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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永续利用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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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森林生态林业产业已发展成为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
,

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

保护森林资源是森林永续利用的前提
,

必须开发有序
,

利用有方
,

适度进行
。

为此
,

中国森林植被资

源的恢复与重建对策是
:

增强保护意识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 坚持以法治林 ; 搞好退耕还林 ; 大力推广先进科学

技术 ;加强森林灾害综合研究 ;推动我国森林认证进程
,

从而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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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
、

气候类型多样 ;植被丰

富
,

森林类型繁多 ;林木资源丰富
,

动植物种类独特
,

在世界

上占有重要地位 [l. ’〕
。

长期以来
,

人口的激增
,

经济建设的加

快
,

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
,

森林管理不善
,

各类灾害严

重
,

使森林资源环境不断恶化
。

本世纪我国林业生态建设总

体目标是
,

用 50 a 的时间
,

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
,

依靠科技
,

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图
。

该目标能否顺利完

成
,

关键在于我国森林永续利用
.

由于我国自然条件欠佳
,

森林灾害频繁
,

同时人 口
、

土地和灾害对国民经济发展形成

严重威胁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森林资源利用越来越高
,

特别是在人 口增长和人们的生活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的双重

压力下
,

许多资源被超量开发
,

森林衰竭的速度越来越快
,

已

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

中国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
.

主要表现在[’j
: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
,

承担着维护国土生

态安全的重大使命 ;发达的林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

推进人类进步的基石
。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高速起

步初期
,

当代社会面临人口
、

生态环境
、

森林资源的矛盾在中

国都有体现
,

实现三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
,

是功

在当代
,

泽及子孙的根本大计
。

探讨我国森林资源的现状
、

发展
、

成因
、

危害和对策
,

对于推动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为此特提出以下的防治对策
。

1 增强保护意识

林业的跨越式发展和国土生态安全要求在 21 世纪中叶

要达到 26 %以上的森林扭盖率
,

小康社会建设对森林的生

态功能需求强烈
,

要求全社会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

取经济发展的传统增长方式
,

经济的发展要求林业产业有更

强的互动作用
。

这些 目标和要求
,

将使林业在较长的时期

内
,

处于木材林业
、

多功能林业和可持续林业 3 个阶段任务

登加所形成的极具挑战性的形势之下 [S]
.

为此
,

应增强保护

意识
,

从加强生态建设
、

遏止生态恶化和加大环保与治理力

度的两条线上
,

切实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作为我国

21 世纪的重要目标和紧迫任务
:
(1) 退耕还林(草)和山川秀

美工程要严格按照生态建设程序施工
,

推广先进地区施工技

术
,

既保证质量
、

又节约投资
,

发挥其效益
,

加大退耕还林和

坡改梯的力度 ; (2) 对承载严重的林牧区进行禁牧
,

对坡耕地

有计划退耕还林还草
,

制止不合理的牧业和农业生产方式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
,

对退耕还林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

要保

证
“

退得了
,

稳得住
,

不反弹
” , (3 )要切实帮助解决地方和群

众的实际困难
,

植树造林与振兴地方经济
,

维护社会效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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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 ; (4) 实行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沙

综合治理
、

农林牧综合开发
,

突破一林种
、

一林带的格局
,

因

地制宜
,

因害设防地采取网带片
、

乔灌草
、

多林种
、

多树种相

结合的防治模式
,

力求科学布局
,

达到最佳效果 ; (5) 认真贯

彻以
“

营林为基础
”

的方针
,

扭转重采轻造的倾向
,

除应保持

好现有林外
,

还应大力开展造林更新
,

不断扩大森林面积
,

要

严格控制采伐量
,

改变过最采伐的情况
,

采用择伐和渐伐
。

应对林区调整布局
,

使林区越采越多
,

越采越好
,

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6 )合理利用天然林区
,

合理采伐
,

伐后及时更新
,

使木材生长盆和采伐量基本平衡
,

同时要提高木材利用率和

综合利用率
。

2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我国森林行业保护管理工作从无到有
,

逐步开展起来
,

各地相继建立了护林防火指挥部
、

林业推广站
、

林业病虫防

治检疫站
、

林业公安机构
、

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等
,

在开展工作

时遵循
“

预防为主
,

积极消灭
”

