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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的认识和探讨

杭金建
渊四川省林业工作站袁四川 成都摇 远员园园愿圆冤

摘摇 要院针对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袁探讨了开展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袁简要介

绍了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理念尧原则和主要方法袁提出了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对策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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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林业是以经营管理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具有基

础产业属性的社会公益事业遥 林业作为一项社会公

益事业袁它为社会营造并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袁促进

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曰同时林业又具有基础产业

属性袁它能提供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的各

种林产品袁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遥 通过林业

的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尧环境尧经济尧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咱员 耀 源暂 遥
圆园园猿 年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

决定曳指出院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袁林业是

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袁承担着生态建设

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遥冶
森林可持续经营强调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上对

森林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遥 主要是通过连续的经营

措施袁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尧环境稳定性

和效益持久性袁实现森林发展的生态持续性尧经济持

续性和社会持续性咱缘 耀 员园暂 遥

员摇 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及开展可持续经营的

必要性

员援 员摇 森林资源状况

根据国家林业局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渊圆园园怨 原 圆园员猿冤结果袁全国森林面积 圆郾 园愿 亿 澡皂圆袁森
林覆盖率 圆员郾 远猿豫 遥 活立木总蓄积 员远源郾 猿猿 亿 皂猿袁森
林蓄积 员缘员郾 猿苑 亿 皂猿遥 天然林面积 员郾 圆圆 亿 澡皂圆袁蓄
积 员圆圆郾 怨远 亿 皂猿曰人工林面积 园郾 远怨 亿 澡皂圆袁蓄积

圆源郾 愿猿 亿 皂猿遥 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分别位居世界



第 缘 位和第 远 位袁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遥
我国森林资源与上一次渊第七次冤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相比袁一是森林总量持续增长袁森林面积由

员郾 怨缘 亿 澡皂圆 增加到 圆郾 园愿 亿 澡皂圆遥 二是森林质量不

断提高袁森林每公顷蓄积量增加 猿郾 怨员 皂猿袁达到

愿怨郾 苑怨 皂猿遥 三是天然林稳步增加袁天然林面积从原

来的员员 怨远怨万 澡皂圆 增加到员圆 员愿源万 澡皂圆遥 四是人工

林快速发展袁人工林面积从原来的远 员远怨万 澡皂圆 增加

到远 怨猿猿万 澡皂圆遥
员援 圆摇 森林资源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家林业局 圆园员源 年的相关报告袁虽然我国

森林资源呈现出数量持续增加尧质量稳步提升尧效能

不断增强的良好态势袁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

绿尧生态脆弱的国家遥 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 猿员豫
的平均水平袁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员 辕
源袁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员 辕 苑袁森林资

源总量相对不足尧质量不高尧分布不均的状况没有得

到根本改变遥
一是森林面积增速开始放缓袁现有宜林地质量

好的仅占 员园豫 袁质量差的多达 缘源豫 袁而且袁立地条件

差袁造林难度越来越大尧成本投入越来越高袁见效也

越来越慢遥 二是林地生产力低袁森林每公顷蓄积量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 员猿员 皂猿 的 远怨豫 袁人工林每公顷蓄

积量只有 缘圆郾 苑远 皂猿遥 林木平均胸径只有 员猿郾 远 糟皂遥
龄组结构不合理袁中幼龄林面积比例高达 远缘豫 遥 林

分过疏尧过密的面积占乔木林的 猿远豫 遥 林木蓄积年

均枯损量达到 员郾 员愿 亿 皂猿遥 三是森林有效供给与日

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遥 我国木材对外

依存度接近 缘园豫 袁木材安全形势严峻曰现有用材林

中可采面积仅占 员猿豫 袁可采蓄积仅占 圆猿豫 袁可利用

资源少袁大径材林木和珍贵用材树种更少袁木材供需

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遥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统计和分析袁我国大

