加强市、镇、乡党政干部的培

训培养，党政干部不仅要提高政策法规和理论水平

及领导组织能力，也要熟悉一点森林食品、药物、林
产品加工、花卉苗木、森林生态旅游方面的业务知

识，充分发挥党政干部组织林业产业化建设的坚强

领导作用。二是要加强中高级科技人才的培训培

养，尤其要加强林业、园艺、花卉、食品保鲜加工、生
物制约、生物化工、旅游、外语、园林设计、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等科技专业中高级人才的招聘、引进、培训

培养，为林业产业化建设奠定人才基础。三是要加

强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培训，为林

业产业建设、兴办龙头企业培养大批现代管理人才

创造条件。
3． 4． 7 进一步加强乡、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林业科技服务网络，保障林业科技人员待

遇和工作经费，调动广大林业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

和创造性，组织林业科技人员大力开展林业实用技

术培训，使广大农民群众学习并掌握栽培管理技术，

推动林业产业快速、高效发展。
3． 4． 8 将林业产业化建设项目列入地域绿色经济

发展战略突破口和增长点，实行人力、物力、财力重

点倾斜，将国家天保资金、退耕还林资金、野生动物

保护资金、扶贫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等统一规划，科学合理分项调度使用，组织各方

面力量开展有林业产业项目建设大合唱，确保林业

产业发展项目快速实施，做到建成一个，见效一个，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3． 4． 9 围绕林业产业发展建设项目，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要加强产业基地和森林公园景区道路、通
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林特产品运输及森林景

观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3． 4． 10 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政府应制定相应

政策，支持非公有林业产业发展，提高非公有林业经

济比重，增强林业产业发展活力。要落实各项鼓励

政策，统一税费、资源利用和投融资政策，为经营主

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要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

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开发林业产业。允许将非公

有制林业产业项目列入林业产业规划和年度投资计

划，实行资金直补到实体或私有者。国有和集体所

有的商品林地、林木，既可通过改制、出让等形式依

法转让给非公有制经营主体经营，也可采取承包、租
赁等方式面向社会搞活经营。
3． 4． 11 重视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加强林业

产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鼓励

龙头企业产学研相结合或自办研发机构; 鼓励科技

人员领办和创办开发实体，积极推广应用新品种、新
技术、新工艺; 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有偿方式参与林业产业开发。
要结合林业重点工程，集中资金，建设一批林业产业

科技示范基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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