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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建浙江省县级森林资源微机管理

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方 陆 明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本文从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发展
，
森林资源及林业现代化管理的客观要

求出发
，
着重分析研建浙江省县级森林资源徽机管理 系统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几个主

要方面
，
并提出 了具体实施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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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趋势

，
形成了多学科高度集成的知

识集合体
。

数据处理系统�����
，
管理信息系统 �����

，
决策支持系 统 �����

，
专 家系统

����
，
地理信息系统�����等就是这种产物

。

森林资源在全球各种资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它不仅具有多功能性
，
而且具有再生性

，

是林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
更是林业生产的归宿

。

由于地球表面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日趋减少
，

加之各种恶劣环境现象对人类的惩罚
，
使人们逐渐重视森林多效益的研究和管理

，
并提出了

生态林业和社会林业
。

现代林业管理涉及面很广
，
需要利用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

行管理
，
是 �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

林业生产是技术间题
，
更是技术

、

经济
、

社会等综合

化的管理工程
。

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
，
无论是林业生产企业还是其他行业都十分重视管

理工作
。

��年代初
，
��� 诞生不久

，
军事及一些大型企业率先引进 ��� 技术武装 自己

。

随

着 ��� 的不断发展
，
许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把其看作市场竞争的 �种有效手 段

。

现 在人们

更热衷于引进 ���
，
���

，
��

，
��� 等技术来强化自身

，
达到管理工作高效 率

，
决

一

策工作

科学化
。

我国森林资源管理上引进这些综合性技术始于��年代初期
，
以北京林业大学董乃钧

、

陈

谋询先生主持研建的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局观音林场
“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
为开端 〔’�， 尔后

宋铁英先生主持研建了
“
森林经营决策支持系统

” 〔“�， 北京林业大学昆虫组建立了
“
松 毛 虫决

策支持系统
”
框架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

林业部规划设计院
、

东北林业大学和南京 林 业大

学较早把遥感技术
、
��� 技术等应用于森林资源调查和管理

。

其他林业大专院校和各省�市�

林业部门也研制了一批单项或综合性计算机应用软件
。
����年��月成立了中国林学会计算机

应用委员会
，
以加强信息和软件交流

。

林业部计划
“ ����年建成国家—区域中心—省�自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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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
、

