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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现代林业是一种崭新的林业形态。对其概念、基本内涵、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梳理，通过比较分析研究，
提出成都都市现代林业的发展布局、建设行动及对策建议，旨在为成都都市现代林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成都市；都市现代林业；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１－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ａｎｇ１　ＬＩＵＹｕｎｋｅ１　ＺＥＮＧＺｈｅｎ１　ＸＩＥＷｅｎｊｕａｎ１

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ｙｉｎｇ１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２　ＹＡＮＤａｉｂｉ２　ＦＵＳ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２

ＺＨＵＡＮＧＬｉ１　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ｇａｏ１　ＭＯＪｉａｎｇｕｏ１
（１Ｃｈｅｎｇ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ｉｔｙ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３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ｐ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ｒｂ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都市林业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也是林业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为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着力提升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构建成都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生态本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

展都市现代林业，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大的生态环境

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态

产品和生态服务，为生态建设顶层设计决策提供基

础支撑，研究探索成都都市现代林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１　都市现代林业概念及内涵

１．１　都市现代林业的概念
都市林业（Ｕｒｂ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是一种崭新的林业

形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都市森林（都市林业）介
绍到我国［１］。１９５９年，美国学者欧文·霍克在《预
测芝加哥区的经济活动》中提出：在都市周边地区

和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林



果业以保护城市环境［２］，即提出城市发展要求农业

园艺、林业生态并重发展的理念。１９９６年，联合国
发展计划署提出的“都市经济、生态及社会影响所

辐射范围内所有的农业活动”中，将林业生态在都

市发展中赋予新的内涵［３］。２００７年，我国学者廖森
泰提出：在城市地域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生态空间

格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结合，借助现代技

术，使农林副产品生产与都市文化、观光休闲、旅游

环保、科普教育、农事体验等功能融于一体的现代农

业模式［４］。该观点实际将都市农业和都市林业完

全包容。谢朝柱等（１９９９年）认为：都市林业是城市
持续发展的必然，城市与文明同在，城市与自然生态

共存，城市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５］。虞德源等

（２００１年）认为：都市林业既是城乡绿化，又是绿色
产业，是生态保护和山水园林新城［６］。王慧敏等

（２０１５年）认为：都市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宜居城
市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三维结合，是人类的“精神

家园”［７］。陈伟等（２０１１年）认为：都市林业是生
态、绿色、富民、科技、服务型林业［８］。因此，都市现

代林业可以概括为地处大都市郊区及边缘区，利用

现代高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大都市提供生态、文

化、科学、教育、旅游、休闲、康养与林副产品的现代

新型林业。

１．２　都市现代林业的基本内涵
都市现代林业是在都市圈内进行的林业，一是

产品型都市林业，二是服务型都市林业；具有生态功

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９］。其基本内

涵：一是建设生态屏障，主要是发挥林业的生态功

能，为城市提供完备的生态屏障，提高城市宜居水

平；二是提供生态产品，主要是发挥林业的经济功

能，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是打造生态家园，主要是发挥林业的社会功能，提

升人民生活品质。

１．３　都市现代林业的特点
（１）都市林业的特征［９，１０］

①边境模糊性。都市林业包括城市中片状林
业、点缀林业、袖珍林业和镶嵌林业及中远郊的现代

林业；随着城市呈网络状发展，都市林业的边界也就

越来越模糊。

②功能多样性。都市林业注重生态、社会、经济
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兼具生态建设、民生保障、康

养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运动科普、产品供给等

功能。

③产品公益性。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是现代林

业的基本特点，能提供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的生态、

文态、社会、教育等产品。

④生产集约性。现代科技的发展，促进现代林
业正向智慧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对资源本身就

是节约型、友好型、和谐型。

⑤发展脆弱性。都市林业依附于都市经济，最
易受人为因素及城乡发展规划与建设和自然资源不

足等的影响。

（２）都市现代林业的特点［９］［１０］

①生态功能首要性。现代都市是人员密集、产
业聚集、商务汇聚，而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突出，

