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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业发展的现状与可持续林业的必然性

朱永法　汤肇元
(浙江林学院经济管理系 , 临安 311300)

摘　要　我国林业发展的现状是: 森林资源不足 ,森林质量下降 ; 生态环境恶化 ,自

然灾害频繁 ; 森林资源利用水平不高 ; 林业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 林业市场发育滞后。

在剖析现状的基础上 , 结合人类利用森林资源的历史 , 指出了可持续林业的必然性

及其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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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林业作为资源

与环境建设的主体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因此 , 如何结合我国森林资源的现状和林业发

展水平 , 实现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和林业持续发展 , 满足经济、 社会和生态诸方面对林业的持

久需求 , 是当代林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 也是当前各级林业部门和专家学者们十分关注与

重视的问题。

1　我国林业发展的现状

1. 1　森林资源不足 , 森林质量下降

1981年以来 , 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有力推动下 , 我国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双增

长 , 人工造林面积达 3 379万 hm2 , 居世界第 1位。森林覆盖率由 80年代初的 12. 7%提高到

现在的 13. 92% 。12个省区实现了消灭宜林荒山任务。这是我国造林绿化快速发展的 15 a。但

是 , 从总体看 , 我国森林资源尚存在以下问题。

1. 1. 1　森林资源数量不足　据第 4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全国森林面积 1. 34亿 hm
2
,活

立木蓄积量 117. 85亿 m
3 , 人均面积 0. 12 hm

2 , 人均蓄积 10. 43 m
3 , 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

平的 11%和 12%。现有的森林覆盖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52%左右。尽管已出现了森林面积和



蓄积量双增长的局面 , 但用材林资源的消长结构不协调 , 年消耗量大于年生长量 , 每年出现

5 473 m
3的赤字。

1. 1. 2　森林资源分布不均　我国的东北和西南两区域 ,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20% ,但森

林面积和蓄积量却占全国总量的 50%和 75% , 而人口稠密、 工业发达的华北和中原地区 , 森

林蓄积量不足全国的 5% 。占国土近一半面积的西北部 , 森林面积不足全国的 4%
〔 1〕
。这充分

说明了我国森林资源地理分布的严重不均 , 从而造成各地资源禀赋的丰寡 , 一旦林业生产经

营活动不当 , 就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外部的不经济性。

1. 1. 3　森林资源质量不高　珍贵树种资源锐减 , 人工林经营树种单一 , 针叶化倾向严重 , 低

龄化趋势加剧 , 林地生产力衰退 , 可采资源减少。 如用材林中的成、 过熟林在两次清查间隔

期内减少了约 2亿 m
3。目前 , 成、 过熟林可采资源仅为 14～ 15亿 m

3 , 如果加上近熟林 , 总

蓄积量也不过仅有 22～ 23亿 m
3
。按目前年耗 3亿 m

3
计算 , 到下世纪初 , 可采资源就要面临

枯竭的危险。 可见 , 我国可采森林资源非常匮乏 , 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1. 2　生态环境恶化 , 自然灾害频繁

80年代以来 , 我国实施了六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 , 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北防护林

进入 3期工程 ;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已使 100多个县的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 ; 平原防护林使

79%的平原半平原实现绿化 ;沿海防护林 1. 8万 km海岸基干林带基本合拢 ;太行山绿化进程

过半 ;防治沙漠化工程已完成治理开发沙区面积 220多万 hm2。这六大生态工程建设已构成了

我国生态建设的基本框架 , 覆盖了 60%的国土 , 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是值得可贺

可喜的一面。然而 , 另一方面 , 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 , 我国每年因毁林开荒、 不合理采伐、

乱砍滥伐和森林灾害等原因 , 使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 疏林地和灌木林地的面积达 374万

hm
2。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 ,引起生态环

境失调 , 致使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面积达 38% , 沙化面积达 155万 km2 , 水库受损 , 气候变

坏 , 并使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农作物受害面积增加
〔2〕
。

近年来 ,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及东北和内蒙古林区洪灾严重 , 同时 , 西北、 中原和华北地

区旱情加剧。 据报道 , 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农业、 草原、 森林和水资源等方面的经济损

