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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实现经济林的高产优质发展就要实现经济林的产业

化。经济林产业化是指规模化、标准化、批量化商品生产 ,
产品绿色化的科学经营体制 , 经济林的产业化包括前阶段
的栽培产业化和后阶段的加工产业化。经济林的产业化可
建设发达的果品产业体系 , 调整林业产业结构 , 优化资源配
置 , 实现林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使经济林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实现经济林的产业化要逐
级政府加强领导 , 完善产业化建设机制 , 大力开展政策服务 ,
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 , 从资金、技术、人员、税费、服务
等各方面构建产业化建设的政策扶持体系。制定科学的近
期计划和远期规划 , 两者相互依赖 , 相互作用。加大资金投
入 , 把有限的资金放到重点上 , 大力培育壮大经济林产业化
的龙头企业 , 实现品牌化。

2　我国经济林业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我国经济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阻碍着我

国经济林业的发展。以林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企业规模普
遍较小，重复建设问题居多，影响产品生产成本及经济效益。
同时，一些区域的资源型城市，所有制结构更是缺乏合理性，
采掘工业中的国有企业又是主干城市的经济主体，而沿海
发达地区与内地及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甚多，经济结构发展
也相对不平衡。林业企业继而还伴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多，
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较少的非合理化产业结构，使生产效
率下滑，影响了林业经济的大发展。 

其次，经济林业的基础设施较差，在一定程度上束缚
着我国经济林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林业基础建设进
步很大，但总体看，由于底子薄、起步迟、建设速度慢、
现状距离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如 " 三防 " 体系建设（防
火，病虫害，公安），“ 四站” 建设（技术推广站，林
业工作站，种苗站和木材检查站），林业科研，教育，森
林资源监测及林业信息建设均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并形成
体系。设备问题一直影响着我国林业基础建设的发展，林
业企业在生产技术和装备上普遍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相
比，要落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首先是代表现代技术水平
的生产设备，我们还不能设计生产，主要是引进国外生产
设备。所以我国林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始终赶不上世界先进
水平。 

3　我国经济林业发展的建议 
首先，要优化经济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林业

的健康发展。要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必须实行战略改组，
扩大产业规模，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大技术改进力度，
实现企业提档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大力发展木材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实现多次增值，提高木材综合利用率。
另外还要强化布局调整，合理配置资源，逐步淘汰落后产
品和不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产品，大力开发新产品、特色
产品，推进林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林业特
色经济，培育新的林业经济增长点，一是要大力发展森林
生态旅游业，二是充分利用林业山特产品资源，大力发展
绿色食品加工业，三是要充分利用林区中草药资源，大力
发展医药制造业。 

最后，要重视科技在经济林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经
济林业的创新程度。林业经济发展必须要重视科技创新，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林业科技创新一直以来都是我
国林业经济发展的弱项，林业经济不仅仅是开采林业资源，
还有对林业经济进行深加工，林业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里
边有所有经济门类所需要的资源，林业经济能够为整个国
民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但是前提是我们的林业能够进行
科技创新，能够现在现有的条件下，让更多的林业资源得
到有效的利用和开发，不再单纯的靠砍伐数目来维持林业
经济，林业经济在很多领域都有高附加产品。实现林业经
济的不断发展，一定要加强科技创新，全面地支持建立林
业产品的示范基地及园区，以便提高林业的发展水平。 

4　结语 
在经济林的发展过程中 , 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

扶持 , 政策和资金双管齐下。科学种植管理 , 在提高产量的
同时 , 保证产品的质量。配套建设果品的深加工行业 , 促进
二三产业的稳定发展。实施名牌战略 , 利于开拓国内、国
际市场。提高经济林产业化程度 , 实现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 ,
全方位推动我国经济林产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丽华 . 山地经济林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及对策 [J].

现代农业科技，2009（20）. 
[2] 王立杰，周美林 . 经济林旱作栽培技术初探 [J]. 林

业科技情报，2009，41（2）. ■

1　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1.1 林草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剧、

土地沙化严重
每年有 206.7 万公顷的有林地遭到破坏而严重退化，

每年有 114 万公顷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
地。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高达 367 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
的 38.2 %，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67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27.9 %，而且每年还以 2460 公顷的速度在扩大。

1.2 江河断流、湖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湖泊水位连年下降，江河径流逐年减少，我国最大的

河流——长江的水运事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黄河在 27 年
间出现断流 21 次，最长时间达 3 个月，华北平原由于地下
水位严重超采，出现了总面积达 4 万平方米的地下漏斗。

