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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单位水平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

研究—指标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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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评价尺度、区域差异性、指标权重及评价模型、评价结果判定、经营管理的角度分析了经营单位水平森林
可持续指标体系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现有问题，提出建立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库的概念。指标体系

库是开放、动态、持续更新的体系库，由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管理和定期更新，能避免重复收集和构建指标体系繁

琐性，推动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方法的统一，有助于实现经营单位水平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统一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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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能改善环境质量、为人类提供林产资源等，
其可持续经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森林可持续经营

的目的，是在维持森林持续稳定的生产和再生产能

力的同时，能持续稳定的提供环境资源、产品资源，

产生最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１］，满足人类精

神和物质上的需要。如何有效度量森林可持续经营

的状态、发展和质量，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研究的热点

之一。

指标体系是度量、评估，以及监测森林可持续经

营的最佳手段和方法［２］。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



系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结合所

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能够定量评价所描述对象可

持续发展过程的指标集合［３］。它能描述或反映一

个时点或时期内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现状、变化趋势，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经营者的决策提供参考［３］。森

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建立，是森林可持续发展

评价的基础和保证。

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有国际性组织建立的

体系、各国建立的国家水平的体系、国内跨区域水平

的体系，以及经营单位水平的体系［４］。我国森林经

营单位的形式有国有林业局、国有森工局、国有林

场、非公林业企业等。森林经营单位水平的可持续

经营指标体系及评价国内研究相对最多，但没有形

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指标。本文通过对我国森林经

营单位水平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分析，提

出指标库概念，通过建立指标库，规范指标体系和指

标权重确定方法，推动国内经营单位水平森林可持

续经营指标体系的统一和发展。

１　研究现状及问题

目前，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研究多是从

森林自身的可持续性，以及森林提供各类产品的能

力两方面入手，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是森林资源、生

态、经济、社会功能几个方面的反映。研究内容集中

在指标权重、评价模型，以及所建立的指标体系的应

用验证。也有研究指出了指标体系评价的时间、评

价区域的差异性、经营单位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评价尺度、区域差异性、指标权重和评价

模型、评价结果的判定、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几个方

面分析了目前的研究和存在的问题。

１．１　评价的尺度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评价尺度分为空间尺度和时

间尺度。空间尺度是指跨国、国家、国内跨区域、经

营单位等不同的空间水平上的评价。也有研究针对

林分水平开展了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研

究［５，６］。跨国、国家、国内跨区域、经营单位等尺度

上的相关研究论述和成果较多，这里不再累述。林

分水平上的研究，如屈红军［５］和狄文彬［６］分别针对

我国东北东部山区次生林和过伐林开展的森林经营

指标体系的研究，为评价的空间尺度提供了一个新

的思路。

时间尺度是指评价对象的某一时间点或某一时

期。森林生态系统无论其自身，还是提供的各种林

产品和服务的产出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森林

各种功能总是随着时间发生着从一个值到另一个值

的量变，或从一个质到另一个质的质变［７］。然而，

目前森林经营单位指标体系则更多的是针对某一时

间点进行，对一个时期或评价时间尺度的动态性反

映的研究较少。张会儒［８］、甄学宁等人［９］认识到了

这个动态变化过程，认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评价，不

仅是某一时间点上状态的描述，更应是对森林经营

全过程的监测，评价其现状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

势［８］，提出了采用离差指标法和随机指标法的方

法，预测森林可持续经营状态的变化趋势［９］。

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动态性反映不足，这是现

有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之一。

１．２　区域的差异性
四川包括丘陵、平原、高山、高原等地貌，不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区域的资源、

地貌、区位、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以及森林的经营方

式和措施的差异性，决定了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域上

的差异性［７］，进而决定了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差

异性。虽然目前针对森林经营单位可持续经营的指

标体系的研究横跨了我国福建山区丘陵［１０］、东北长

白山区［５］、内蒙古库布其沙区［１１］、海南岛热带森林

区［１２］等各种区域，但对不同区域间森林经营单位指

标体系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同一指标在不同

区域阈值的不同却鲜有论述。

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区域对森林生态功

能、林产品的需求，以及林业和其它产业发展的矛盾

不同，决定了不同区域经营单位实现森林可持续经

营时，同一指标可能处于不同的阈值范围内。比如

森林覆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成都平原地区经济社

会较发达，会偏重森林生态功能的要求，但较高的森

林覆盖率又会加剧林业和其他行业用地的矛盾，矛

盾的增加反而不利于森林经营的可持续性；四川西

部高山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社会对森林提供林

产品的能力更看重，较高的覆盖率一定程度上意味

着较多的林产品，因而实现可持续经营时其森林覆

盖率定然较高。

缺少对区域差异性以及同一指标在不同区域阈

值可能不同的考虑和论述，是现有森林可持续经营

指标体系存在的又一问题，也是实现经营单位指标

体系统一时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１．３　指标权重及评价模型
如何更准确的反映指标体系中不同指标的权

