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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省是我国竹资源大省，竹种产业禀赋奠定了竹浆纸、竹笋产业优势。本文以“十二五”期末四川竹产业
发展形成的基础，探讨四川竹产业发展的问题与成因，并着眼于现代生态林业建设和经济新常态下的竹产业发展，

参照浙江省竹业发展经验，进行四川竹业转型升级潜力分析，提出促进竹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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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为禾本科木质化植物，具有鲜明的生态、经
济、文化属性。围绕竹资源开发利用已形成了由资

源培育、加工利用到出口贸易，再到竹业生态旅游的

颇具潜力和活力的一、二、三产融合型产业，成为促

进竹区经济发展、助农脱贫增收和区域资源增长的

支柱产业，与森林食品业、花卉业、森林旅游业构成

了中国现代林业的四大朝阳产业，是我国为数不多

的在国际市场保持着较强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１］。

四川省是全国竹资源大省，２０１５年实现竹业产

值２１８亿元，但仍呈现“物不尽其用”、“地不尽其
力”、“竹不显其贵”，竹产业发展面临着 “稳定竹林

面积、合理产业布局、推动竹业转型、促进竹农增

收”的艰巨任务。

１　四川省竹产业基础

１．１　竹林资源
四川省是我国著名的混生竹区，竹种资源丰富，



有１８属１６０余种。通过实施国家退耕还林重点工
程建设，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四川竹林面积由４０８万
ｈｍ２发展到６８６万 ｈｍ２；通过退耕还林后续产业专
项建设和浆用竹林基地建设，２０１０年竹林面积达
９６．９万ｈｍ２；通过落实《四川竹产业发展规划》和现
代林业重点县建设，２０１５年竹林面积１１５４万ｈｍ２，
居全国第一位。竹林分布涉及２０个市（州）的１２９
个县（市区），其中面积１３万 ｈｍ２以上２６个，３３
万ｈｍ２以上６个，５３万ｈｍ２以上３个，叙永县突破
６７万 ｈｍ２［２］。每年可提供制浆造纸竹材 １１９７４
万吨，提供家具用大径竹材 １５５１７万根，可生产优
质竹笋２１２２万吨。
１．２　竹加工利用

２０１５年四川省有竹资源加工利用企业９６７家，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两家、省级龙头企业１６家、市
级龙头企业１３家。竹加工产品系列涉及竹浆造纸、
竹人造板、竹地板、竹家具、竹工艺品、竹编产品、竹

纤维、竹食品等，近千种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省竹浆造纸产能达到２０８万吨，竹人造板产能达
到２２０万 ｍ３，竹家具产能达到７００万件（套），竹笋
加工产能达到５５万 ｍ３［２］。其中：青神西龙生科创
新的“斑布”竹生活纸，被誉为中国本色生活用纸第

一品牌；井研县华象公司生产的高强度竹质车用板，

年销售达５万ｍ３，占有国内车厢板市场６０％；富顺
锦明笋竹食品有限公司年产１４万吨“半坡脆笋”笋
制品，远销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

１．３　助农增收
２０１５四川省竹业总产值２１８．２亿元，其中犍为

县、沐川县、长宁县、叙永县、青神县、纳溪区、井研

县、富顺县等８区县竹业产值突破１０亿元［２］，竹产

业被列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全省从事

竹资源培育与利用的农户达到４３４．３万户、１１０７．８
万人，专合组织达到４００余个。竹林经营成为竹区
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全省竹农人均竹业收入７４８．
７元，有１１个县人均竹农竹业收入超过 ２０００元。
１．４　竹文化传扬

随着竹编、竹游、竹宴、竹艺、竹画等蓬勃发展，

继２００１年宜宾市承办第三届中国竹文化节，２０１６
年眉山市（青神县）承办了第九届中国竹文化节。

长宁县蜀南竹海积极培育竹景观，挖掘竹文化，开发

全竹宴，２０１５年接待游客３５０万人次，实现综合收
入５０亿元。泸州市中国竹酒博物馆建成使用，大旺
竹海被授予“中国森林康养基地”。眉山市以“国际

竹编艺术博览馆”、“青神竹编产业园”、“中国首家

竹林湿地公园”共同打造集万竹博览、竹文化、竹旅

游、竹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国家４Ａ级景区，年接待游
客５０余万人次。“中国竹编艺术之乡”青神县以
“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地）”开展瓷胎竹编、竹家具

