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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已经深入发展到世
界的各个领域，成为世界的热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内容出发，通过分析我国林业发展现状和确立评价指标，
发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推动我国
林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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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it has developed in -depth of various field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he world's hot topic. Sustainable forestry
developmen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of national economy.
Authors analyzed China's forestry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establish evaluation index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discovered
our country fore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
put forward sustainable fore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the
basic cont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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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林业发展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指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

发展是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
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
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 3]。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我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1]。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
的主体，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平衡准则，要在经济和环境协调中求
发展[2,3]。

我国林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78

年）是林业的初期发展阶段，即传统林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
为国家工业化和基础建设提供积累、大量采伐原始森林的过
程；第二个阶段（1978~1992 年）是林业发展的探索阶段，在集
体林区和其它非国有林区进行“三定”（稳定山权和林权、划定
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活动，但由于
对改革的目的认识不足，林业改革的进展，远远落后其他部门，
未能走出一条可行之路；第三个阶段（1992 年至今），受国际林
业转轨的发展态势以及我国环境恶化的状况影响，我国林业迈
向新的发展之路。

从中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数据（表 1）发现 [4]：我国林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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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状况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笔者根据对林业的可持续发
展的理解以及前辈的研究基础[2，5,6]，认为林业可持续发展包括：
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主
要通过 6 个综合指标和 21 个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表 2）。

虽然学术界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没有统一、公认的
定义，但其内涵基本上达成了世界性共识，既林业的可持续发
展，是指在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更新能力及其物种
和生态多样性不受损害的前提下的林业实践活动，它通过综合
开发培育和利用森林，来发挥其多种功能，并且保护土壤、空气
和水的质量，以及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既满足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林业发展[2,5]。
2 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研究中，笔者发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有以下几点。
2.1 人均资源量少和森林可采资源少

从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发现我国森林资源的总量是可持续
增长的状态，但是相对于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
需求而言，森林资源现有的储量是严重不足的。据数据统计我
国森林覆盖率仅仅位于世界的 139 位，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

（29.60％）的 61.52％；人均森林面积 0.145hm2，只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22％；人均森林蓄积为 10.151m3，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
平的 14.58％。此外，在已经相当不足的人均量中，估计可采伐
利用的森林仅占 70%左右，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森林分布

表 1 全国森林资源总体变化主要指标值

森林资源清查期
活立木蓄积
量（亿 m3）

森林面积
（万 hm2）

森林蓄积
量（亿 m3）

森林覆盖
率（%）

第一次 1973~1976

第二次 1977~1981

第三次 1984~1988

第四次 1989~1993

第五次 1994~1998

第六次 1999~2003

第七次 2004~2008

95.32

102.61

105.72

117.85

124.88

136.18

149.13

12186.00

11527.74

12465.28

13370.35

15894.09

17490.92

19545.22

86.56

90.28

91.41

101.37

112.67

124.56

137.21

12.70

12.00

12.98

13.92

16.55

18.21

20.36

表 2 林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林业可持
续发展

林业经济的
可持续性

社会发展的
可持续性

生态和资源
的可持续性

林业产品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
指标

林业社会功效
指标

社会发展水平
指标

森林资源指标

生态保持水平
指标

人均木材产值
单位面积林产品产值
单位面积副产品产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林业产值
林区居民人均收入
林业经费投入
森林公园面积
森林旅游收入
森林财政自给率
林区基础设施建设
林区人口增长率
林区基尼系数
林区居民受教育水平
森林覆盖率
人均森林占有量
森林蓄积量
病虫害发生面积
林种结构指数
多样性
水土保持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于平原周围，应作防护林来经营，不宜过多采伐；另一部分位于
江河上游，起着重要的水土保持和涵养水源的作用；还有一部
分位于深山峡谷，由于交通不便，难于开发利用。森林可采资源
少，木材供需矛盾加剧，森林资源的增长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对木材需求的增长。
2.2 森林保护管理制度需加强