生态脆弱性突出。

②质量效益高效性。都市林业注重林业组成要
素的优化组合和比例配套，以最小的面积实现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③发展可持续性。由于现代都市生态的脆弱性
和环境资源的高承载力，故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良性循环的发展途径。

④建设参与社会性。都市林业发展需要公众的
广泛参与，是建设好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基础。

⑤投资渠道多元性。都市现代林业需要长期投
入，且一次投资多年维护，是惠及大众的生态工程。

⑥生态文化自觉性。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生态
的诉求是一种文化现象。回归自然是现代都市人的

生态梦想，也是具有绿色梦想的生态文化。

２　国内外都市林业发展模式分析

２．１　生态主导型
生态主导型模式的都市林业建设主要源于人们

对改善和解决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等

问题的迫切需求。如美国的芝加哥等城市，在工业

化时期重工业的浓烟和废气等污染物弥漫整个城

市，严重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生态环境，经过长期的都

市林业建设，现今城市的环境较以往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从天空俯视城市，１／３是树冠、１／３是花草、１／
３是建筑，构成了都市与森林协调相容的格局［１１］。

我国贵阳将都市林业建设定位为“青山入城，

林海环市，生态休闲，绿色明珠”。经过不懈努力，

贵阳市基本建成了以健全高效的城市森林体系、自

然天成的城市生态绿岛、林城相依的环城生态林带、

兴旺发达的城市森林旅游、独具特色的城市森林文

化为特征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成为世界上喀斯特

地区植被最好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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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经济主导型
经济主导型模式的都市森林建设源于人们对都

市森林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的追求。其直接的经济

效益包括木材、林果和林副产品等收益，还有游客在

森林公园旅游或游憩活动中各种直接经济消费带来

的收益等。更重要的是城市森林建设能够间接带动

商业区、城市有关产业，乃至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如英国伯明翰西北部的历史工业重镇，其工业发展

已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由此曾在该区域留下了大量
的废弃土地和荒地。为了重振经济，为经济投资提

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环境，英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就开始在该区域实施以“绿色计划”为名的都

市森林建设，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１１］。

该模式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比较突出，例

如广东、深圳等多个新兴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以来都

制定了以建立都市林业体系为中心内容的城市森林

规划。

２．３　社会文化型
社会文化型模式的都市林业建设源于城市居民

对提高城市生活品质的追求，参加森林休闲、保健、

文化或人文体验等游憩活动。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

游憩需求，德国已开展了以“环状活动”为特征的都

市林业建设。该建设规划把城市周边 ２ｈ行程内
（１８０ｋｍ）的森林设计为以提供游憩服务为主的活
动区域，并按不同居民的游憩习惯，设计了３个环状
的森林圈：最外一圈离住宅区稍远，主要用于散步等

活动；中间一圈为年轻人的主要活动区，道路设计较

为密集；最内一圈靠近住宅区主要供儿童等人群活

动［１１］。

我国广州在都市林业建设过程中，积极推进森

林文化体系建设，并让城市居民参与其中，充分体验

城市独特的人文，从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３　成都都市林业发展现状分析

３．１　成都都市林业发展现状
（１）森林资源不断丰富。２０１６年末，全市林地

总面积达４７８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３８．６％，森林蓄
积量达 ３２２４万ｍ３，人均占有活立木蓄积２４ｍ３。

（２）绿色通道不断延伸。全市建成各类绿色通
道 ６８８８ｋｍ，铁路和县道以上公路宜绿地段绿化
率、江河渠系绿化率达９０％以上，横贯全市、纵横交
错的绿色长廊不断延伸。

（３）城市绿化率显著提升。２０１６年末，建成区

绿地率达３５５８％，绿化覆盖率达３９８５％，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１４５９ｍ２，城市绿地系统布局日趋完
善，市中心区热岛效应明显改善。

（４）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成都市海拔高差最
大，是距大熊猫最近的中心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多