的方针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提高预侧预报水平
,

攻克减灾中关键性
、

共性的技术难关
,

发

挥侧
、

报
、

抗
、

防
、

援整体功能
,

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林业灾

容信息系统
。

而近几年提出的改普生态环境
,

实现山川秀美

的目标
,

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具体

措施有
:

第一
,

加强了森林防火的投人力度
。

各地区均把森

林防火规划纳人到生态建设总体规划中
,

做到同步规划
、

同

步设计
、

同步施工和有森林防火部门参加的同步验收工作
。

同时
,

在开发环境建设总体投资中拿出 10 %的资金用于森

林防火建设
.

第二
,

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的投人力度
.

各地

区均明确规定
:

生态公益林病虫害防治经费以政府投人为

主
,

其他投人按照
“

谁经营
,

谁防治
”

的原则
,

主要由经营者投

人
。

第三
,

全面推行森林管理贵任制
。

对于国有林的管护
,

将森林管护贵任落实到职工
,

实行个体承包的
,

承包者管护
,

明确了管护的贵任
、

费用
、

承包期
。

3 坚持依法治林

依法治林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

是林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图
.

50 a 来
,

我国的林业法制建设已

经形成了一个以《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林

业法律法规体系
.

伴随着这一体系的建成
,

林业主管部门和

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
,

林业执法监督机制

也逐渐完善
,

依法治林渐人佳境
。

要强化依法治林
,

那么加

强森林资源林政基础建设
,

稳定林业执法队伍势在必行
。

首

先
,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

尤其是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

要高度t 视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基础建设
,

稳定林政
、

林业

公安和木材检查站
、

林业工作站等管理和执法队伍
,

支持他

们依法行使职权
,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

积极解决人员编制
、

经费等实际问题
,

逐步改普装备设施
,

为他们创造 良好的工

作条件
.

其次
,

要加强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身建设
。

林业

执法人员要忠于职守
,

廉沽自律
,

文明执法
,

依法办事
,

努力

提高执法水平
,

实现资源保护管理规范化
、

制度化
。

严厉打

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

第三
,

各级人民政府

要组织林业
、

公安
、

司法
、

工商和税务等有关部门
,

对哄抢
、

盗

伐国家和集体所有林木
,

非法侵占林地
,

非法猎杀
、

走私贩卖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

破坏珍稀植物
,

以及殴

打
、

伤害林业执法人员等违法犯罪行为
,

要采取果断措施
,

及

时开展专项打击
。

对非法干涉
、

阻挠林业执法和包庇
、

怂恿

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

要严格依法处理
,

决不姑息
。

4 搞好退耕还林

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达到 30 % 以上
,

而且分布

比较均衡
,

才能生产出大量的木材
,

同时起到防御自然灾害
,

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的作用
。

对照这一标准
,

我国的森林现状

不容乐观
。

20 06 年底
,

我国森林极盖率仅为 18
.

21 %
,

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且分布极不平稳
,

西北一些省区森林理盖

率不到 1%
。

为了改变森林不足的状况
,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林业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

其中退耕还林工程是以

恢复林草植被
,

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
,

与生态移民
、

能源建

设
、

结构调整
、

乡村发展相结合的生态重点工程 (表 1) [s. 幻
,

是按照
“

退耕还林
,

封山绿化
,

以粮代娠
,

个体承包
”

的总体思

路
,

对中西部地区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严重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实施的退耕还林
。

工程区包括北

京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内蒙古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安徽
、

江

西
、

河南
、

湖北
、

湖南
、

广西
、

海南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

藏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新疆建设兵团)
,

共 188 7 个

县
,

其中重点建设县 8 56 个
.

工程区土地总面积 709
.

5 万

k rn Z ,

占国土总面积的 73
.

