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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对四川省森林资源现状森林可持续经营沿革的分析，认为四川省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对今后如何提高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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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森林是经营的结果。森林可持续经营不
仅可以提高森林质量，缩小四川林业和中国林业与

世界林业的差距，不断发展壮大林业绿色经济；也是

实现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还是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１］，是建设美丽四川的重要

内容。

１　四川省森林资源现状及特点

１．１　森林资源现状
据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四川林业资源监测年度报

告［２］，全省林地面积２４０３５６万 ｈｍ２，占全省幅员面
积的４９４５％。其中森林面积１７５０７９万ｈｍ２（有林
地１５５１７３万 ｈｍ２、灌木林地７３１６９万 ｈｍ２），占林
地面积的７２８％，森林覆盖率３６０２％。活立木总
蓄积１８２７亿ｍ３，其中森林蓄积１７３３亿 ｍ３，占活
立木总蓄积的９４９％。在有林地面积中，乔木林面
积１４８７８８万ｈｍ２，蓄积１７３３亿ｍ３，分别占有林地
面积和蓄积的９５９％和１００％。
１．２　森林资源结构特点
１．２．１　森林资源以天然林为主

全省天然林（地）面积１６０９８３万 ｈｍ２、人工林
（地）面积 ７３２８２万 ｈｍ２，分别占林地总面积的
６６９８％、３０４９％；活立木蓄积中，天然林１４４４亿

ｍ３，人工３８３林亿万 ｍ３，分别占活立木总蓄积的
７９０４％和２０９６％；乔木林蓄积中，天然林１３８０亿
ｍ３，人工林 ３５３亿 ｍ３，分别占乔木林蓄积的
７９６４％和２０３６％；乔木林面积中，天然林９０５２８
万ｈｍ２，人工林５８２６０万ｈｍ２，分别占乔木林面积的
６０８４％和３９１６％。
１．２．２　森林类别以公益林为主

全省公益林（地）资源总面积１７１２３９万 ｈｍ２、
商品林（地）资源总面积６９１１７万ｈｍ２，分别占林地
总量的７１２％、２８８％。公益林中，国家级公益林
１６１８９６万ｈｍ２，省级（地方）公益林９３４３万 ｈｍ２，
分别占公益林总量的９４５％、５５％。商品林中，用
材林面积５９８９５万ｈｍ２、薪炭林面积６２９２万ｈｍ２、
经济林面积 ２９３０万 ｈｍ２，分别占商品林面积的
８６７％、９１％、４２％。
１．２．３　森林林龄组结构以中近成熟林为主

全省中龄林面积４７２３１万ｈｍ２，蓄积３１９２０４３
万ｍ３，各占乔木森林总面积和蓄积的 ３１７５％和
１８４１％；近熟林面积２５８０１万ｈｍ２，蓄积２６５９９８７
万ｍ３，各占１７３４％和１５３４％；成熟林面积３０３５７
万 ｈｍ２，蓄积５２９８６５８万 ｍ３，各占 ２０４０％ 和
３０５７％；过熟林面积２２４６７万ｈｍ２，蓄积５５１４４４１
万ｍ３，各占１５１０％和３１８２％；幼龄林面积２２９３２
万 ｈｍ２，蓄积６６９７１９万 ｍ３，各仅占 １５４１％和
３８６％。



２　四川省森林可持续经营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

２．１　森林经营沿革
四川省森林经营大体经历了３个阶段，各个时

期的特点和经营状况各不相同：第１阶段是建国初
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大规模开发利用森林资
源阶段。森林经营以采伐利用为主，森林资源破坏

严重。省及各地成立森工局，以国有经营形式，主营

木材采伐运输，支援国家建设，同时新建了一批国有

林场。第２阶段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期，以木材生产和生态建设并举的恢复发展阶

段。森林经营以人工造林为主，飞播造林、封山育林

为辅，森林植被恢复较快。这一时期，国家和省都加

大了林业投入，相继实施了部省联营速生丰产林基

地建设、绿化全川、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长防林、

血防林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和世行贷款等外资造林

项目，大力促进了四川省绿化进程，提高了森林覆盖

率。第３阶段是２１世纪－，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
生态建设为主转变阶段，即森林可持续经营阶段。

强调了森林生态系统在自我维持的持续性和长期人

类利益的可持续性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经营，比

“森林的恢复发展阶段”所经营的资源内容和范围

更丰富广泛。具体表现在国有林场、集体（含集体

林场）、个体（含林业大户）、森工企业、造林公司和

林（果）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混交林

营造、中幼林抚育、低产林改造、近自然森林经营等

森林经营的方式方法有了新探索。这一阶段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林业生态建设，是森林经营迈向新