1.3 酸雨、二氧化硫、烟尘危害逐年加重，大气环境污
染程度居高不下

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
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在我国 600 多个城市中，大气环
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 1 %。据 1997 年世界
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
达 54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 %。

1.4 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目前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 4000~5000 种，

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15 %~20 %，经国家确认的我国珍
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已分别高达 258 种和 354 种，进 50
年来我国约有 200 种植物和 10 多种野生动物已灭绝，还有
400 多种濒临灭绝。

1.5 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一些地区地质灾害频
繁发生

据有可比资料的青海、陕西、宁夏、黑龙江、内蒙古
统计，1999 年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比 1986
年增加了 1.2 倍，其中对林地、草地和耕地的破坏面积分
别增加了 22 %、24 % 和 155 %。同时，我国是地质灾害多
发生的国家，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点数十万处，每年
造成的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2　森林经营过程中应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2.1 要理顺计划管理、资金管理的关系
不能以从国家林业局争取的资金编制生产计划，要依

照基层林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力、林地情况、苗木情况、
劳力情况的由下而上进行编制，克服计划上的官僚主义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浪费。

2.2 要加大造林工作力度
造林成败关系到后备资源的总量与质量，应是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因此要做到适地适树，细致整地、良种壮苗、
顶浆造林、加强抚育管护。针对畜牧业发展迅猛的趋势，
应设专人看护新植林地。同时，应加大雨季容器苗补植和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做到造林一块、成林一片。使森

林资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
2.3 加大森林抚育工作力度
森林抚育的重点是增加人工林的透光面积，虽然人工

林透光成本大，但这是改善林分状况、提高林木质量的最
佳途径。天然林抚育要克服单纯取材，应以培育森林后备
资源为重点，要突出向培育复层林、混交林、针阔林、异
龄林方向发展，要保护好杨、桦、柞、水曲柳，尤其是珍
稀树种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保护。对于林地内较大的天窗、
空地不论是乔木、亚乔木、还是灌木一定要予以保留，以
维持生物多样性，克服传统的“卫生好”“通风好”的片
面营林生产理论。真正提高森林抚育的作业质量和林木生
长量。

2.4 要科学经营森林
要根据森林分类经营的要求切实抓好林种结构、树种结

构和更新方式的调整。林种、树种结构的调整不仅关系到今
后的林业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关系到如何解决营林生产投入
多、产出少、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在更新方式上，要解
决长期以来以人工更新为主营造纯林的模式，应适当增加营
造混交林的比例及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比重，最终形成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都好的人工混交林、人工天然混交林。

2.5 要实现合理采伐
主要是调整森林主伐和森林抚育的比例。应适当降低

主伐比例，加大森林抚育的比例。笔者认为对于基层林业
单位的病腐木、枯立木、风折木、雪压木为防止林业有害
生物的滋生蔓延，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积
极下发采伐许可证。这样既控制了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
又杜绝了林木的浪费。

2.6 实行有效的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不能流于形式，要把封山育林当作一项重要

的系流工程，全面规划、规模封育、完善和健全封山育林
工程项目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在封育期间对林间空
地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补植、补播、抚育等。真正做
到封育结合、以育为主，最好、最快的恢复森林，使其生
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2.7 充分利用林业项目工程
实现数量上森林资源的增加，质量上得以提高。如亚

行幼林培育工程，将天然白桦、杨树的幼林进行透光，通
过必要的认为措施、使林木营养空间加大，光照和通风条
件得到改善，林分质量得以提高，林木生长量得到提高；
林木种质资源基地建设工程在我县实施以来，使天然混交
林和人天混交林的林分质量明显提高，林木生长明显加大，
并形成一些小面积的白桦、山杨、水曲柳纯林，对于这些
纯林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尽量使其密度略大一些，以形成
生长竞争激烈，有利于培育林木优良干形，促进林木高生长，
待 3~5 年以后，伐除被压木和生长过密林木，使其形成长
势优良、干形良好的天然纯林。■

关于我国经济林业的发展趋势与思路
王长林

（黑龙江省苇河林业局兴安林场　150623）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林业的投入比重。其原因在于发展林业对于国民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社会

进步都具有重要作用。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产品；林

业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环境等具有重要作用。林业通过提供木材等物质产品

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林业；发展趋势；思路

就人类生态环境论森林经营的措施
周　盛　孙伟刚

（黑龙江省桦南县林业局　154411）

摘　要：当前我国生态形式依然严峻，总体上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是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抑制、生态环境整体功

能下降、自然生态系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日益减弱，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旱涝、赤潮、沙尘暴、次生地质灾害等

频繁发生，危害程度加大。

关键词：生态；森林经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