91 % [10 〕
。

在 20 00 年
,

国务院西部

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的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

作座谈会上
,

朱铭基同志强调
:

要坚持全面规划
,

分步实施
,

先行试点
,

稳步推进
,

有计划
、

分步骤地进行 ; 必须明确政策
,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

绝对不能搞强迫命令
,

搞
“
一刀切

” 。

而应在明确政策的基础上
,

保证退耕还林还草退得下
、

还得

上
、

稳得住
、

能致富
、

不反弹
。

对退耕还林的农户
,

要尽力帮

助他们改造低产田土
,

推广良种良法
,

精耕细作
,

提高单产
。

各地在退耕还林的同时
,

要制定相应政策
,

采取有效措施
,

多

方筹措资金
,

妥善安置好富余人员
,

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

5 大力推广先进科学技术

国家林业局于 2000 年 6 月 27 日宜布专门成立森林地

区生态环境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

该委员会由来自 20 多个

学科的 55 位科技专家组成
,

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政策

和项目建议
,

承担科技推广
,

培养
、

引进人才等任务
。

为此
,

用高新技术推进林业现代化进程
,

保护森林资源
,

应着重注

意以下几方面 [ , , ]
。

首先
,

在水资源十分缺乏的西北地区在植树造林中重视

合理利用土壤水分资源有效开发土壤水分资源生产潜力
,

提

高人工林地生产力
。

而如何掌握土壤水分分布特征
,

合理配

t 水土保持措施
,

是植树造林的关键
。

为了科学造林
,

中国

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根据土地类型和土壤湿润程度将西

北黄土丘陵区划分为 12 种立地条件类型
,

同时提出了设立

地条件下的造林树种 (表 2)
。

尤其是要加强生物遗传基因

工程
,

林产生物技术的研究使其产业化
。

着重扩大
“

3S
”

技术

在森林经营和管理中的应用范围
,

提高技术水平
,

即全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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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统
、

遥感技术和集成技术
;

完善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监测 网络
,

提高森林灾害发生的预测预报率等〔
’3少

。

表 1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的作用

分 类 内 容

改善环境

水土保持

拉动内需

目前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 360 万 k时
,

占国土面积的 37
.

5写
;
沙化土地面积已达 17 4 万 km Z ,

占国土面积的 18
.

2%
,

造成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
,

主要是长期以来人们盲目毁林开荒
,

造成水土流失
,

致使生态环境恶化
,

灾

害频繁
.

据全国土地资源调查资料
,

全国仅 2 50 以上的坡耕地就达 6 06 万 kn 12
。

毁林开荒虽然增加了耕地面积和粮食

产量
,

但在生态环境方面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

由于长江
、

黄河上中游地区毁林开荒
,

陡坡耕种
,

已使之成为世界上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每年流人长江
、

黄河的泥沙量达 20 多亿 t ,

其中 2 /3 来自坡耕地
。

不断加剧的水土流失
,

导致

江河湖泊不断淤积
,

使两大流域中下游地区水患加剧
,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 日益突出
,

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巨

大危害
,

国家也不得不年年花费大量人力
、

物力和财力投人防汛
、

抗早和救灾济民
。

因此
,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改变这

一现状的有力举措

退耕还林是改变农民传统耕种习惯
,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

长期以来
,

由

于经济落后
、

农业生产力低下
,

盲目开荒种田
,

一直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
,

造成水土流失严重
,

沙进人退
,

致使生态环境

恶化
,

形成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

实施退耕还林
,

改变农民传统的广种薄收的耕种习惯
,

使地得其用
,

宜林

则林
,

宜农则农
,

扩大森林面积
,

不仅从根本上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
,

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力
,

而且可以集中财力
、

物

力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

实行集约化经营
,

提高粮食单产
,

实现增产增收

退耕还林是现阶段我国拉动内需
、

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举措
。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

