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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县级森林经营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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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在国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
!

在中国还缺乏一套统一的判定标准及区划体系
%

将高

保护价值森林区划体系和中国县级森林经营区划体系进行了比较与分析
!

找出了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将两者有机结合的区划方法
%

这样既使得原森林经营区划体系得到了加强和补充
!

又避免了
)

个系统

独立存在而造成区划成果对森林经营指导意义不强的问题
!

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

减少了浪费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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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森林管理委员会%

K4;:3= *=:S<;A371R J4?591>

"

K*J

#提出了高保护价值森林%

7187 9453:;2<#

=145 2<>?: 64;:3=

"

OJWK

#的概念" 并将它用于森林经营认证* 根据
K*J

的要求" 森林经营者需要判定其

所在的森林经营单位内存在的高保护价值" 在经营活动中注意维持或提高所判定的价值" 并对经营活动

的效果进行评估'

!

(

* 由于
K*J

森林认证体系在世界上广为接受" 且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在生态+ 区域+ 景

观+ 人文等不同层次平衡了森林的保护和利用" 所以高保护价值森林理论以及判定方法在世界各地的森

林认证以及森林经营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 高保护价值森林理论引起了政府+ 学者和森林经营

者的高度重视*

)(("

年" 国家林业局将高保护价值森林概念纳入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指导方针*

)((/

年" 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南/#

中明确指出& 要区划和界定出高保护价值森林" 在森林功能区划中应优先区划高保护价值森林区* 这意

味着在中国森林经营过程中" 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判定+ 区划以及相应的经营措施" 将作为各地区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得以应用* 然而" 中国统一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的技术体系尚未建立" 在国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科技专项%

!""'()!"&'

#

作者简介& 孙孟军" 高级工程师" 从事森林经营+ 森林资源监测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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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孙孟军等! 基于县级森林经营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

内县级区域的森林经营中" 主要的技术路线是开展森林功能区划# 森林分类区划# 森林经营管理分类区

划等
$

个层次的森林经营区划$ 如何将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与中国森林经营区划体系相结合" 进一步完

善现有的森林经营方式" 已成为当前县级森林经营中亟待解决与探讨的问题$

%

高保护价值森林理论及区划标准

所有的森林都包含一定的环境和社会价值" 例如" 森林是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 森林能够保护集水

区" 森林还可能是考古遗迹$ 当森林的这些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时" 这些森林就可以被定义为高保

护价值森林$ 一般来讲" 林业管理公会将森林的高保护价值从
&

个方面来判定%

'

&

!

!

具有全球# 区域或

国家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如地方特有种# 濒危种# 残遗种(显著富集的森林区域)

"

拥有全球# 区域

或国家意义的大片景观水平的森林区域" 它被包含在森林经营单位内或它内部包含了森林经营单位" 其

内部存活的全部或大部分物种保持分布和丰度的自然格局)

#

包含珍稀# 受威胁或濒危生态系统或者位

于其内部的森林区域)

$

在某些重要情形下提供自然的基本服务功能'如集水区保护# 侵蚀控制(的森林

区域)

%

从根本上满足当地社区的基本需求'如生存# 健康(的森林区域)

&

对当地社区的传统文化特性

具有重要意义的森林区域'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确定森林所具有的文化# 生态# 经济或宗教意义() 高保

护价值森林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这
&

个判定标准" 它涵盖了由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制订的优先保

护范围) 实践证明" 对于如何判断优先保护这是一个有效的框架%

$

&

)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

()*+, (-,. /01,

2)* 3450*.

"

((/

(与北京林学会'

6.-7-18 /)*.95*: ;)<-.5:

"

6/;

(联合编写的*高保护价值判定与经营指南+

中" 针对中国的森林经营情况" 从
#

个判定标准中形成了操作性较强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的关键指

标) 也就是说" 在森林经营中" 可以根据当地森林状况" 组织有关专家, 利益相关人员# 当地政府人员

等" 以此为依据进行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判定" 并可相应地将它们归并到
#

个区域中" 同时在森林经营规

划中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进行优先保护) 本研究将被划分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按顺序分别命名为

物种保护区# 风景保护区# 生态系统保护区# 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 服务社区保护区和文化重要性保护

区等)

'

县级森林经营区划体系与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的关系

按*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 在县级森林经营区划中一般分为
=

个层次" 即

森林功能区划# 森林分类区划和森林经营管理分类区划) 其中" 森林分类区划是根据森林的主导功能进

行森林用途分类" 由于其具体落实到小班地块" 实质就是县级区域范围内的微观森林区划内容- 森林功

能区划" 是从林地和森林的主导功能考虑" 而对该微观区划内容的归并- 森林经营管理分类区划则是对

具体措施的划分%

>

&

)

=

个层次之间关系紧密" 并从宏观到微观" 从保护到经营" 从区域划分到措施落实"

形成了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区划的完整体系) 笔者认为! 基于这一区划体系上的森林经营与高保护价值

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理念是基本相通的" 特别是森林分类区划" 在区划标准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由于高保

护价值森林更注重的是维持或增强森林的异常重要之处" 这种区划及经营理念的纳入" 使得县级森林经

营区划体系在维护森林的重要价值以及森林可持续经营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加强和补充) 当前" 中国森

林资源匮乏" 森林生态系统脆弱" 合理借鉴# 引进国外成功的经营理念" 大力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势在

必行%

?