失达 1 000亿元
〔3〕
。 而且 , 这种情况可能会长期存在 , 逐年加重

〔4〕
。

1. 3　森林资源利用水平不高

目前 , 从总体上看 , 我国森林资源的利用水平不高 , 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加工

业 , 尽管有了一定规模 , 但布局不合理 , 没有与资源基地很好地结合起来 , 也没有有效地形

成综合开发全面利用的加工体系 , 而且综合加工技术落后 , 初级产品居多。 我国林业的科技

进步贡献率只有 21% 〔5〕 , 低于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 30%的贡献份额〔6〕 , 离发达国家 60% ～

80%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就差得更远了。我国林业现有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 34%左右〔 5〕 , 与农

业差不多
〔7〕
, 推广效果还不很理想。同时 , 在每年采伐的木材中 , 工业利用率只有 30% , 每

年浪费木材 1 500万 m
3
, 占计划用材量的 25%。可见 , 我国木材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也是

造成当前森林资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1. 4　林业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森林具有经济、 生态与社会三大效益 , 即森林同时具有 “经济产品”、 “生态产品” 和

“精神产品” 的属性。后两类 “产品” 也即森林资源具有外部经济性 , 更广泛地为整个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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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 , 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通 , 带有社会福利的性质。 森林资源的这种外部经济性 , 一般不

同于森林直接产品 (有形产品 ) ,实质上它是一种无形产品 ,虽不易计价 , 但的的确确存在 , 并

为整个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服务。在我国生态意识还不强、 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没

纳入法制的情况下 , 不仅在理论上未被普遍承认 , 而且在实践中也尚未起步。不论物质产品

平衡表体系还是国民经济帐户体系 , 均未反映环境保护费用及自然资源枯褐和退化方面的变

化 , 无视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 , 未提供在不降低未来福利水平的条件下 , 一定时期内

可利用森林等自然资源最大消耗量〔 8〕。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补偿费和社会效益补偿费尚未开

征 , 森林的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1. 5　林业市场发育滞后

当前 , 林业建设从总体上还远远不能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

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够。在国有林区 , 不仅存在着我国独特

的企业办社会的现象 , 而且对国有林区的管理体制仍然沿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林业

主管部门仍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 , 并拨给投资 , 使企业靠政府的 “输血” 无忧无虑的成

长 ; 木材流通领域 , 仍然存在 “双轨制” 的价格制度 , “制度租金” [9 ]依然存在。在集体林区 ,

现有的木材经营组织仍然保留着过去统购统销的垄断性的行政性购销体系 , 而没有形成农民

自己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中介组织。这些行政性购销体系对农民的剥夺一旦超过农民

的承受能力 ,农民就只能放弃对林地的投入而将有限的资金转入比较利益较高的其他行业 ,其

结果必然造成营林生产的萎缩 , 从而引起森林资源危机。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够 , 是

林业市场发育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业市场发育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林业自身特点的

制约。森林既是生产性资源 ,又是保护性资源 ,森林效益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产品的多样性: 一

是森林的有形产品 , 主要指木材和其他林副产品 , 价值可计量 , 可进入市场进行交换 ; 二是

森林的无形产品 , 是指森林的多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即外部经济性 , 在实现其价值计量

之前是不可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的。 因此 , 林业自身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业进入市

场的局限性 , 客观上也造成了林业市场发育的滞后。即使是木材和其他林副产品 , 其市场体

系的培育和建设也缺乏规划和系统化 , 市场行为缺乏规范 , 地区和部门间的分割和封锁也还

远未消除。

2　可持续林业的必然性

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 , 在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毁林立足阶段后 , 进入了自封建社会开始

至今的木材利用阶段。早在 18～ 19世纪 , 在西方资本主义由于对森林的掠夺性利用而出现木

材危机之后 , 人们就借助于 “法正林” 理论来经营森林 , 使森林的采伐与更新互相依存 , 以

实现永续利用 , 当然这种利用仅是指 “木材利用”。 本世纪 20～ 30年代特别是第 2次世界大

战以后 , 日本、 美国、 芬兰、 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并定量评价森林所产生的除木材和林