制作、竹包装、竹灯笼、平面竹编五大培训，已成功开

办４期竹编产业工人“千人培训”班，开办了由中国
商务部主办、国家竹藤中心承办、国际竹藤组织协办

的“２０１６年加纳竹藤制品开发与加工技术培训班暨
竹编和竹家具技术培训”。

１．５　科技成果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

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西南科技大学、及相关市

林业科研院（所），在竹林培育、竹林生态、竹食品等

方面开展了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四川竹类获奖科

技成果８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两项、省科技推广一等奖１项、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两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制定行业和
地方标准３个，审（认）定省级优良竹种１１个，发明
专利２３项，在丛生竹培育科技上保持着国际先进水
平。

１．６　新型产业孕育
雅安市围绕１４．４万ｈｍ２竹林资源利用，主动与

川大、浙大等科研院校和企业对接，寻求竹活性炭和

竹业精深加工的产业化，荥经县年产３．２万吨活性
炭项目第一期工程建设接近尾声。泸州市在夯实竹

浆造纸优势产业和传承传统竹艺的同时，积极引进

我国自主产权且具战略意义的新兴技术—竹缠绕管

道项目；纳溪区兴建年产６００万袋菌种的“乌蒙山
大旺菌种厂”，助推“竹－菌”立体经营；成功探索的
竹屑酿酒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活之酿”康养竹

酒供不应求；启动建设的“泸州高新竹产业园”将聚

集科技型企业、互联网＋物流交易平台、高科技产品
体验馆、博士后流动站、培训中心；“中国森林康养

基地”大旺竹海景区已展开基础设施建设。

２　四川省竹产业发展问题与成因

由于竹种产业禀赋和地缘经济的限制，四川省

竹产业发展存在着产业集群建设滞后，优势产业受

国际市场冲击，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竹子和竹种特性

开发不足，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存在着

资源性、结构性和市场性等诸多矛盾，以及尚有束缚

创业创新的机制体制障碍，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４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２．１　产业乏力地区，竹林荒芜退化
年年采收竹笋、竹材是竹林经营的根本性技术

措施。竹林长期未采伐利用，如以慈竹为代表的丛

生竹竹丛生长衰退老化，以白夹竹为代表的散生竹

纯林枯枝层增厚，进而形成社会、生态风险。据初步

调查，全省荒芜竹林面积达３６７万 ｈｍ２以上，占全
省竹林资源面积的３２１％，分析原因在于：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竹材传统农村利用消退。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竹林资源是乡村聚落的主