重，以及建立更适合的评价模型，是森林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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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研究的核心。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集中在

系统法、目标法、归类法、专家咨询法等一种或几种

方法的组合上［６］，并没有太多新颖方法，指标权重

的衡量方法反而更受重视，如常用的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专家打分法（Ｄｅｌｐｈｉ）、Ｄｅｌｐｈｉ－ＡＨＰ法、主
成分分析法，以及模糊聚类法、熵ＡＨＰ法、灰色关联
法等。樊建霞就采用灰色关联法确定指标权重后，

评价了北川县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情况［１３］。

梁会民等采用了熵ＡＨＰ法赋予指标权重，对甘肃子
午岭林区森林可持续经营进行了评价［１４］。指标体

系的评价模型应用最广的是层次分析法，还有综合

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ＢＰ人工神经网络法等。
北川县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评价采用的就是

模糊评价模型［１３］。李明娟等采用ＢＰ人工神经网络
法构建评价模型，对国有森工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

进行了评价［３］。值得一提的是，马凯将建立的森林

可持续评价体系分为三大模块，对每个模块中的指

标用神经网络法进行训练后，用输出的结果构建立

方体图，用立方体的体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水

平［１５］，该方法为森林可持续经营评价提供了一个新

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虽然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方法较多，但不同方

法得到的结果缺乏比较性，不利于同一省内不同经

营单位之间的比较，不能满足更高一层决策者的需

要。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存在方法多样但难成体系

的问题。此外，还存在体系繁琐、指标繁多、实用性

低，数据采集困难，智力、技术和经费投入大的问

题［６］。

１．４　评价结果判定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仅关心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现状，也关心现有的状态和标准

状态的差距等［９］。现有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

系却没有一个可供对比判断的标准状态。现有的评

价研究多是根据研究结果，自行建立标准进行自我

判定，这带来了评价的口径不同、标准的阈值不同等

问题（表１）。缺乏一个可供森林经营单位水平指标
体系结果对比判断的标准，是现有森林可持续经营

存在的又一问题。

表１ 经营单位水平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比较

状态 完全不可持续 基本不可持续 弱可持续性 基本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完全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阈值 Ａ≤０．３ ０．３＜Ａ≤０．５ ０．５＜Ａ≤０．７ ０．７＜Ａ≤０．８ ０．８＜Ａ≤０．９ ０．９＜Ａ≤１ ［１６］
状态 不可持续性 弱可持续性 中等偏弱可持续性

中等偏强
可持续性

强可持续性
［１７，１８］

阈值 Ａ≤０．６ ０．６＜Ａ≤０．７ ０．７＜Ａ≤０．８ ０．８＜Ａ≤１．０ Ａ≥１．０
状态 非可持续性 弱可持续性 基本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完全可持续性

［１１］
阈值 Ａ≤０．４ ０．４＜Ａ≤０．６ ０．６＜Ａ≤０．８ ０．８＜Ａ≤０．９ ０．９＜Ａ≤１
状态 不可持续性 弱不可持续性 弱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１９］
阈值 Ａ≤０．２９９ ０．３００≤Ａ≤０．５９９ ０．６００≤Ａ≤０．７９９ ０．８００≤Ａ
状态 非可持续性 弱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

［３］
阈值 ０＜Ａ≤０．４ ０．４＜Ａ≤０．７ ０．７＜Ａ≤１
注：表中Ａ表示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值。

１．５　经营管理因素
森林经营单位的体制及管理，对森林自身的可

持续性，以及其提供林产品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管理体制是国有林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保