样，生物资源十分丰富。高等植物约 ３０００种，陆脊
椎动物有２８３种。

（５）林业产业特色突显。近年大力发展木本油
料、特色经济林、竹产业、林下种植、森林康养等产业

基地及加工与利用，２０１６年末，全市林业总值达６００
亿元以上。

（６）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常年实施森林管护
１８３万ｈｍ２、生态补偿面积达６８万 ｈｍ２。全市森
林和湿地等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达 １０００亿元以
上。

３．２　存在的问题
（１）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目

前，成都市森林大多为中幼龄林和灌木林，成熟林比

例偏低，影响了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建设质量和管

护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２）森林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城
市森林分布多以隔离的点、线为主，存在绿带断层，

未形成森林网络。

（３）优势特色产业需要进一步增加。加大木本
油料、特色经济林、林下种植及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４）城市绿量有待进一步增加。目前，绿地空
间利用率不够，总体绿量不足，管护成本较高。

（５）乡村人居林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四旁植
树随意性大，缺少公共休憩绿地。

（６）资源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强化。
全社会广泛参与保护和培育绿色生态资源。现代信

息科技、设施装备在林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７）科技支撑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成都林业
科技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尤其缺乏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科技成果储备不足。

３．３　国内外都市林业发展对成都的启示
（１）成都都市林业建设应以生态文化驱动为发

展模式

成都肩负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使命，

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都市现代林业，需重点突出林

业的生态功能；同时，也应充分体现成都的生态地位

和历史文脉，构建生态文化驱动的新型都市现代林

业发展模式。

（２）都市林业建设应纳入社会经济与城市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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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国外都市林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对都市林

业的科学定位，即把都市林业作为城市有生命的生

态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进行统一规划建设。

（３）近自然林模式是都市林业建设的主导方向
都市林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和满足人们贴近自然的需求，更加注重森林的

休闲游憩、改善环境、愉悦身心等服务功能。因此近

自然林的营造和管理是都市森林建设的主导方向。

（４）都市林业建设应有较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撑
保障

在许多国家，除了以法律形式保证规划的实施

外，还通过法律形式对都市森林进行保护。成都应

确定都市林业建设的运作和行政体系的框架和程

序，并制定法规规范量化具体的指标。

（５）高质量和结构合理的森林是都市林业发展
的主要目标

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与国内外发

展较好的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且森林质量普

遍不高、结构不尽合理。

４　成都都市林业发展布局与对策

４．１　目标定位
成都都市现代林业以生态文化型为发展模式，

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为目标，

加快都市现代林业建设。通过森林生态保护建设、

城乡绿化美化建设、林业绿色产业发展、林业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全域绿化美化、生态化、产业化［１２～１４］。

大力保护及修复城市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完善

林业产业体系，构建完善的市域绿地生态系统，不断

增加绿色资源总量，提升绿色生态功能与品质，筑牢

绿色生态屏障，实现“服务都市，绿化城乡，惠民富

农”。

４．２　总体布局
依据成都市自然地理情况，生态区位，资源现

状，构建“两核两山两网多点”的都市林业格局（两

核：指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两山：指成都境内的龙

门山和龙泉山；两网：市域水网和路网；多点：指两核

以外的市内其他区域）。全面整合城乡、山丘坝森

林，道路、水系防护林，花卉果树基地，城区绿地和乡

村林盘等生态资源，实施相应的国土绿化和林业产

业重点项目，实现森林和城乡生态空间合理布局，形

成“城市绿景、平坝绿海、山区绿屏”的大生态格

局［１１，１３］。

４．３　建设行动
（１）大规模绿化全川成都行动。以提升森林、

湿地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推进增绿提质添彩为重点，

通过绿色生态保护、绿色生态提升、城市花园建设、

绿色产业发展，不断扩大城乡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形

成“城区绿心、城边绿带、城郊森林”的城乡绿色生

态网络，构筑成都平原城市森林群。

（２）特色产业成都优势。重点发展木本油料
（油用牡丹、油橄榄、核桃等）、特色经济林（森林药

材、森林蔬菜、森林饮料、特色水果等）、竹产业、林

下经济等优势产业，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的绿色健

康产品。

（３）森林康养成都特色。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建设、龙门山（成都）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湿地