必须通过

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
,

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中速度发展
。

近几年
,

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
,

加上干

早
、

洪涝等灾害的影响
,

种粮食的收益很低
,

有些地方农民收人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

拉动内需必须首先增加 9 亿农民

的收人
。

实施退耕还林
,

开仓济贫
,

可以增加农民收人
,

有效拉动内需
,

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二
,

在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
、

新材料技术
、

困难立地技

术
、

重大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等领域取得成绩
。

在今后林业

建设中
,

必须把提高林业技术水平放在突出地位
。

大抓科

技
,

促进植树造林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搞好植被建设
,

从根本

上扭转我国森林灾害加剧和荒漠化扩大的局面
。

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
,

不仅要依靠政策引路
,

资金投人和广大群众的参

与
,

更需要科技进步
。

依靠科学进步
,

实施
“

科技兴林
” 。

第三
,

在森林地区大开发过程中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面向森林地区
,

发挥集体优势
,

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领先

地位的科研成果投人到森林地区使其发挥作用
,

将工作重点

全面转向落实国家林业局关于林业建设新的战略布局上
,

为

森林地区大开发提供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工作
。

在国家林

业局指导下
,

以林科院专家为主相继起草完成
“

长江上游
,

黄

河上中游地区造林绿化工程科技支撑方案
” 、 “

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科技支撑规划
”

等
,

有一系列方案已经启动
。

目前
,

必

须合理调配科技力量
,

使之在高新技术
、

基础理论和推广示

范三个战场作战 ;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明确林业科研机

构的主攻方向和运行机制
,

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

第四
,

大力推广飞播造林〔‘们
。

以生态建设为中心
,

坚持
“

增加植被
,

飞播补管
,

综合经营
,

统一规划
、

合理安排
、

分步

实施
”

的原则
,

集中人力
、

物力
、

财力
,

飞播一片
,

管护一片
,

成

效一片
,

大力兴办飞播林场
,

扩大飞播树种
,

营造混交林
。

全

面进行飞播林地和宜播荒山
、

荒地普查
,

系统掌握第一手资

料
。

同时大力发展乔灌草相结合
,

长中短相结合的多功能防

护林
,

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第五
,

加强基础研究
,

发挥科学技术在营造林中的作用
,

利用生物技术
,

培育适应强的树种和植株
,

提高造林成活率
、

保存率
、

减少病虫害
。

利用遗传基因与栽培技术
,

优化树木

品种与木材品质
,

提高营造林经济效益
。

第六
,

加强工程技术研究
,

确保治理质量和效益
,

种树必

须讲究科学
。

林业部门要转轨定向
,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种草

种树上来
,

特别是重视与研究乡土树种的开发
,

要研究
、

开

发
、

引进
、

推广一些先锋树种
,

培育和发展优良果树
,

增加农

民收人
。

第七
,

强化工程管理
,

提高林网建设质盆
,

把好
“

六关
” ,

即良种壮苗关
、

起苗运苗关
、

造苗修救关
、

整地挖穴关
、

栽树

浇水关
、

管理抚育关
。

6 加强森林灾害综合研究

随着森林地区大开发的不断深人
,

森林已成为生态建设

的主体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s 〕
.

森林资源保护是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

以重点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
,

以

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16 〕
。

森林资源保护在国内外大

好形势的影响下
,

自身不断地完善
,

其发展优势将会越来越

明显
。

减轻森林灾害
,

从经济上讲
,

与增加生产具有同等意

义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我国对生物资源消耗为主的生产行业

投资较少
,

认为这类可更新资源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完
” ,

以致

从认识到行动
,

减灾意识都远远跟不上防御森林资源灾害客

观发展的形势
,

这是森林资源灾害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为

此
,

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森林状况
,

制订不同的开发利用标

准
,

使地尽其力
,

林尽其用
.

比如
,

在林农牧交错地带
,

建立

林农牧相结合的协调发展机制
,

形成一个合理的高功能复合

生态系统 ; 在环境退化严重地区
,

实行退耕还林(草)
,

推行封

山育林
,

严禁放牧
,

促使林地生态环境不断向高效平衡的方

向发展 ;在衰竭的林区
,

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的人工森林
,

提高

森林承载能力
,

将原始森林开发
、

人工森林建设和林副产品

加工等保护和利用林地的方针策略协调配套
,

提高林木的产

量和森林资源灾害防治工作的功能
。

此外
,

还必须确立减灾

与增产并重的观念
,

在制定林业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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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要充分考虑灾害因子
,