障［２０］，管理体制和林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相互适

应的。目前森林经营单位水平的可持续经营指标体

系，多是从森林生态、经济、社会３个功能进行，忽视
了对可持续经营有着重要影响的森林经营管理。如

郭志伟［１７］、吴筠［２１］等人对森林经营单位可持续的

评价研究都没有涉及管理方面的因素。在国际性组

织和我国国家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都有体现经

营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等指标内容［２２，２３］。对经营

单位的经营管理因素反映不足，是现有经营单位森

林可持续指标体系的又一问题。

２　指标库的建立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

库的概念。指标库的框架见图１。
指标库框架涵盖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

包括森林经营单位可持续评价中从指标筛选、指标

权重确定、评价模型的建立、经营状态的评价、标准

状态的差距、变化的趋势分析等过程。横向包括森

林资源体系、生态保护体系、产业发展体系、社会效

益体系、经营管理系统五大体系。

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库适用于经营单位水

平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评价，是一个开放、动态、持续

更新的体系库。内涵和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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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经营单位水平森林可持续性经营评价指标库框架

１）指标的筛选。依据一定的原则，全面收集、
整理、筛选相关研究的指标，纳入指标库不同体系

中。进行某个经营单位可持续性评价时，根据评价

对象的具体情况，从指标库中即可实现对指标的初

步筛选，避免重复收集和构建指标的繁琐性［２４］。

２）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的建立。考虑到评价
对象的差异性，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的良莠不齐，选

择的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不宜复杂，应用较广，如层

析分析法、综合评价法等。由指标库管理组织选定

一种或几种指标权重方法和模型评价方法作为推荐

使用方法，将极大的提高评价结果的可比较性，满足

同一省内不同经营单位间的比较和更高一层决策者

的需要。

３）区域差异性修正。区域差异性是影响经营
单位水平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统一的最大因

素。经营单位的区域差异性最根本的是自然地貌、

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可考虑根据丘陵、平原、高

山、高原和地方ＧＤＰ发展水平等差异性划分不同范
围，设置不同范围内的区域差异性权重调整系数。

评价对象在完成经营单位内部指标权重的确定后，

再根据其自然地貌和ＧＤＰ发展水平所处的范围，采
用相对应的权重调整系数对指标体系进行区域差异

性修正。

４）评价结果的判定。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
系的标准状态是指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现

有森林经营单位水平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分析后，

形成一个标准状态，纳入指标库中。各森林经营单

位采用指标库的系列方法完成评价后，通过评价结

果和标准状态的比较，即可了解现有状态与标准状

态的差距。

５）指标库的管理。指标库的开放、动态、持续
更新的特点决定了其不是一成不变的。指标库的管

理可借鉴美国ＥＢＩ指标体系管理方法，成立专门的
组织或单位实施指标库的建立、管理，定期更新指标

类型、核正权重，调整评价模型等，实现指标库的持

续更新性［２４］。

３　结论

经营单位水平的森林可持续性经营涉及森林资

源和生态、经济、社会功能，以及经营管理等各方面。

指标体系是衡量森林可持续经营状态的有效手段。

现有的森林经营单位水平指标系统存在对森林可持

续经营的动态性反映不足，对经营单位的区域差异

性缺乏讨论，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的方法繁杂，也没

有一个公认的可持续经营评价的标准状态等。针对

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建立一个开放、动态、持续更新

的指标库的想法，并对指标库建立的内涵和特点进

行了讨论。

由于篇幅限制，关于指标库筛选指标、同一指标

在不同区域的阈值分析、指标权重和评价模型方法、

区域差异性范围的划分、标准状态的划分等问题将

在下篇论文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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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Ｍ４缓释肥水平的根冠比除与 Ｍ１差异较小
外，Ｍ４与Ｍ２、Ｍ３、Ｍ５差异极为明显；当缓释肥水平
为Ｍ２时，杉木苗高径比达到最大值，Ｍ２缓释肥水
平的高径比除与Ｍ１、Ｍ５差异较小外，Ｍ２与Ｍ３、Ｍ４
差异极为明显。随着缓释肥施用量的增加，叶（茎、

根）干质量和总生物量也呈增加趋势，缓释肥水平

为Ｍ５时，叶（茎、根）干质量和总生物量指标均处于
最大值，且远远高于Ｍ１、Ｍ２和Ｍ３缓释肥水平时的
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施用缓释肥是影响杉木容器苗

生长指标和生物量的主要因素。施用缓释肥不但能

减少育苗过程中的施肥次数，而且还能促进苗木各

部分对养分的吸收，有利于苗木的生长发育［６］。许

念芳［７］等对山药块茎、周成敏等［８］对３种珍贵树种
网袋容器育苗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也类似，即苗木的

生物量随着缓释肥水平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但苗木

的生长指标却是当缓释肥施用量提升到一定水平

后，生长指标反而下降，说明施肥量超过一定标准

后，反而不利于杉木苗的生长发育。所以，应根据苗

木生长指标和生物量同时达到最大来选择最佳缓释

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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