要经济植被，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结构的

变化，农村生产生活不再利用竹材，竹林被荒芜。这

类现象集中表现在川西平原、川中与川东北丘区乡

村的慈竹林，川东北山地白夹竹纯林。

二是龙头企业丧失，竹材规模利用停滞。雅安

市围绕中竹纸业、金安浆纸业，邛崃市围绕莱山纸

业，华蓥市围绕思平浆纸业的原料供给，规模营造了

浆用竹林基地达１８２万 ｈｍ２。上述龙头企业在国
际纸浆市场冲击下均已关停，竹材利用已成为当地

社会问题。

三是竹种禀赋不适，市场价值实现困难。四川

竹林资源中有１３．４万 ｈｍ２引进的撑绿竹（材用）、
麻竹（笋用），但不少地区缺乏就近容纳的加工能力

和市场，笋、竹作为低质高泡物资，物流成本限制了

跨域市场的拓展。

四是基础设施落后，竹子自生自灭。四川盆周

山地地势陡峭，基础设施薄弱，虽竹林植被维系着区

域青山绿水，但竹株个体却自生自灭。如叙永县的

向林镇绵竹村毗邻，江门镇、马岭镇一带竹林基地面

积近０．７万ｈｍ２，由于不通公路，竹资源无法实现为
产业资源。

２．２　低效林占比大，竹林经营粗放
四川竹林资源多分布在丘陵、低山区，由于地形

地貌的限制，达到省级现代林业产业基地标准的竹

林基地仅有４５．７万 ｈｍ２，占全省竹林资源的４０％。
大部分竹林未实现现代竹林经营的集约化、标准化，

仍处于粗放经营状态，形成低效竹林。原因在于：

一是基础设施落后，竹区道路密度不足。竹区

道路是竹林经营的核心基础设施，道路密度应满足

竹区作业半径的需求，依竹材采运成本计算，竹林集

约经营作业半径上限为５００ｍ。四川省执行的现代
林业产业基地标准（１５ｍ·ｈｍ－２）低于国家规划中
的标准（２２５ｍ·ｈｍ－２）。竹区道路密度不足、公路
路况差、分布不合理甚至不通公路已成为制约四川

山区竹林资源经营利用和农民增收的最大瓶颈，如

叙永县水尾镇安全村大尖山由于林区公路不通，每

根毛竹只能卖到两元，而公路边却是１２元；大石乡
旺龙村每人一天采伐杂竹运送到公路边只能达到

１００ｋｇ，收入仅５０多元。
二是竹农自组织不足，技术推广有限。四川竹

林资源经营仍以农户为主，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

工，农村劳动力“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以及组

织化程度低，无法承担竹林经营劳动强度和掌握经

营管理技术。全省新型经营主体的竹林经营面积约

１４．１％。劳动力缺乏的农户将竹林采收权承包出
去，仅能获得７５０元·ｈｍ－２～１５００元·ｈｍ－２收益，
也无法支撑集约经营的投入。

三是专业机具空缺，劳动生产率低下。笋、竹采

收仅适宜择伐，而非一般林木的皆伐，既有的林业机

具（如油锯）不适用于竹林采集运。砍刀、锄是竹林

经营工具，背、扛是竹林产品集运的主要方式，劳动

生产率有限。特别是伐后竹篼充壅无法进行人力消

除，导致竹丛生产力下降。

四是财政扶持弱化，农户动能不足。林业产业

基地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扶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收

益归农户。目前国家财政仅对新造竹林加以补助，

竹林经营抚育而未被纳入，加之竹林经营效益低，农

户经营积极性未能有效调动。

２．３　业链延伸不足，产业集群未成
农耕文明的竹编、竹家具，工业文明的竹材制

浆、竹人造板均发挥了四川竹种资源优势。面对生

态文明赋予竹产业发展的生态、绿色、循环业态要

求，面对市场对四川优势产业竹浆造纸、竹人造板业

的冲击，传统产品体系的单一，纵向、横向产业链拓

展乏力。分析认为：

一是业链前端配置不足，块状经营为主。竹材

低质高泡的属性导致龙头企业原竹收购合理半径仅

为５０ｋｍ，加之竹材采伐的季节性，形成了生产经营
的板块化。缺少竹区腹地初加工纽带，龙头企业需

耗费大量人力、场地实现原料收储加工，而未与竹林

资源经营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也无力建立与广大竹

农良性互动机制。

二是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制浆造纸属

于四川竹业优势产业，四川省浆纸企业２４５家，规模
以上企业平均产能不到两万ｔ·ａ－１，全省产能５万ｔ
·ａ－１以上的企业仅有３６家［３］。企业规模过小和结

构雷同，在产品升级和功能创新研发不足，产品同质

化严重，辐射带动面窄，加之块状经营的各自为政的

情况下，产品质量档次难以提升，企业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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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木浆冲击下，竹浆市场竞争优势不再。

三是行业融合平台薄弱，业态整合不高。四川

竹业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较为传统，业态整合程度

低，各自为政，缺乏优势竹产业的产业联盟，和按照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而聚集的有生产性服务业、生活