在对林业效益评估时
,

要估算因灾

导致的损失
,

在减灾中求取更大的经济效益[lt 一州
。

衰 2 西北地区不同立地条件类型及主要造林树种

值
。

而在我国
,

抚育间伐的人工林和天然林中的小径杂木资

源十分丰富
,

大有开发利用的潜力
。

序号 立地类纽

梁娜顶部

梁娜阴坡

梁娜阳坡

湿润必

低提型

亚泣型

低砚组

4 沟坡一阴坡 砚润型

沟坡一阳坡 亚湿组

沟坡一 阳坡 亚沮纽

沟道及支毛沟底部 砚润组

低山阳油砚润 亚砚型

下泣地 高泥皿

河滩及场地集掩 离湿型

沟坡(石绝土 ) 低健纽

梯田地埂 亚砚组

柠条
、

山桃

油松
、

柠条
、

山杏
、

达乌里胡枝子

刺愧
、

侧柏
、

柠条
、

山杏

油松
、

白愉
、

河北杨
、

小叶杨
、

沙棘
、

达乌里胡枝子
、

杜梨

侧柏
、

刺愧
、

桑
、

核挑
、

枣
、

文冠果

琅牙刺
、

柠条

小叶杨
、

早柳
、

白愉
、

刺槐
、

萦称槐
、

沙棘

苹果
、

桑
、

核挑
、

枣
、

文冠果

乌柳
、

小叶杨
、

早柳

早柳
、

小叶场
、

萦抽倪
、

沙棘
、

乌柳

柠条
、

狼牙喇
、

杂湘木

桑
、

乌柳
、

怪柳
、

萦箱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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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动我国森林认证进程

为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

在世界银行(W B) 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W WF)联盟等的支持下
,

我国已于 200 6 年 3 月成立

了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中国森林认证工作组
.

工作组的

盆要任务之一是组织成立专家组
,

负贵起草和制定中国国家

森林认证标准
。

此标准须被中国政府和国际森林认证体系

共同认可
,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森林认证工作的开展
。

目前
,

国内已有 4 家森林经营单位的大约 43
.

9 万 hm 平的森林获得

了 FSC 森林经营的认证
,

例如北京八达岭林场就于 2 00 5 年

9月份通过了 FS C森林认证预评估
.

另外 1 10 家木材加工

企业也获得了 FSC 产销监管链的认证
.

针对我国的具体情

况
,

以下工作应为当务之急
:
(1) 与国际接轨

,

加快我国森林

认证工作
.

可持续的森林经营已成为当代林业的共同呼声
,

森林管理委员会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认证已成为各国和各

国森林经曹单位取得国际认可的特别证明
。

因此
,

尽管森林

认证是自厄进行的
,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对未来林业及其

相关的经济形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 (2) 加强国际合作
,

共同打

击非法木材生产与资易
.

非法木材生产与贸易不仅是对自

然生态系统的破坏
,

也是对人类社会系统的破坏
。

2001 年

印尼流人中国的非法原木约 61
.

8 万耐 [2l 〕
,

200 2 年 12 月
,

我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签粉了谅解备忘录
,

共同阻止非法采

伐的原木进人中国
。

今后还应同俄罗斯
、

缅甸以及非洲热带

国家联手
,

管好木材进 口市场
,

拱倾一些口岸无序的边关贸

易
,

禁止非法采伐的木材人境 , (3 )开发木材替代品一农业刹

余物枯秆
。

我国每年枯秆刹余物约 4 亿 t
,

枯秆被焚烧处理

造成严盆的大气污染
。

如能利用其中的 5%
,

即可生产2 00 。

万 耐人造板 [切
,

我国木材供需的缺口便能得到大大缓解 ;

(4 )林产品生产从商品战略向增殖战略转变
。

无论是我国还

是世界
,

来稼于天然林的优质
、

大径级木材资源均不足
,

而低

质
、

小径材的木材又供大于求
。

因此
,

开拓利用低质和小径

级木材资撅是解决木材供播矛盾的一条出路
。

西欧和北美

的林产业已从商品战略转向增殖战略
,

即开发木材资源的增

殖利用
.

一些发达国家开发以落叶松为原料的工程木制材

料(E硒甲)十分成功
,

既节约了木材又增加了木制品的附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