&

) 此外" 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对于森林保护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生态学家们经过系统研究得出

结论! 通过森林认证的高保护价值森林" 确实有利于森林多样性的保护%

&

&

) 同时" 实践证明" 高保护价

值森林经营毫无疑问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森林经营水平" 提高其林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可

信度%

@

&

) 所以" 将高保护森林区划纳入县级森林经营区划体系" 是森林经营的新趋势" 并将成为县级森

林可持续经营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 在对其进行区划时" 我们应重点关注它与其他各

层次区划体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图
%

(" 着重理清和利用这种关联" 将其有机的溶入到现有的区划体

系中)

=

县级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的技术方法介绍

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一般是以其
&

个标准为基础" 由有经验和一定知识积累的专家以及更广泛的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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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与森林经营区划体系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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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群体共同参与制定国家或地区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工具包! 通过为每一种高保护价值确定有效而现

实的阈值" 以及确定何种价值分配比例以保证这些价值是最 #重要或突出$ 等%

;

&

! 笔者认为' 该技术方

法在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中实施起来较为困难" 尤其对于复杂多样的山地资源来说" 不少标准很难

落实" 并存在工作量大( 费用高等弊端" 难以进行大面积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工作) 在县级高保护价值

森林的区划中" 应充分利用当前的资料以及相关区划成果" 着力找出高保护价值区划与其他区划的相互

关联性( 对应性以及相异性" 运用相结合的区划方式* 这样" 不仅使得高保护价值区划容易实施" 也使

得原森林经营区划体系得到了加强和补充" 又避免了
!

个系统独立存在因而容易造成区划成果对森林经

营指导意义不强的问题" 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减少了浪费* 下面简要介绍一种以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标

准和框架为基础的" 与森林分类区划体系相结合的区划方法*

森林分类区划将森林分为公益林与商品林" 它们与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虽自成体系" 但在区划的评

定标准" 特别是重点生态公益林的区划界定上" 存在着相互之间对应的关系" 范围交叉性明显* 由于中

国生态公益林建设已全面进行" 且技术体系较为成熟" 所以建议首先在公益林区划的基础上进行高保护

价值森林的区划* 也就是说" 在森林经营规划中" 首先将生态公益林的界定范围及分级标准与高保护价

值森林的六大判定标准+特别是判定的关键指标,进行对比" 把具有高生态价值的公益林有选择性地划分

到
<

种类型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域中+表
$

," 以此为区划基础" 再结合各方面+如相关专家- 利益相关

群体等,的意见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确定* 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是" 高保护价值森林

的
<

个判定标准是其界定的原则" 在此标准之外的生态公益林" 不被包含在高保护价值森林区* 一般来

说" 已界定的国家级及省级重点公益林" 基本都可判定为高保护价值森林* 市( 县级生态公益林" 可根

据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 诚然" 县级区域内的大部分高保护价值森林都可在这个过程中被判定和区

分" 并可被相应地归入森林功能区划中的生态功能区及社会功能区中* 从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定义上看"

它还包括了对当地社区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商品林" 所以还要进行第
!

次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 在商品林

中的判定" 应注重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山区" 特别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 如果其社区经济

的主要来源依靠某种林产品" 且该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 那么其中的高效益林分可根据当地实际界定为

高保护价值森林" 划分到服务社区保护区" 归入森林功能区划中的经济功能区* 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完

成后" 要着重应用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经营理念来指导森林经营工作* 按照森林经营管理分类要求" 生态

公益林中的高保护价值森林" 应结合当地生态公益林保护管理办法" 实行严格保护( 重点保护框架下的

经营措施. 商品林中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应在保护经营的框架下" 进行重点规划" 在制定经营措施时要着

力增强或维持其为社区经济带来的高价值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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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建议

目前! 中国对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判定还刚刚起步! 适用于国内的判定标准及区划体系尚未建立! 许

多方法和技术都还在摸索阶段" 特别是在县级森林经营中对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区划技术尚不成熟! 难以

达到预期的目标" 笔者认为以下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表
!