直辖市�—主要县局的森林资源通讯及管理系统
” 。

这些都为计算机 技术
、

通 讯 技

术
、

信息系统技术
、

管理技术等在森林资源管理上的进一步应用创造了条件
，
也为各级林业

管理部门应用综合化的现代管理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

� 必要性分析

�
�

� 森林资源现状及发展目标

浙江省地域分配为 �山 �水 �分田
。
�山的状况如何

，
对浙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

省人民政府于����年提出了
“ �年消灭荒山

，
��年绿化浙江

”
的宏伟目标

。

制定了
“
以 提 高森

林覆盖率和增加森林蓄积量为目标
，
加快荒山绿化

，
提高质量

，
因地制宜

，
实行封

、

造
、

管
、

节并行
，
做到长短结合

，
多种经营

，
综合利用

，
全面发展

”
的林业发展方针

。

浙江省现 有林

业用地���������
�，
有林地���������

�，
森林覆盖率��

�

��
，
并力争到����年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

��
�

这就需要各地
、

县�市�从本地实际出发
，
多方考虑

，
以系统的观点制定出

长
、

中期计划和实施规划
。

一方面加强宣传做好资金
、

物资
、

种苗的落实 ， 另一方面加强现

有森林资源的管理和监测工作
。

计划
、

规划制定过程可用图 �表示
。

年年度规划划

处处 理
、
分 析析

尸���令

�
提 取

�

中中
、

长期计划划计量经济学

人�

…应用数学统系管理学计算机科学

…黑
一

…
…�亘‘ �二�一…一
〔

�

行不育霜�
一」

�口竺哩竺
一

一一�

图 �

���
�

�

计 划 制 定 过 程

����������� ����� �����

�
�

� 森林资派�理系统分析

森林资源管理是林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
是 �项技术性较强的综合性管理

。

它具有一般系

统特征之外
，
还具有

� ���管理上具有层次性
。

各层次所管理的内容基本相同
，
但要求不一

，

大区域国家级的管理主要从宏观上把握
，
目的是分析和了解森林资源现状及动态

，
强调宏观

控制， 而小区域的县级或 �个林场的森林资源管理要落实到小班
，
着重分析各小班的现状

，

规划各小班的未来
。

图 �简单表示了这种层次关系
。
���管理内容的多样性

。

森林 资源 管理

的内容至今认识上仍有较大的分歧
，
但总起来可概括为基础管理

、

生产管理
、

经营管理
、

经

济管理
、

监督管理 �个方面
，
具体可见图 �所示

。

���管理信息的广泛性
。

森林资源 信息可

分为专题信息和空间信息
。

在信息系统中它们将以数据库
、

图形库
、

图象库的面貌出现
，
见

图 �所示
。
���管理信息的动态性

。

森林资源是 �种动态资源
。

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森 林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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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
。

这就需要有良好监测手段
。

目前采用的有定期人工调查
、

遥

感技术
、

信息系统监测 �种方法
，
而实际应用中常把 �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
达到经济

、

科
‘

学
。

考虑到地理条件和森林经营单位上的差异
，
北方以遥感技术加辅助人工调查为主

，
而南

方更适合走信息系统加辅助人工调查作监测之路
。

标准要求

�
卞

战略决策层

战术控制层

一斗尸…﹂

一�尸��﹂
标准要求

省
、
大 区域森林资源管理 …

个
县�市�森林资源管理 �

卜

一
一

图 � 森林资源管理层次

��� ������ �������� ������� ����������

森林资源管理内容

�
监督管理

�

�
奖惩

�
验实科学��人事�

规划计设
、

�
林森法规

、

�
森林经济管理

�
一

�
森评价林

�

�
经合济算

� � �
基 森 森
础

笙 龚
管

睿 暮
理 理 理

� � �
��������川 ��日�

作业设计等文件林业政策性文件

木供材需分析木材流通采伐翻限开垦
、

筑等路本墓建设种多经营
、
合综利用森林病虫害防治抚育造改更新造林森林资源档案动物群种植苗种 被林地经济

、

社会主要指标

图 �

���
�

�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内 容

�������� ��������������� ����������

森林资源管理与其他管理相比虽有其特殊性
，
但同样可以认为是一些人通过计划

、 �

组织

执行
、

控制
、

协调等工作
，
达到最佳的森林资源数量与结构

，
满足社会的需要

。

其功能就在

计划
、 ’

组织
、

控制这 �字上流动
。

把其看成 �个系统
，
它由计划

、

决策
、

执行
、

监督等功能

组成
，
可用图 �简单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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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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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研建县级森林资派做机份理系统的必要性

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中存在着两种流—物质流和信息流
。

物质流反映实物流动
，
信息流

反应的是物质流及物质过程有关的信息收集
、

传递以及与决策有关的信息流动
。

管理过程客观上要求物质流与信息流同步
，
实际中却很难做到

，
尤其是林业生产管理

，

由于产生的效益并不像工业生产管理那样立竿见影
，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
从而导致信息流严

重后滞
，
最终影响物质流的正常循环

。

表现在县级林业管理部门为下列几个方面
。

�
�

�
�

� 工作效率低 为了得到具有某种
�

特征的数据需化大量时间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
。
����

年开始的森林资源建档
，
仅内业工作就得几名甚至几十名技术人员工作几个月

，
全省累计就

得几百人工作几个月
。

�
�

�
�

� 管理缺乏动态性 森林资源是动态资源
，
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应用现代管理 技 术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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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难以进行动态监测

