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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已在国内外开展并逐步走向深入 , 而从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

来看 , 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 研究和解决:①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从中观和微观操

作水平探讨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相协调的各类政策 。②实证研究问题。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案

例中寻找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般规律 , 并进行理论创新。 ③决策过程和方法问题。探讨 “自

下而上” 的决策过程 , 理顺农民 、 科技人员和政府的多方参与关系和各自承担的角色。 ④利

益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问题 。调整和优化森林可持续经营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结构 , 研究和

设计确保森林经营者利益的政策。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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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国际社会对如何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备加关注 , 研究的重点已从可持续经营目标 、标

准和指标体系等理论探索转向森林可持续经营具体方案的实验检测 。通过一系列的林业会议和研讨已

经达成共识 , 即必须缩小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和政策与实地操作的差距 。在此背景下 , 许多国家和

机构都在考虑以当地合适的操作尺度为基础建立全球实践网络 , 并作出了实际努力 。起源于加拿大的

国际示范林网络 (international model forest network)就是这一实践的代表。中国也开始了森林可持续经

营的实践活动 , 目前已在国内建立了 8个森林可持续经营试验和示范区 , 并于 1999年 3月在中国浙

江省临安市召开的中国示范林网络国际研讨会上正式加入了国际示范林网络 , 试图通过参与国际示范

林网络的建设 , 分享国际上有关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的经验 、 信息和知识 。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已在

国内外开展并逐步走向深入 , 而从我国森林经营实践来看 , 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 研究和解

决。

1　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是:森林资源要以持续的方式管理 , 以满足当代和后代在社会 、 经济 、生

态 、 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可见 ,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要求有三大保障 , 即经济保障 、社会保障和

政策保障 。其中 , 政策保障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 经济和社会保障也主要是通过政策途径来实现的 。近

些年来世界上林业发达国家经验也充分证明 , 林业作为一个兼有服务功能的产业部门 , 由于林业内部

效益与外部效益的矛盾 ,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及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 在以直接经济效益为主要价值



评判标准的商品经济环境中林业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同时由于政策决定着经营者对森林资源经营

的权力 , 调节着森林资源经营者的利益分配 , 进而影响着人们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程度 。因此必

须重视政策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中所起的作用 。目前国际上已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操作 , 但政策目

标与实地操作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内对森林经营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 , 缺乏中观和微

观操作措施的研究。同时从目前森林经营政策执行效果来看 , 与森林可持续经营尚存在一些不相协调

的地方 , 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调整 , 势必会影响和阻碍森林可持续实践的发展[ 1] 。

笔者认为 , 必须重视以下几方面政策的研究:①森林可持续经营政策的有效传导机制研究;②森

林和林地产权制度和政策研究;③林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政策研究 , 包括流通政策 、价格政策和

税费政策;④森林资源外部效益运行机理与补偿政策研究 。 ⑤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政策评估系统研

究[ 3] 。

2　实证研究问题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 , 科学家已从多角度制定出各方面的标准和指标体系 , 主

要包括生态 (环境)标准 、经济标准 、 社会标准和政策标准 , 每项标准下都制定了各不相同的多样化

指标 。但目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①指标体系复杂 , 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层面;②各地自然资源状况和

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 , 决定了指标体系在实践中应用较困难 , 可操作性较弱;③森林可持续经营既

是一个目标 , 又是一个动态过程 , 更增加了在实践中应用的难度。有鉴于此 , 应在试验示范的同时寻

找第二条途径 , 即从分析大量业已存在的森林经营模式的基础上 , 去进一步论证其森林可持续问题。

因为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一个对现有资源利用实践逐步调整与校正的过程 , 而在森林资源利用实践中 ,

群众是主体 , 千百年来他们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已与森林资源和环境息息相关 , 长期的实践使他们

积累了丰富的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经验 、知识与教训 ,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模式 , 通

过对现有实践模式加以系统全面的归纳总结分析 , 发现其中的道理 , 并进行理论提升 , 这对指导森林

可持续经营实践意义重大 。

可见 , 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研究中 , 实证研究至关重要 。要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目标进行正确界

定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 , 因为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不断变化的 , 呈现出阶梯式的上升趋势 , 当人类发

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其目标会随之向更高方向发展 , 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所在。而就人们的认

知水平而言 , 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受到自身的知识和经历的限制 , 只能做特定时期内自己能够做的事

情 , 而不能超越自我去做根本无法做的事情。要想从总体上对森林可持续经营进行演绎往往难以把

握 , 而通过一些点 (实证)的刻画 , 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 。通过对群众利用森林

资源的具体事例的观察和分析 , 深入剖析影响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各个方面 , 研究其内在结构与外部环

境的关系 , 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其实践的一般规律 , 提炼出理论分析的基础素材 , 在此前提下进

行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论创新 , 这样的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和可操作性
[ 3]
。