保护及湿地公园建设、城乡增花添彩工程、古树名木

及大树保护、川西林盘保护等生态资源保护为核心，

开展境内龙门山、龙泉山生态提升及森林植被增绿

添彩提质工程，利用森林、湿地、苗木花卉和珍稀野

生动植物等景观资源，开展森林康养示范基地。

（４）智慧林业成都实践。以智能化林业产业、
林业生态监测、湿地资源监测、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森林防火防控、互联网共享平台建设，运用互联网和

物联网技术、３Ｓ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等，建立成都一
体化的智慧林业决策平台，实现林业各类数据信息

实时采集、可视化展现，促进林业跨越式发展。

（５）彩色林业成都示范。围绕城乡增花添彩工
程，开展彩色林业发展理论、路径等研究与示范，重

点对彩色树种选择、配置模式、景观成效、产业带动、

森林健康、旅游观光等试验示范，实现多彩林业、多

功能林业的发展特色。

（６）林业碳汇体系建设。研究成都林业碳交易
及森林碳计量、交易模式、规则（法律法规）等，为形

成成都森林碳汇经济发展顶层设计思路，为构建成

都的森林碳汇经济体系、路径等奠定坚实的基础。

（７）社区林业制度建设。积极深化探索竹林盘
保护与发展，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培育，国

有林场深化改革与发展，村镇社区参与林业建设与

管理，实现林业为社区、为社会提供生态服务、林副

产品的良好格局。

（８）深化成都林改模式。政策引领，产业支撑，
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深化国有林场改革，

全面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有效盘活森林资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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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市级生态动态补偿调整机制，规范林权流转秩

序，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生

态旅游，林农得到跨越式增收。

４．４　成都市发展都市现代林业的对策和建议
（１）准确定位成都特色的生态文化型都市林业

发展模式。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美丽中国典范

城市，应紧密结合健康中国引领城市的发展机遇；与

巴蜀文化、地域特色、川西竹林盘保护与发展结合。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遗迹，延续历史文脉，注重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融合，突出成都的城市个性与

特色。

（２）科学规划合理优化成都都市现代林业发展
布局。将都市现代林业建设纳入成都市社会经济与

城市总体规划，并按照成都都市现代林业目标定位

和总体布局，突出重点，进行科学规划与优化，将不

适宜都市现代林业发展的空间、产业、产品等进行合

理优化或调整，应充分体现出都市现代林业的生态

屏障、生态产品、生态家园的总体功能。

（３）建立政府主导的都市林业建设机制和专项
基金。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绿色经济。在大力发展生

态、社会效益林的同时，科学规划和发展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森林康养，建立政府主导的都市林业建设

机制和资金投入机制，不仅要建设生态屏障，更要为

市民提供生态产品，享受生态家园福利。成立市政

府领导挂帅，林业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领

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建立都市林业市级专项建设

基金。

（４）建立社会参与的都市林业发展机制和补偿
政策。不断创新机制，开展生态补偿、碳汇交易和林

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和林产企业以其林地使用权和

林木所有权，从市场上获得建设成都都市现代林业

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推动建立林业生态补偿机制，

积极开展碳计量与碳交易示范，全面推进林权抵押

贷款，促进都市现代林业健康发展。

（５）建立法律制度的都市林业保障机制和监督
机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包括目标考核制

度、责任追究制度、后期管护制度、投入保障机制等，

确保都市林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由市人大加强都

市林业专项法制建设，为引导、促进和规范都市林业

建设提供法制保障。制定技术标准和评价指标体

系，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开展监督检查。

（６）建立高新技术引领的都市林业科技团队和
支撑机制。加大科技示范样板建设力度，增加市级

财政投入林业科技研究，依托市级林业科研院所组

建都市林业科技研发团队，组织实施好中央财政和

地方各级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带动作用。以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强化技术集成

配套、改善林业科技创新条件为重点，提升林业科技

创新能力，促进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为都

市现代林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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