。

规划
、

控制也只能是静态的
，
并且往往以历史的数据分析现实问题

。

这难免造成失误
。

�
�

�
�

� 管理缺乏连续性 各县的森林资源数据主要来源于定期的森林资源清查
。

资 源 管理

客观上要求连续
，
便于动态分析

，
监测森林资源数量和结构

。

但目前县级的实际情况无论从

调查人员
、

管理分析人员
，
还是调查

、

管理方法和技术都难以达到连续的要求
。

�
�

�
�

� 决 策带有盲目性 一方面科学决策必须具有丰富的信息源和 良好的分析方 法 � 而 另

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拍脑袋决策
，
即决策所利用的信息仅是整个应利用信息源的小子集

。

这

使得决策缺乏良好的科学基础
。

要扭转上述局面
，
必须从提高管理水平着手

。

一方面尽快引进现代化管理技术和方法
，

建立微机管理系统
，
同时加强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培训

，
做到多管齐下

，
加速现代 化 管 理 进

程
。

目前少数县级林业部门已配置了微机
，
但没有很好开发利用

，
更缺乏管理 标准 化 和 规

范化
。

从浙江全省森林资源管理角度看
，
县级乃是管理的基础

。

因此省级森林资 源 管 理 科学

化
、

系统化
、

标准化
、

规范化必须以县级管理为基础
，
逐步完善省级系统

。

这就从主客观上

给县级森林资源管理上等级提出了要求
。

� 可行性分析

�
�

� 森林资浮微机，理系统的形式和地位
由子管理的要求

、

目的
、

目标不同
，
采用的管理系统技术也不一

。

目前使用的管理系统

有
�

数据库管理系统
、

管理信息系统
、

决策支持系统
、

专家林系统
、

地理信息系统等
。

其主

要特征
、

功能可归纳成表 �
�

图 �表示的是在 ��� 支持下森资源调查过程
。

县级森林资源微

机管理系统纵向看属事务决策层的管理
，
横向看隶属县级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

�
�

� 技术上的可行性

从管理技术和手段上看
，
���

，
��� 发展己较为成熟

。

��年代 �� � 间
，
我国许多部门

、

单位研建了 ���
，
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今�

。
���

，
��

，
��� 等虽有许多亚待解决的间

题
，
但实际都有一定程度的应用

，
理论上证明也是可行的〔“�。 从管理内容上看

，
虽然信息来

源广
，
层次多

，
但信息渠道固定

，

处理过程并不很复杂
，
现有技术是可以解决的�

‘
��

�泊 组织上的可行性
����年中国林学会成立了计算机应用委员会

，
以加强信息交流

，
引导林业计算机应用软

件的开发
。
����年林业部发出了建立森林资源监测体系的通知

，
随后建立了东北

、

西北
、

中

南
、

华东 �个区域的森林资源监测中心
。

先进监测技术的引进
、

试验和推广是其中心任务之

一
。

浙江省是华东区的试点省
，
已组织了一定力量为之工作

。

森林资源监测是森林资源管理

的重要内容
。

森林资源档案管理又是监测的基础
，
����年 �月省林业厅制定了《浙江省 集 体

林资源档案管理实施办法》 ，
并于同年 �月在临安县举办了森林资源建档研讨班

。

这 都 为森

林资源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
、
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

��� 经济上的可行性

建立森林资源管理微机系统第 �笔投资就是购置微机硬件系统
。

浙江省林业界引进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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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几种管理系统特征
、
功能一览表