径级木材蓄积比例少袁中幼林比重较大袁人工林树种

单一袁结构不合理袁稳定性差袁次生林面积大袁单位产

量低袁材质差袁与世界林业发达国家比较袁我国森林

生产还处于低产值尧微效益的状态曰我国森林集约经

营水平低袁大部分森林为粗放经营袁全国现有大量中

幼龄林急需抚育而没有抚育袁地力衰退袁林分质量

低曰我国森林资源消耗量大袁树木利用率低袁树木出

材率仅占全树的 圆缘豫 袁而世界林业发达国家则全树

利用袁甚至对整个森林系统利用遥

员援 猿摇 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必要性

原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曾指出院野林业发展

方式落后尧经营管理粗放尧质量效益低下是我国林业

存在的突出问题遥 只有转变林业发展方式袁加强森

林经营袁大幅度提高森林质量袁才能全面提升森林的

多种功能袁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遥 这是发展现代

林业的基本要求袁也是实现林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体

现遥 我们必须坚持把森林经营作为发展现代林业的

永恒主题袁转变发展方式袁把科学经营的理念贯穿到

林业建设的全过程袁通过学习借鉴国际森林经营管

理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袁总结推广基层群众创造出来

的耶营尧造尧管爷经营抚育的好经验尧好做法袁制订科

学经营方案袁提高科技转化率和良种使用率袁建立完

善的政策法规袁规范森林经营行为袁探索出一套适合

我国林情尧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模

式冶遥
森林经营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和实现林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袁必须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尧劳动者素质提高尧管理创新转变袁由注重数量增

长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转变遥 森林经营不以单

纯增加树木株数为目标袁而是以通过引入新的理念袁
创新经营机制袁开展抚育尧间伐等森林经营活动袁提
高森林质量和效益袁达到野青山常在尧永续利用冶的

目标遥 加强和科学开展森林经营工作是转变林业发

展方式的需要袁是林业供给侧改革的需要袁也是实现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我国目前造林难度越来越大尧成本投入越来越

高袁通过继续大规模造林增加森林面积已经不太现

实袁发展林业必须在现有森林资源上下功夫遥 我国

林地生产力低袁森林每公顷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

平的 远怨豫 袁通过可持续经营袁提高森林资源蓄积量袁
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袁将可增加森林蓄积量

愿源郾 源远 亿 皂猿袁增加木材储备价值 缘 万亿元人民币以

上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潜力巨大遥 我国木材对外

依存度接近 缘园豫 袁木材安全形势严峻袁必须通过可

持续经营管理袁提高森林单位面积蓄积袁增加大径级

木材和珍稀名贵树种木材供给袁才能逐步解决对外

依赖度高的问题袁缓解木材安全严峻形势遥

圆摇 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基本框架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活动包括行政尧经济尧政策

愿园员 摇 摇 四摇 川摇 林摇 业摇 科摇 技 猿苑 卷



法律尧社会尧科技等方面袁主要含森林的抚育尧间伐尧
森林保护渊含病虫害防治尧防火尧防止滥砍乱伐冤尧森
林再造渊无林地造林冤尧林中非木质林产品的经营和

保护等一系列的林事活动遥
叶赫尔辛基进程曳把森林可持续经营定义为院

野以一定的方式和速度管理尧利用森林和林地袁在这

种方式和速度下能够维持其生物多样性尧生产力尧更
新能力尧活力袁并且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在地方尧国家

和全球水平上实现它们的生态尧经济和社会功能的

潜力袁同时对其它的生态系统不造成危害冶遥 从技

术上讲袁森林可持续经营是各种森林经营方案的编

制和实施袁从而调控森林目的产品的收获和永续利

用袁并且维持和提高森林的各种环境功能遥
国家林业局在指导中德财政合作森林可持续经

营管理项目中袁制定了野中国南方森林可持续经营

框架冶袁按照这个野框架冶袁野中国南方地区已经基本

完成了造林绿化任务袁但是林地生产力低下袁低效林

多袁林分蓄积量小袁今后林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开展

森林经营袁调整林种树种结构袁改善林木生长条件袁
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冶遥 在

此野框架冶指导下袁安徽尧贵州尧湖南和四川等省开展

了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项目试点袁并取得很好成效遥
圆援 员摇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的和内容

根据德国政府贷款四川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项

目初步经验袁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目的袁一是在森

林资源经营管理中研究尧探讨先进的理论尧技术和经

营模式曰二是学习尧引入近自然森林经营的理念和方

法曰三是以市场为导向袁经济上获得可持续的经营收

入曰四是通过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活动袁提高森林资源

在增加经济收入尧应对气候变化尧促进社区发展尧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效益遥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袁其目标群体包括院拥有个