副产品以外的生态效应 , 标志着人类对森林资源的生态利用阶段的到来。而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起步很迟 , 直到本世纪 80年代才开始关注以森林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利用。生态

利用 , 就是把林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建立在森林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 , 以生态效益为经营目

标
〔 10〕

。这是一种人类理想的林业经营模式 ,在目前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下很难实现。因此 ,生

态利用可以分成 2步走: 第 1步是生态经济利用 , 第 2步才是生态利用。这样 , 以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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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理论指导的生态经济利用 ,作为实现人类合理经营森林终极目标——生态利用的前奏 ,在

现实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 , 就显得切实可行 , 而且能够兼顾到森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与

生态效益这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而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利用 ,就是要使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

满足人类对其经济、 社会与生态三方面的持久需求 ,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进。 这实质上体现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 谋求人类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 1972年 6月 , 联合国在

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 1次人类环境会议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但是 , 这次会议没能把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 , 没有找出环境问题的

根源和明确环境问题的责任
[11 ]
。之后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 1980年 3月发表了 《世界保护策

略: 可持续发展的生命资源保护》 , 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 , 呼吁全世界必须研究自

然的、 社会的、 生态的、 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 , 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

展。这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

表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 , 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

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基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 1992年 6月在巴西

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通过了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 《 21世纪议程》 , 为

全球谋求可持续发展制定了行动框架 , 标志着全人类开始了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 , 并

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研究的三大热点的核心主题
[12 ]
。 1993年 11月我国政府制定了 《中国 21世

纪议程》。它的制定和实施 ,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和促进作用。
可持续发展提出之后 , 于 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将其本质内涵引入了农业 [13～ 15 ]、 林

业 [16～ 19 ]和工业 [20～ 21 ] , 提出了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林业和可持续工业发展 , 并且开展了这 3方

面的研究。关于可持续林业的定义尚缺乏共识。潘存德把它定义为: 在特定区域内不危害和

削弱当代人和后代人满足对森林生态系统及其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林业 [22 ]。可持续林业的主要

目标有以下几点: 一是贯彻总体规划和科学决策思想 ; 二是稳定持续增长的生产率 ; 三是健

康协调的生态环境 ; 四是稳定持续的森林土壤肥力 ;五是强调保护人类遗产和生物多样性 ; 六

是森林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可持续林业的战略思想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法正林概念 , 又区

别于我国传统的永续利用思想。 可持续林业与永续利用思想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林业

系统的封闭与否 [23 ]。可持续林业特别强调发展顺应自然的森林资源以及与林产加工业精深加

工和高效利用的相互支持与促进 , 同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 获得用于森林资源扩大再生产

的投资利润 , 从而真正实现森林的 “资源—资金—资源” 的良性循环机制。 现代的可持续林

业在正视传统林业难以持续发展的社会原因 [ 24]之后 , 积极发动全社会特别是当地农民对林业

的广泛参与 , 并要求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积极鼓励、 支持和引导农民从当前以出售木材为主

的单一收入渠道转向以多种经营为主的多收入渠道 , 使他们立足于家庭经营、 联户经营或乡

村集体经营 , 生产粮食、 饲料、 茶果、 药材、 食用菌等各种产品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当地农民在参与林业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 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直接受益 , 他们

就有了保护和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 , 就使林业的发展与农民物质生活

条件的改善和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 , 使森林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三大效

益得到有机统一 , 从而就可以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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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Yongfa ( Zhejiang Forestry Co lleg e, Lin’ an 311300, PRC) and Tang Zhaoyuan. The State

Quo of Forestry in China and the Inevitabl ity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J Zhejiang For

Col l , 1997, 14 ( 1): 73～ 77

Abstract: The sta tus quo of forestry in China is the following: inadequa te forest resources,

decline in fo rest ry quality; wo rsened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 f requent natura l calamity; low er

level in uti li zation of forest ry resources; lack of reasonable compensa tion mechanism in

fo rest ry; backw ard development o f forest ry ma rket. Af ter analysing the sta tus quo , combining

the utili zed histo ry of fo rest ry resources, the inevi tabli ty of sustainable fo rest ry and i ts main

objectiv es are pointed.

Key words: forest ry; sta tus qu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fo re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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