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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步，环境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森林作为工业生产重要的资源之一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近

年来，全球范围内大片土地荒漠化，全球温室效应加剧，沙尘暴、雾霾、洪水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一系列的问

题都与森林遭到破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森林，那么，如何在保护森林的同时，有效利用

森林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就是现在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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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分类经营是我国林场改革的基础，根据森林的各方面
情况将森林划分为林场进行分类管理，在提升森林的经济效益
的同时，不对森林造成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此次我们研究
的主要内容也是森林保护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森林分类经营概述
（一）什么是森林分类经营
所谓森林分类经营又称为森林多效益主导利用经营，是现

阶段林业行业中所采用的主要经营体制和方法。在工作中是通
过发挥其中某一种林种单一效益为主，兼顾其他各方面经济效
益为基础的综合性经营模式。我国虽然拥有大面积的森林资源，
却是在2008年才提出“依法把立地条件好，采伐和经营利用不
会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区域的森林和林木划定为
商品林，把生态脆弱区域的森林和林术划定为公益林。”这样实
施森林分类经营的具体要求。因此我国森林分类经营的时间较
短，存在大量的问题亟需解决。

（二）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发展的关系
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
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
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森林分类经营
在林业改革中处于基础先导和核心地位。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原
则要满足经济效益、社会责任、生态系统的完整、新时代林产品
经济效益最大化，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丰富，水土保持等生态效
益的体现，以及森林旅游的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对森林有序经营
中需要实现的目标。

（三）森林分类经营的必要性
实行分类经营可使商品林真正走向市场。林业生产有其自

身的一些特点，并不像其他产业生产的产品可以短期上市，见效
快，收益期短。因为其周期长，预期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
难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而实施分类经营后，森林经营就具备了很
大的灵活性，可随时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调整，其商品林的运营也
完全属于企业生产行为，便可吸引诸多投资的加入，让商品林真
正走向市场；实施分类经营可使生态公益林得到有效的经营和
保护。生态公益林的作用时维护生态环境，其效益的受益者为全
体人类，投资商的经济利益无法在此得到体现，因此导致生态公
益林没有人力和物力来对其进行有效经营。在实施分类经营后，
通过理顺投入产出关系，明确责权关系，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
力,有效解决生态公益投入，可使其不再成为经营单位的经营负
担，有利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使其生态防护效益得到
时最大限度发挥。综上所述，森林分类经营能够有效的对商品林
进行利用以及对生态公益林进行保护，所以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我国森林分类经营现状
（一）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森林分类经营发展时间较短，不健全的管理体制和经

营模式就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我国对森林的经营模式一直都
是以采伐为主，森林经营者在采伐了大量天然林后，补植的都是
单一树种的人工林，这样就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群落和生态系统。
并且在生态价值上人工林是远不及天然林发挥的作用；其次，很

多工程的实施使很多林业局和各类防护林经营面临着无树可采
的状况，生产经营者不能在市场上实现森林的价值导致了生产
经营难以维继；再其次，林业经营企业只追求木材的经济效益忽
略了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相关政策不完善
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核心政策，但

是我国一直为建立生态公益补偿机制，这势必导致公益林经营
主体不明，或经营主体无力正常地对其进行经营和管护，甚至会
发生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掠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森林的生态、社会效益计算困难。虽然森林的生态、社会效益
补偿问题的提出，已为时不短，并早已载入《森林法》中，但迄今
还没有一个明确且切实可行的计算方法和补偿办法。

三、森林分类经营创新措施
（一）相关平台加强系统、科学化管理
首先各级政府成立森林分类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人

专项对所属区域的森林进行分类，可以按照当前林业资源气体
的组成情况来划分成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也就是生态公益林和
商品林。对于商品林按规范的管理方式管理，在不影响森林生
态防护效益的条件下，允许林场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增强林场的
经济活力。对林场划类经营后，还应对林场的资源划类经营。严
格来说，任何森林资源都具有一定的生态公益功能，因此，所谓
兼用型森林资源不应再补偿其生态公益功能。在进行管理的过
程中及时召开了森林分类经营专题会议，对出现的管理问题及
时制定解决方案，并且实行领导包片中层干部到乡督查责任制，
对管理工作的落实进行互相监督，对于管理不当的人员进行定
期通报。还可以让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按时完成林权制度改革
基础资料的下级基层买施部门进行表彰和物质奖励。

（二）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尽快制订和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管理办法。森林分类经营

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种政策、法规还不十分完善，正在积极探
索之中。建议国家林业局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森林
分类经营政策法规，如“公益林管理办法”、“商品林管理办法”、
“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等。除此之外，政府可利用电视、报
刊等媒体滚动播放林改及森林分类经营宣传标语，登载林改政
策、宣传林改及森林分类经营知识。印制相关宣传资料分发到
村、组农户手中，使得林改及森林分类经营普及所有人民，促进
政府工作。

四、结语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森林经营改革也需要不断加强，

无论是从管理模式上，还是相关政策上都应该积极响应深化改
革的号召。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森林资源在得到合理利用
的情况下不受到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德乾.关于林场森林分类经营的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4,(01).
[2]吕亮.诠释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探究[J].林业水利,
2016,(01).

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