高度的重要时期。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森林关系

国家生态安全，要全面落实“四个着力”，其中内容

之一是要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

２．２　森林可持续经营现状
２．２．１　启动了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工作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启动编制了国有林场森林
经营方案，其中洪雅林场、高县月江森林经营所等单

位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获得了省林业厅的批复。同

时，还启动了部分县级森林规划和村级森林经营方

案编制工作。这些方案付诸实施后，确保了当地森

林经营工作的有序推进。

２．２．２　成立机构落实了责任
全省多数县市区成立了组织机构，安排专兼职

人员负责森林经营工作。雅安市雨城区、洪雅县成

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政府办、县林业局负责

人为副组长，县财政局、发改局、农业局、国土局负责

人为成员的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还制定了森林经营考核办

法，层层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强化森林可持续经营工

作的考核。

２．２．３　开展了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示范
２０１２年，珙县、叙永县、安县、宣汉县、雅安市雨

城区、巴中市巴州区、通江县、崇州市、洪雅林场等单

位被确定为全国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试点工作

单位。２０１５年，又将雅安市雨城区确定为国家森林
可持续经营试点单位，围绕探索森林可持续经营管

理模式和技术体系，开展以编制和推行森林经营方

案实施、规范森林采伐管理为核心的森林资源可持

续经营管理试点。

２．２．４　利用外资项目引进了先进的森林可持续经
营理念和方法

１９９８年启动的中德合作四川造林与自然保护
项目，引入混交林造林理念新造了１７５００ｈｍ２混交
防护林；同时项目的一个创新是在村级层面制定了

森林经营方案，并启动实施，这对于中国南方可持续

森林经营的实践具有探索和指导意义。２０１２年启
动的德国政府贷款四川林业可持续经营管理项目，

引入近自然林业理念和技术，在遂宁、宜宾、广安、巴

中、眉山等５个市的９个县（市、区）开展了森林可
持续经营试点工作。项目共组建森林经营单位２８
个，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４４个，已完成近自然森经
营１６９万亩。项目通过引入德国林业咨询公司、开
展国内国外培训等方式成功引入了近自林业经营理

念和技术方法，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四川实际的项目

技术指南和管理办法、培养了一批项目管理队伍和

森林经营能手，为各地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实施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２．５　启动森林经营相关工作、有效促进了森林可
持续经营工作

２００９年四川省编制了低产低效商品林改造规
划，正式启动了低改工作，计划从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２０
年，改造低产低效商品林２００万 ｈｍ２。以平原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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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盆周南部山区、盆周北部山区为重点，以林业产

业基地、退耕还林等项目为依托，着力调整优化林种

树种结构，提高森林质量，改善林地生产条件，加快

速生丰产林、大径材培育基地、珍稀树种培育基地和

珍贵用材培育基地建设，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共计完
成了低产低效商品林改造７８６万 ｈｍ２。２００９年四
川省启动了森林抚育补贴项目，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
省共计抚育森林７４８万ｈｍ２。通过实施抚育间伐，
林内枯立木、濒死木、罹病木、被压木、风倒木、霸王

树及其它有害木得到有效清除，林分目的树种得到

合理保留，林分结构和林木生长空间得到了优化。

蓬溪县、雁江区、营山县等通过柏木疏伐，伐除了小

老头树等弱树，株数密度由４５００株·ｈｍ－２降到
３２００株·ｈｍ－２左右，降低了１５％ ～１８％，郁闭度由
０８～０９降为０６～０７。为培育高质量的森林资
源奠定了良好基础作、有效促进了森林可持续经营

工作。

２．２．６　开展了技术指导，推广多种模式
四川省林科院、四川省林业规划院专家通过专

家讲座和实地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了森林可持续经

营工作指导，并总结提炼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经

营模式。如，杉木、柳杉大中径材经营模式，毛竹经

营模式，珍稀、珍贵乡土树种经营模式。

２．３　存在的问题
四川省森林可持续经营尚处于试点示范、逐步

推进阶段，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３．１　资源质量不够高
森林资源质量不高森林经营基础薄弱，重造轻

管现象在集体和个体林中普遍存在。特别是作为森

林经营重要措施的中幼林抚育和抚育间伐，还达不

到森林科学经营的要求。由于抚育管护措施跟不

上，导致林分整体质量不高的问题较突出。至２０１５
年底，四川省人工林单位面积蓄积仅为５２２７ｍ３·
ｈｍ－２，远低于全国平均７５ｍ３·ｈｍ－２的水平。乔木
林的平均郁闭度只有 ０５，四川省现有低产林约
２６２１２万ｈｍ２，占林地面积１０９％，林地的生产潜
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２．３．２　森林结构不合理
在龄组结构方面，全省中幼林面积 ７０１６３万