������� ��� �������� �������������� ������������ ������

系统类型 功 能 目 标 主 要 部 件

��� 能统一组织数据提供管理者 快速
、
及时

、
准确地进行各种事

务管理

数据输入�输出

数 据 库

数据管理

��� 信息集中
，
面向管理 者 决

策
，
能组成信息流

致据驱动为主
，
模型驱动为辅

，

达到管理高效率并辅助决策

数据输入�输出

数据库�包括模型库�

数据管理
、
分析

用户界面

��� 以模型为核心
，
通过模型调

用数据库
，
得到多种帮助决策

信息

以模型驭动为主
，
解决非结构化

或半结构化间题
，
追求系统的有效

性

数据输入�输出

数据库管理

模型库管理

用户界面

�� 以知识库为核心
，
通过推理

机直接给用户提供接近
、
达到

或胜过专家水平的结论

以知识库为驭动
，
解决不良结构

化间题
，
具有咨询

、
学习

、
教育等

功能
，
追求系统

、
有效性

知识获取部件

数据输入�物出

知识库
，
推理部件

用户界面

��� 以空间信息为主
，
其它数据

为抽
，
一切运算和分析均 以数

据的空间分布为基础

侧重于空间信息处理
，
具有多种

图形
，
图象处理能力

。

数据输入�榆入

图形
、
图象输入�输出

地理数据库
，
数据管理

图形
、
图象管理

，
用户界面

尸巨上些�
�

�月
，

�
�

。
�一�

�

—
�

，�

一上一一 尸牛一� 】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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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年代中期
，
现少数县�市�已配装了微机

，
主要分布在重点林业县�市�

，
如开化

、

龙泉
、

遂昌
、

庆元
、

淳安等
。

经过���� 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经验
。

目前微机及外部设备的性能指标

在不断提高
，
而价格却大幅度下降

。

市场上���档次微机
，
内有����

，
主频�� ���

，
�� ��

以上硬盘
，
双软驱

，
彩显配置价格����元左右

，
加上 �台中档��针打印机

，
合 计

一

�万 元 左

右
。

而同样的配置在 � �前需�� ���元以上
。

这样的配置能基本满足县级森林资源管 理的要

求
，
而经费一般县级林业部门都能解决

。

微机管理系统带来的效益分析还是 �个新课题
，

很难用 �个确定的数字表示经济价值
，

但是利用微机具有存贮
、

快速数据传递和分析等特点
，

提高工效是无可非议的
。

同时提高科

学决策概率
，
减少决策盲目性带来的失误

，
其效益是存在的

，
甚至是巨大的

。



�期 方陆明
�
研建浙江省县级森林资源微机管理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

�
一

�
。
�

应用
。

具体做法

从组织着手
，
加强资派份理的队伍建设

举办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在森林资源管理上应用培训班
，
重点放在 微机在林业 上的

�
�

�
�

� 为加强信息交流
，
引导浙江省森林资源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

。

建议成立省林 业 计算

机应用学会
，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硬件配置和应用巷件开发

。

�
�

�
�

� 考虑到今后局部�小区域�或全国性连网
，
建议县级配置���档次微机

。

�
�

� 技术上协同作战

���� � 走科研生产相结合
、

科研为生产服务之路
。

高校
、

科研院所和生产管理部门密 切 协

作
，
以实用为主

，
攻克难关

。

�
�

�
�

� 坚持走选
、

引
、

自行开发相结合之路
。

目前已有不少微机管理系统成功之例
，
可以经

过筛选适当引用
，
同时根据森林资源管理和县�市�的特点

，
在短期内开发系统原型

。

�
�

�
�

� 坚持试点与推广相结合之路
。

首先在经济
、

技术
、

组织各方面较强的县�市�林 业 部

门试点
，
在试点有效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

�
。
�

。
� 考虑到经验不足

，
建议从研建森林资源档案微机管理系统起步

，
逐步升级

。

�
。
� 纠正两种倾向

�
。
�
�

� 视计算机为神
，
认为只要购置 �台微机就可实现县级林业部门的各种现代化管理

。

�
�

�
�

� 认为购置计算机仅是摆着看看
，
装装面门

，
徒个名声

。

计算机在林业上应用是 �项新生事物
，
有其发生

、

发展
、

完善的过程
。

第 �种倾向过分

夸大计算机的作用
，
忽视了计算机科学

、

管理科学都有 �个渐进的过程， 第 �种倾向完全低

估计算机的能力
，
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其发展过程

。

两者看问题都缺乏辩证科学的态度
。

总之
，
研建浙江省县级森林资源微机管理系统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
是林业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
，
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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