体或以入股形式参与的较小规模的林农曰参与森林

可持续经营的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曰参与森林可持续

经营管理的县级或乡镇林场以及租赁较大规模林地

面积的林农大户曰专业的森林经营企业曰国家层面的

决策部门袁通过评估和总结经验教训为制定在全国

范围内更广泛的林业政策提供依据遥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主要内容包括院拟定森林

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方案曰选择或者组建森林经营

单位曰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活动渊森林可持续经营

包含森林经营操作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冤曰在需要森

林可持续经营的地方辅助造林曰支持专业的森林经

营企业曰培训员工及农户曰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经验

的总结和整理遥
圆援 圆摇 森林经营方案

森林经营方案是在一个行政村内渊或者森林经

营单元冤对所有的森林资源尧林地资源制定的森林

经营活动的规划袁规划周期为一般为 员园 葬遥 规划遵

循近自然森林经营原则并确定经营目的尧森林操作尧
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每个地块的资金需求遥

规划的主伐只在小面积内进行渊比如小于 园郾 缘
澡皂圆 或者 员 澡皂圆 冤遥 森林经营方案由地方林业主管

部门批准袁作为国家投资和支持森林经营管理活动

和基础设施的前提条件遥
森林经营单位是开展森林经营活动的组织实

体袁各种不同的模式可能涵盖个体经营尧股份经营尧
集体经营或村委会经营以及国有林场等遥 森林经营

单位作为森林经营的实体来代表林权所有者或长期

的合同承包商袁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中确定森林

经营单位渊组建方式冤作为国家投资和支持的前提遥
森林可持续经营须符合以下原则院推广混交林袁

特别是包括本土树种的混交林曰运用以目标树为导

向的专业营林措施曰减少集材的不利影响袁谨慎发展

基础设施袁从而减少成本及对立地环境的影响曰严格

按规定的 小胸径标准采伐并尽可能促进天然更

新曰在能够天然更新的地方依靠天然更新袁降低森林

经营成本遥
在制定森林经营方案中袁根据需要开展经营活

动袁根据经营活动确定经营预算袁国家应对森林可持

续经营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袁对可持续的经营活动

进行支持或者补贴遥
不论是国有林袁还是集体林尧私有林都必须认真

制订并贯彻森林经营方案袁才能达到科学地保护尧经
营尧利用森林资源的目标遥

猿摇 对策和改革建议

为了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管理袁需要建

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林业管理体制袁需要对发展理

念尧政策体系尧采伐制度尧国家投资体制等进行调整

和改革遥 作者根据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粗浅认

识和思考袁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袁提出一些对策和改革

建议袁供读者参考尧讨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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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 员摇 建立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林业发展理念

改变现行的野森林分类经营冶的思路和策略袁学
习德国等林业发达国家的近自然林业思路和策略袁
代之以野可持续森林经营冶的理论和策略袁一切林业

项目和活动均围绕可持续经营的理念袁一切林业行

为围绕经济上的可行尧生态和社会方面上的有益遥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袁以法律措施为保障袁以经济措

施为引导袁以科技措施为依托袁实行科学合理的经营

管理袁充分发挥森林生态尧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袁实
现综合效益的 大化遥 把营造林尧森林资源保护尧低
效林改造尧林业产业发展尧林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都视

为是森林经营的环节尧步骤之一袁都是为了在不破坏

生态的前提条件下袁未来森林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

效益遥
猿援 圆摇 调整不适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政策和法

律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曳第八条 野参加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袁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经营自留地尧自留山尧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冶和
第十七条野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

下袁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冶的规定袁森林所

有权者应该具有经营其森林资源获得经济收益的自

主权遥 不论什么类型的森林尧什么树种袁都有多种功

能和作用遥 划分 缘 个林种袁 初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袁
并不一定适合以此进行分类经营和管理袁也没有被

社会和森林经营者广泛理解和认同遥 叶森林法曳及

其实施条例袁在没有区分不同林地权属的情况下袁把
森林资源分为 缘 个林种袁并对不同林种制定不同的

保护和采伐规定袁限制了森林所有权者的经营自主

权袁应当予以调整袁并调整在此基础上的公益林尧商
品林分类经营的相关政策和制度遥 国家林业局尧财
政部印发的叶国家公益林管理办法曳第十六条野一级

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袁严禁

林木采伐行为冶和第十七条 野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

统功能的前提下袁可以合理利用二级国家级公益林

的林地资源袁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

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袁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冶 的规