ｈｍ２、蓄积３８６１７６２万 ｍ３，面积占到了乔木林的
４７１６％，但蓄积仅仅只占了２２２７％。在树种结构

方面，四川省人工林以松、杉、柏、巨桉等为主，乡土

阔叶树种和珍贵树种发展缓慢。随着桉树类和松树

类人工纯林造林面积不断扩大，削弱了森林自身抗

灾能力，一旦发生病虫害，极易蔓延成灾，给森林资

源造成巨大损失。

２．３．３　森林经营强度低
从经营主体来看，国有林场和有实力的营造林

公司经营管理规范，良种良法造林、抚育、管护等森

林经营活动能正常实施；而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林

农经营的森林则比较粗放，很少开展正常的抚育、管

护活动。从林种来看，除短轮伐期人工林和少量一

般用材林能够开展正常的森林经营外，大多数一般

用材林和公益林没有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受

经营周期、经营效益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制约，林农经

营森林积极性不高，工作未能正常开展。

２．３．４　集约经营程度低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在明晰产权、确定经

营权的同时，也给统一开展抚育间伐等森林经营工

作带来一定困难。林地分户经营后，需要开展抚育

间伐的林分零星分散，且经营主体多元化，除少数经

营实体和承包大户外，分散的林农普遍对森林经营

概念、林业产业结构等认识不足，加上自身资金、信

息、技术等限制，林农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经营

管理模式，不利于集约经营，森林集约化经营程度偏

低。

２．３．５　经营政策不完善
虽然国家、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森林经营政

策，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不够完善，甚至存在一定制约

性。如采伐限额的管理制度，在执行森林间伐时，各

地方经常受限于间伐指标不足而导致抚育工作无法

开展。同时，现有的采伐审批制度过于繁琐，不利于

基层林业工作。另外，目前四川省的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机制还不够完善，无法体现林农在经营森林的

过程中给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

２．３．６　经营投入很不足
国家没有将森林经营列入林业重点工程项目，

目前的中幼林抚育和低产林改造项目，投资标准分

别为１０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和２０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
与现有中幼林抚育和低产林改造项目单位成本分别

为２０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３５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和
７０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１０００元·００６７ｈｍ－２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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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资金问题制约了森林经营工作的开展。

２．３．７　技术推广不够多
由于历来轻视森林经营工作，主管部门和科研

院校不够重视，森林经营课题研究缺乏，技术指导不

及时，行业服务不到位，有些研究成果（川中丘陵区

柏木低效林改造研究成果）未能得到有效推广。

３　四川省森林可持续经营对策建议

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着力提高森林质量，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从森林培育的全过程综

合施策，又需要各地方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森林经营周期长、范围

广、难度大，形势紧迫，任务艰巨，必须采取得力措施

抓紧抓好。为做好四川省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我

们建议：

３．１　强化组织领导，抓好规划和方案编制
一是要强化组织领导，积极争取把森林可持续

经营工作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

科学制定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推动目标责任落实。

二是要抓好规划编制，根据《全国森林经营规划》，

加快推进省级、县级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三级森

林经营规划体系。三是要加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

组织国有林场、经营大户等森林经营单位，做好森林

经营方案编制工作，同时要强化森林经营方案的执

行力，落实依据森林经营方案开展经营活动的制度，

采伐限额、计划任务、补助资金等要与森林经营方案

挂钩。

３．２　加大培育力度，全面提高森林质量
围绕森林资源培育目标，以实施“新一轮绿化

全川”行动为契机，全面提高森林质量。一是提高

造林质量。积极培育良种壮苗，科学确定造林树种

和植被恢复方式，大力营造混交林，重视培育阔叶

林，推行针叶与阔叶树种混交、乔木与灌木树种混

交，尽快扭转人工林树种单一、结构简单、林地退化

的局面。二是加强森林抚育经营。树立多功能近自

然经营理念，科学经营利用森林，规范森林经营行

为，优化森林树种结构，不断提升森林的多种功能效

益。三是积极推进退化林修复。科学认定，摸清底

数，编好规划，多做加法，少做减法，避免“大砍大

造”，防止借修复之名乱砍滥伐、毁林造林，促进森

林的正向演替。四是不断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坚持

保护优先，划定林地红线，坚决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

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建立有效

的天然林管护体系。

３．３　合理调整结构，构建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
生态系统

随着以松、杉等针叶林为主的人工林快速发展，

树种单一化问题日趋突出，地带性森林植被呈减少

趋势，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受到威胁。经后应

依据生态区位重要性和生态状况脆弱程度，合理调

整树种结构，在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状况脆弱区，采

取抽针补阔、间针育阔、以及对天然次生林进行封

育、补植等措施，逐步增加乡土树种和混交林的培育

比重，构建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３．４　创新经营机制，增进集约化规模经营
要创新经营机制，探索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引导