服务业的产业园区。２０１６年在泸州市成立了由国
际竹藤中心牵头发起由４０多家单位参加的“西部
竹产业创新发展联盟”，着力在技术研发、生产制

造、推广应用、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

２．４　转型研发不足，业态拓展乏力
世界竹子看中国，中国竹子看浙江，浙江竹子看

安吉。浙江省安吉县通过发展高科技、可循环的竹

产业，以７．２万ｈｍ２毛竹林资源实现从竹根、竹竿、
竹叶甚至到竹粉末在内的全竹利用，以及竹林游憩

业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产业集群。２０１５年竹业
总产值１９０亿元［３］，其资源产值效率（单位面积一、

二产产值）是四川省的１２６倍，原因在于：
一是全竹利用研发不足，科技创新驱动乏力。

浙江安吉经济竹种单一的为毛竹，南京林业大学、浙

江大学、浙江省林科院分别开展竹林培育、加工利

用、全竹产品研发，科技驱动着产品技术的换代升

级，产业链不断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

伸，形成由竹质结构材、竹装饰材料、竹日用品、竹纤

维制品、竹质化学加工材料、竹木加工机械、竹工艺

品、竹笋食品等８大系列３０００多个品种组成的产品
格局［４］。四川经济竹种近２０余种，且以中小径丛生
竹为主，主导产业定位于竹浆造纸，竹林科技成果主

要是围绕着竹林资源培育，而缺乏对竹种生物构件

产业禀赋、加工工艺、产品衍生的研发，科技创新驱

动乏力。

二是发展规划滞后、竹林经营理念落后。浙江

省拥有安吉“中国竹地板之都”、遂昌 “中国竹炭产

业基地”、庆元 “中国竹制品产业基地”、临安“全国

最大的竹笋生产、加工、集散地”等产业集群，２０１５
年竹业总产值４２０亿元。立足竹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和区位条件出台的《浙江省竹产业转型升级三年

行动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目
标、战略布局和发展重点，调整单一经济效益的理

念，开始重视竹林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树立生态经济

和分类经营等理念，多举措推进竹产业的提升发

展［５～６］。四川竹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滞

后，宏观指导性和引导力不强，体制和政策障碍仍然

不少，发展措施还不得力，如为保护生态将竹林经营

也纳入“停申报、停采伐、停运输”范围，导致乡土小

径笋用竹产业开发受用材林经营理念制衡等等。

３　四川省竹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立足四川省竹业发展基础，挖掘竹子的生态、经

济、文化属性，以及竹产业的绿色、低碳、产业融合禀

赋，通过要素配置进行转型升级发展，潜力巨大。

３．１　“生态优势”向“生态资本”转变的潜力
四川拥有竹林资源面积１１５．４万 ｈｍ２，年固碳

能力达５１４万吨，参与国际碳汇交易潜在效益达８
亿元以上。而利用竹林生态环境发展森林康养产业

正方兴未艾，如泸州市大旺竹海已成为我省第一家

“中国森林康养基地”。

３．２　优势产业资源产值效率提升的潜力
四川省竹林资源产值效率仅为 １９１１０元·

ｈｍ－２。在四川竹优势产业中，资源产值效率领先的
犍为县竹浆造纸业 ７１３５５元·ｈｍ－２，井研县竹人造
板业 ７５９００元·ｈｍ－２。若通过工艺转型、产能升
级、产品体系拓展、一、二产融合体制创新，挖掘竹资

源加工利用空间和价值空间，四川省相关产能涉及

的资源经营达到上述水平，则新增产值可达１５３亿
元。

３．３　乡土小径笋竹资源产业开发的潜力
随着国内外消费者对食品消费的需求更趋于天

然、安全和健康，竹笋及其加工产品的市场需求呈现

持续增长趋势。浙江临安市是全国著名的小径笋用

竹产业基地，３．３万ｈｍ２雷竹实现年产值６．４亿元，
１５万竹农人均竹笋收益４２８０元［７］。四川盆周山地

拥有斑苦竹、方竹、白夹竹、水竹等笋用价值极高的

竹林资源，面积达１２．７万ｈｍ２，借鉴浙江经验，笋用
开发一产产值可达２４．９亿元。事实上，雅安市竹业
转型升级已将竹笋产业列为３大支柱产业，崇州市
牛尾笋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３．４　万众创业助推竹区产业发展的潜力
国家鼓励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２０１７年