我国《森林法》第五条规定了“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
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而新时
期中国林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核心是：生态建设，生态安
全，生态文明。近几年来，由于木材市场需求不断上扬，木材价
格上涨，虽然我国建立了严密的森林资源管理监督机构，组织
开展了各类不同程度的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和侵占林地专项行
动，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我国林政案件发
生率仍旧呈上升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
险，利用各种手法谋取利益，违法征占用林地行为屡禁不止，林
地流失状况依然严重，林地保护管理形势严峻。
2.3 科技和人才短缺制约林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林区多在山区，而这些地区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
地区。由于林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造成林业科技进步滞后，科
技贡献份额仅占 20％左右，远远低于其他行业。科技的落后造
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森林发展停
滞。而林业人才的短缺则更是影响深远。由于林区地理位置和
待遇方面的劣势，多分布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各种条件都相对
落后，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都选择去了大城市或者
繁华地区，人才流失严重，造成林区发展缓慢，林业企业竞争力
缺失，严重影响林业可持续发展。
2.4 火灾与病虫害导致森林资源损失

火是森林的天敌，是毁坏森林的冷血杀手。在林业的生产
经营中，防火是重中之重。然而，森林火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
围内都是难以控制的。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宝贵的森林资源，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难
以估量。2009 年 2 月，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
份几乎在同时发生森林大火，造成巨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造
成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上万亩山林被烧毁。由于林区多地势险
要，救援难度非常大，而干旱使森林火险等级变得非常高，一旦
发生大火，后果不堪设想。

森林病虫害种类繁多，一旦发生，就是“无烟的火灾”，能致
使大面积森林受害，影响树木生长，甚至导致其死亡。森林病虫
害监管、检测、预报和防治技术相对落后，森林病虫害种类多、
分布广、危害重，严重威胁着林业可持续发展。
3 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3.1 加强法律制度管理策略

我国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经济管理体制，强化
政府林业部门的职能，将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
保护等内容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考核目标之中，确定严格
的处罚制度。明确立法宗旨，以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为立法本位，从法律的高度强调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对森林的经营和利用也应以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
原则，维护森林资源的完整性和双重价值。
3.2 宣传教育策略

加强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逐步确立林业可持续发
展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让公众充分了解森林在生态和经济方
面的重要性，增强公众森林保护意识，鼓励公众参与林业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普及《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增强公民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意识。媒体和舆论的宣传教育

功能非常关键，可以制作与林业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公益广告，
通过在收视率较高的电台的黄金时段插播，达到更好的宣传教
育目的。此外，日益兴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NGO），也应当在宣
传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林业可持续发
展中共同承担起这一发展重任，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
参与的机制。
3.3 依靠人才和科技发展林业策略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和科学的支撑。林业可持续
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可持续，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必
须将林业经济的发展战略全面转移到以科技兴林的道路上，科
技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途径，因为林业可持续发展
的内涵包括林业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与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
保护。那么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保持资源与环境可持续
能力，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科技的发展来促进林业经
济，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林业资源和环境效
率。因此，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依靠科技进步，使林业发展的科技总体水
平和林业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提升林业发展效率。
3.4 国际合作策略

林业国际合作策略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快林
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建立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机制。学习世界的
先进经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世界上主要的林业大国，在林
业管理经营方面成果显著。他们将森林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
林业的基本宗旨。运用高科技发展林业，借助科技力量促进森
林的经营发展，使林业产业科技化，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加
拿大对森林进行高级的科学管理，并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对森
林分类经营，加拿大政府对公有林进行严格的监管，实行责任
权利相结合的许可证制度。

围绕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条件多渠道吸引外资，合
作建设造林基地，增加森林碳汇能力，发展创汇林业，搞好林业
对外宣传。
3.5 森林有效保护策略

完善森林火线预测预报，加强火灾发生时的应急反应能
力，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提高森林扑火物资的等级与储备。
通过森林防火教育宣传，提高森林防火意识；及时处理可能引
起火灾的隐患；加强火灾应急组织的管理。

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建立专家系统，利用科学和技术，通过
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对森林病虫害进行治理，保护森林资源，
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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