营造林公司、专业队等社会主体参与森林可持续经

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科学经营森林、提高森林质量

的内生动力。同时，要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

契机，建立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政策性森林保险

制度，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流转、林权抵押贷款

管理办法，鼓励和扶持以林农为主体，以自愿参与为

原则，通过林地作价入股等形式，建立各类林业专业

合作社，探索新的森林经营模式，大力推进集约经

营、规模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和效益。

３．５　完善法规制度，助推森林可持续经营
在完善法规制度方面，一是实行森林经营税费

减免、修建林区道路补贴、林业机械补贴和信贷优惠

政策，减轻林农负担，通过利益驱动增强经营动力，

调动经营积极性，推动森林经营工作普遍开展。二

是要改革采伐管理，严格控制皆伐，倡导和鼓励渐

伐、径级择伐、单株木择伐等采伐利用方式，建立有

利于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森林生态系统、有利于

推行多功能全周期经营的森林采伐管理制度。三是

建议放宽森林抚育间伐所需指标的限制，抚育间伐

的指标按照经营方案优先予以满足。在坚持森林采

伐限额前提下，着力放活商品林的经营活动，简化商

品林采伐管理程序，由各种投资主体自主决定经营

方式，提高商品林的经济效益；在不影响生态功能发

挥前提下，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内适度开展抚育间伐、

林下经济等森林经营活动。

３．６　加大资金投入，探索多元化投资机制
一是逐步实行森林经营补贴普惠政策，积极争

（下转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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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药等生态扶贫项目。

３．４　大力发展林业产业
３．４．１　抓好林业传统产业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发

展思路，以助农增收、兴林富民为导向，全力推进林

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确定以核桃为龙头，特色经

果、林下种养殖、花卉苗木、林副产品及工业原料、生

态旅游为重点的林业产业发展方向。强力扶持涉林

经营主体。积极向上争取现代林业产业基地、专业

合作社建设等项目和资金。２０１６年全市累计建成
各类林业产业基地８６万 ｈｍ２，涉林企业８５家，林
业总产值达到３１３亿元。［８］

３．４．２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
攀枝花是一座“无冬天”的城市，具有独特的阳

光气候、丰富的花果蔬菜、壮美的大山大水、种类繁

多的动植物等资源，具有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得天独

厚的优势。近年来，攀枝花全力打造“生态康养攀

枝花、金沙江畔森林城”，初步实现了由工矿基地向

生态宜居城市的重大转变。目前，“阳光花城·康

养胜地”的城市品牌已经在全国有了较大知名度，

２０１７年２月，攀枝花市成功入选“２０１６四川十大改
革转型发展案例”。

在这一过程中，攀枝花市主要采取了几项具体

措施。一是结合“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退耕还

林工程”、“森林城市创建”等林业重点工程，打造以

二滩国家级森林公园、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自

然保护区和市区视野区为重点的森林康养林体系。

二是充分发挥攀枝花市自然资源优势，构建以“森

林、阳光、健康、养生”为主的森林康养基地。重点

加强红格温泉、格萨拉、花舞人间等景区打造。三是

在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乡村旅游区

中，推进森林康养步道体系建设。四是强化政策支

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森林

康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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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国家扩大森林抚育补贴规模和建立省级森林经营

补贴专项资金，加大资金投入，破解森林经营周期

长、聚集社会资金难、收支入不敷出的难题。将森林

经营作为一项重点林业工程来抓。二是充分利用国

家在信贷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上的优惠政策，

建立森林经营投资平台，争取国家农发行、国开行等

金融机构对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的信贷扶持。三是

要强化政策扶持，发挥公共财政引导作用，推进落实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鼓励和引导各类经营主

体自觉投资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探索形成中央、地

方财政与经营主体共同筹资的多元投入机制。

３．７　加强科技支撑，推广多种经营模式
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支撑、经营模式、成果

推广应用的试验探索力度，组织和动员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林科院所、林业技术推广站和国有林场，结

合工作需要和生产实际，加强林地立地质量评价、森

林经营关键技术体系等基础研究，加快制定主要树

种经营技术标准，建立健全森林作业法体系，建立以

区域性标准为指导、地方标准为补充的森林质量提

升技术标准体系。同时要因地制宜，大胆实践，积极

探索，大力推广“林水结合、林路结合、林粮间作、林

下经营”等多种森林经营新模式；要抓好示范带动，

建立健全森林可持续经营样板示范体系，办好一批

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林场（镇）、示范村（点）、示范

户（企业），发挥样板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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