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
产业链价值链”，竹编产业、竹林休闲游憩业发展前

景广阔。眉山市已作出“竹编产业产值达 １００亿
元，从业人员达到１００万人”发展规划；雅安市市委
出台文件，每年扶持培育１０家“竹林人家”。
３．５　技术引进促进区域竹业发展的潜力

在竹产品体系中，四川缺乏产业链价值链长的

竹炭及活性炭产业、高性能竹基工程材料产业。这

两项技术的引进与研发，将有助于对川中、川东北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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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源的工业化利用，成为区域竹产业发展新的起

点，进而构建区域产业集群，与川南竹浆造纸产业集

群一起谱写四川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篇章。

４　促进四川竹产业健康发展对策建议

４．１　规划引领，打造产业集群
一是规划引领区域主导产业。在生态文明建

设，万众创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需根据国内外竹产

业发展趋势与技术进步，认真研判资源禀赋、区位条

件，围绕区域优势竹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全

省竹产业发展规划，明确重点产业区域布局。

二是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产业集群。认真研究

竹区资源经济空间系统耦合运行机制，按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竹区乡村承接

产业初加工，龙头企业专注产品生产管理与研发，园

区聚集精细加工和生产服务型企业的全产业链衔接

的区域产业集群。

４．２　产业联盟，树立行业形象。
四川竹浆造纸产能占全国５２％，纺织竹纤维浆

粕即将投产，已具备建立竹浆产业联盟的规模实力。

建立产业联盟，提高业态发展预测、预警、重点产品

监测分析、重点企业、市场动态监控和产品市场产销

存预警预报能力，域内企业抱团争得行业国际市场

话语权，打造“竹浆制品价格指数”发布平台，塑造

区域品牌，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产品的市场

知名度。

４．３　改善基础，惠农富农强农
经过“十二五”新农村建设，村社道路系统已初

步形成，借此加快竹区公路的向纵深推进，打通竹林

资源经营利用“最后一公里”瓶颈，实现竹区交通全

辐射，改善竹农生产生活。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快水、

电、光纤、４Ｇ网络建设，推进竹区旅游、教育、文化、
健康养老等产业发展，提升竹区价值链，以“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惠农富农强农。

４．４　推广科技，助推业态拓展。
一是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四川现有的竹业科技

成果无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亟待组建专业研发团

队开展竹炭竹醋液、竹原纤维、竹生化利用等精深加

工产品研发，基于循环经济的竹林轻简经营技术研

发与推广，盆周山地小径笋用竹经营技术研发与推

广，竹碳汇（ＣＤＭ）项目开发，将四川竹业科技研发
主攻方向由传统资源培育技术向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技术转变。

二是推进竹产业“互联网 ＋”。加快互联网技
术应用，建立竹产业经济运行信息系统、竹产业电子

商务平台、竹科技服务平台，促进业内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

三是推行竹编产业“匠人”培训。发挥四川竹

种优势和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竹编产业工人“千人

培训”经验，顺应返乡下乡人员创业的发展态势，政

府购买服务，重点开展川中、川东北乡镇级竹编匠人

培训。

四是推广“竹 －菌”立体经营模式。竹林立体
经营模式包括“竹－茶”、“竹 －菌”、“竹 －禽”、“竹
－药”等，从维系竹林群落健康和循环经济的角度，
重点推广投入产出比１∶３的“竹 －菌”立体经意模
式，及其乡村竹旅融合经营。

４．５　复壮竹林，维护生态环境。
竹子的枝叶茂盛，根系发达，具有固碳放氧、调

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减灾等良好功能，在维持生

态平衡以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四川省部分竹林资源因市场因素、基础设施、

劳动力成本制约，经营停滞而形成低效林。低效竹

林生长衰败导致病虫害、森林火灾生态风险，从维护

竹林植被群落生态健康，奠定产业发展物资基础角

度出发，复壮山区低效竹林是四川竹产业“十三五”

期间不可忽略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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