定袁也没有区别不同林地权属情况袁其规定影响了森

林所有权者的经营自主权的实现袁不利于森林可持

续经营管理袁应当予以调整或修订遥 建议在国家法

律政策体系中袁不再把一般森林尧特别是非国有林资

源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渊或者 缘 个林种冤袁只保留

少量必须长期保护的森林资源袁比如保护区尧森林公

园等为公益林袁并全部由国家征用尧赎买为国有林进

行保护遥 其它森林资源均由森林所有权者自主经

营袁国家不再进行生态补偿袁而是通过可持续经营管

理方法袁调控森林目的产品的收获和永续利用袁并且

维持和提高森林的各种环境功能遥
猿援 猿摇 改革采伐制度

我国的森林采伐目前实行森林采伐限额和林木

采伐许可证尧木材运输证制度袁森林所有权者不能按

照木材市场行情和自身的经营计划自主采伐木材袁
妨碍了经营自主权的落实袁阻碍了木材在市场经济

中的商品属性的实现遥 目前这样的制度设计袁通过

大量的行政成本保证了木材采伐量不超过森林蓄积

增长量袁但是却阻碍了社会资本对林业的进入和经

营遥 就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中筑起了一座拦水坝袁上
游富余的雨水不能进入袁只能抬高水位差袁下游需要

的水量又流不下来袁还有漫坝溢流的压力遥 使水流

顺畅的更好办法应该是疏通河道而不是拦坝筑堤遥
如果改革目前的采伐制度袁取消采伐限额和林木采

伐许可证尧木材运输证袁用经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

森林经营方案控制森林采伐量袁再辅助以国家对可

持续经营活动的支持尧政策引导和政府补贴袁森林所

有权者为了追求可持续的 大化的经济收益袁就大

范围和较长时间而言袁仍然能够确保木材采伐量不

超过森林蓄积增长量袁并且能够实现森林所有权者

的经营自主权袁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袁减轻森林资源管

理压力袁消除管理矛盾遥
猿援 源摇 改革国家投资体制

国家林业投资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遥 目

前袁国家林业投资主要用于营造林项目尧生态建设工

程尧公益林生态补偿尧林业产业发展尧森林资源保护

等袁投资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森林面积袁提高森林覆盖

率遥 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的林业发展理念下袁应
该考虑整合国家林业投资袁改革林业投资体制袁引导

森林所有权者和社会资本将林业向可持续经营方向

推进遥 建议国家投资向两个重点方向投入袁一是对

具有社会公益事业属性的森林经营基础设施进行无

偿投资袁比如林区道路尧防火通道尧消防池尧蓄水池尧
水电设施等袁起到降低森林经营成本和森林经营风

险的作用曰二是对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森林经营活

动中符合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的活动和林产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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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袁应进行疏间袁减少养分消耗袁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袁
促进结果母枝生长遥
远援 远摇 核桃树修剪时期的掌控

核桃树在休眠期内袁因修剪使枝条受伤袁输导组

织受到破坏袁树体内的营养液会从伤口大量流出

渊称为野伤流冶冤袁造成树势衰弱甚至死亡袁所以核桃

树修剪必须避开野伤流冶期遥 核桃树在 员 年中表现

出伤流规律是院芽开始萌动至盛花期尧秋季采果后至

落叶期这两个时期内基本没有伤流遥 防止核桃树因

修剪发生伤流袁应掌握修剪时期袁适时修剪遥 在春

季袁核桃树的枝条和叶片萌发展叶后袁此时可以修

剪袁秋季核桃采收后到落叶前袁此时修剪核桃袁也是

避免核桃树发生野伤流冶的好时期遥

苑摇 病虫害防治技术

四川核桃产区的主要害虫有核桃举肢蛾尧核桃

长足象渊核桃果象冤尧云斑天牛尧核桃根象等袁病害有

核桃黑斑病尧枝枯病尧核桃炭疽病等袁这些主要的病

虫害是造成我省现有核桃大量落花落果尧产量低尧经
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遥 核桃病虫害防治要坚持预防

为主尧无公害防治的方针袁采用农业措施尧物理尧生物

措施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遥 核桃主要

病虫害防治可参照四川省无公害林产品地方标准 耀
核桃生产技术规程渊阅月缘员 辕 栽源怨远 耀 圆园园缘冤执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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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政府补贴袁比如对按照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

实施经营的森林所有权者进行政府补贴袁对经营生

产的大径材和珍稀名贵树种木材按照生产量进行政

府补贴袁对经营的混交林和本土树种按照经营面积

进行政府补贴袁对以目标树为导向的专业营林措施尧
减少对立地环境影响的经营措施尧促进天然更新的

措施尧采伐方式以间伐为主而不皆伐的措施等进行

政府补贴袁对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尧提高木材利

用率的木材加工企业进行政府补贴遥 通过国家林业

投资和政府支持尧补贴政策袁引导林业发展良性循

环袁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益袁达到野青山常在尧永续利

用冶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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