为此 , 建议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问题的探索者 , 应加强各地的实践模式的总结 、分析和研究[ 4] 。

3　决策过程与方法问题

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 , 包括森林经营和管理者 、 林业科技工作者 、 政策

制定者和执行者 , 因此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运行与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 , 长期以来实行

计划经济 , 采取的是一种 “自上而下” 的决策过程 , 作为森林经营的主体 ———群众却始终处于从属和

被动地位 ,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 ?” 这些问题完全由政府决定 , 森林经营者没有决策自主

权。改革开放以后 , 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 森林经营者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 , “生

产什么 ?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 ?” 等问题基本上由生产者自己决定。因此 , 原来的 “自上而下” 的决

策方法已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 必须探讨一种全新的 “自下而上” 的决策过

程和方法 。

在探讨 “自下而上” 的决策过程中 , 理顺群众 、 科技人员和政府的多方参与关系和各自承担的角

346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2001 年 12月



色至关重要。长期以来 , 森林经营活动一直被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 , 对于森林经营活动主体的农民及

其社会经济行为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造成了诸如 “为什么农民只愿砍树 , 不愿栽树? 为什

么农民辛苦几十年造的林 , 到头来所得无几 ?” “如何使群众从 `要我栽变成 `我要栽” 等问题。

这些问题说明了 “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系统中 , 也生活在社会系统中”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林业

的问题不是个树木的问题 , 而是个人的问题” (第十届世界林业大会 《结论和建议》)。因此 , 应充分

重视群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 , 同时应努力探索群众参与决策的方式方法以及提高群众参与能

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 。诚然 , 森林可持续经营离不开政府的参与 ,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多重目标尤其是

公益性目标决定了政府的不可替代性。但如何发挥政府决策的有效作用 , 使政府目标与群众目标 、经

济目标与公益目标 、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互协调 , 则是在决策机制和过程中最为关键和困难的问

题。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 , 科技人员应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技术支持 , 但

“如何将已有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 ?如何研制生产实践亟需的高新技术?” 这是摆在广大科技人员

面前的问题。这也说明了科技人员在决策中必须贯彻 “从群众中来 , 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当然 , 为

了保证决策的正确 , 需要有健全灵敏和有效的专家咨询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 , 加强科学预测 、评估 、

控制和监督 , 以形成决策过程中科学的制约机制 。为此 , 决策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和建立就成为我们需

要潜心研究的课题。

4　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问题

森林可持续经营必须兼顾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 有利于森林综合效益的发挥 , 但森林

可持续经营的三大效益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 , 包括国家 、集体和个人 , 森林经营者和森林受益者等 ,

存在诸多矛盾。原因在于主客观 2方面:从客观上分析 , 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之间存在矛

盾 , 林业的内部功能自我限制;从主观上看 , 利益主体各自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生产者更关注收入

的增加 , 政府更关注生态环境的改善 , 这本身无可非议。现实中这 2个目标基本上是互补的 , 但是也

有冲突的 。为此 , 如何调整合理的利益结构 , 使之优化 , 这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利益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 鉴于各种效益 、 利益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 , 首先应研究如何营造

一个有利于利益结构优化的外部环境。因为 “林业这一主题涉及环境与发展的整个范围内的问题和机

会 , 包括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权力在内” , 只有从这一高度上认识才能在宏观政策层面创造有利条

件 , 通过税收等各种手段确保经营森林机会成本的下降 , 并达到社会平均利益水平 , 以调动森林经营

者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 , 研究和设计确保森林经营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的法规和政策 , 并探讨提高这些

政策法规的透明度 , 让森林经营者自己知道这些政策法规 , 使他们真正能够掌握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最后 , 分别不同的森林类型深入剖析各自的利益结构 , 找出其矛盾的焦点和成因 , 探讨调整和优化结

构的可能途径。

应该说 , 在森林经营中利益结构问题和矛盾由来已久 , 也曾引起老一辈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但始

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 这不仅说明该问题的复杂性 , 也说明它的关键性。因此更应引起新一代森林经

营实践问题探索者的高度重视 。

诚然 , 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是复杂多样的 , 但笔者认为以上 4方面的

问题是最为根本和迫切的 , 也引起了笔者的潜心思考和探索 , 在此 , 希望得到同仁们的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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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deeply about problems of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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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 , practice of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has been wildly launched in world.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requires us to study and resolve in this field in ①Policy supporting systems.The policy

coordinating with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should be approached on the operant level.②Case study.Based
on the searching for the general laws of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from a lot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cases , the

relative teory would be renewed.③Solution and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 from
down to up” would be studied.On the other hand , the relations and roles among farmers , technicians and officials

in the multi-participatio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better balance.④Benefit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In the

fores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 the benefit structure among different bodie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optimized.
Furthermore , the policy should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e benefit of forest managers including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Key words:forests;sustainable management practice;policies;case study;decision-making process;benefi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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