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与生态公益林区划相关因子对应表

%&'() * +&,-./0 &'.1- 2342 ,.50)/6&-3.5 6&(1) 7./)0- 836303.5 &58 5.5!,.99)/,3&( 7./)0- 836303.5

孙孟军等# 基于县级森林经营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

区域名 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的关键指标% 生态公益林

!

保护区# 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区! 以及重要的

保护地! 包括至关重要的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

园等'

"

受威胁种和濒危种的重要生境# 受国

家和国际明文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 包括中

国政府
*:":

年颁布的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名

录等( 具有一定健康种群水平的典型的珍稀 &

濒危动植物富集地)

#

地方特有种的重要生境#

中国特有或地方特有的动植物物种( 具有一定

健康种群水平的有代表性的特有动植物物种的

富集地"

$

物种季节性利用的重要生境# 具有

一定健康种群水平的重要的动物繁殖栖息地 &

迁徙停息地& 越冬地& 季节性取食地"

是具有宗教文化或传统文化价值的森林" 如# 世界遗

产地& 历史遗迹的森林区域( 对少数民族或中国宗教

的传统文化起重要作用的森林"

未经人为干扰的地带性顶级群落" 如# 典型的地带性

植被( 中国特有的植被类型( 分布于特殊生境的植被(

珍稀& 濒危或孑遗的群系( 为重要的保护物种提供关

键栖息地的植被等"

干扰程度较轻& 集中连片的原始林" 如# 生态公益林

中人类干扰很少& 集中连片的天然林或天然次生林"

重要的江河源头& 江河两岸及水库周边的森林( 对侵

蚀控制非常重要的森林( 具有生态屏障功能的森林(

具有特殊用途的森林" 如# 具有重水源涵养功能的森

林集水区( 山体坡度在
$;"

以上! 具有重要水土保持

功能的森林( 土壤侵蚀达到严重侵蚀程度地区的森林(

重要的生物防火林带( 潜在重力侵蚀严重 *塌方+ 滑

坡& 泥石流%严重的地段( 具有特殊用途的国防林& 母

树林& 实验林& 风景林& 防护林等"

满足当地社区的基本需求! 为当地社区提供基本生计

和安全保障的社区森林" 该区域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划

分要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及其意见! 且并不

一定为公益林" 如该区域为城镇居民饮水地! 即为生

态公益林的范畴! 但是若森林是该社区主要收入的来

源! 通过森林人工经营方式而从中获取收入时! 该森

林可以划人商品林的范畴,

:

-)

以保护动植物种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 国家

重要湿地周围的森林( 受威胁种& 濒危种& 地方特有

种及物种季节性利用的重要生境) 如# 省级以上自然

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 国家级保护植物集中分布

的原生地 ( 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繁殖地(

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森林公园等)

风景保护区 天然林! 天然次生林)

生态系统保护区 包含或包含于珍稀& 受威胁或濒危的生态系统

的森林)

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区
!

对集水区非常重要的森林# 具有较高的水源

涵养能力( 覆盖了集水区的大部分区域)

"

对

侵蚀控制非常重要的森林# 侵蚀高风险区( 侵

蚀控制能力)

#

作为破坏性火灾的重要屏障的

森林# 火险等级( 耐火树种)

$

具有特殊用途

的森林# 特殊用途林 *国防林& 母树林& 实验

林& 风景林& 防护林%)

服务社区保护区 森林是社区生活的基本需求来源( 没有其他可

以替代来源)

文化重要性保护区 森林对当地的宗教文化或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物种保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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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林情
!

形成统一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方法

虽然在国家林业局下发的!指南"中要求区划高保护价值森林# 但具体的区划方法及应用方式并未明

确$ 对于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界定及经营措施也未见任何政策性文件或指导性意见# 也未有统一的标准来

确定有资格评价与判定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就使得各地在编制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时#

区划出的高保护价值森林以编制单位或相关人员的主观判断为主# 参差不齐# 难以体现高保护价值森林

经营理念的实际意义$ 同时# 由于没有统一的区划标准和要求# 有的县在森林经营中并不一定会将高保

护价值森林加入其区划体系# 有的甚至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忽略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区划$ 所以# 研究

制定统一的区划方法或技术体系是当务之急$

!"$

切实建立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年度监测体系

虽然在
&'(

的原则
)

中明确指出对高保护价值森林应当进行年度监测# 以评估采取的措施在保护

和加强这些适应性保护特征方面的效果$ 由于中国县级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工作尚在起步阶段# 区划后

的经营措施并不总能付诸行动# 有的甚至有区划无措施$ 当前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对高保护价值森林

的经营工作进行督促# 且森林经营是一项反应较为迟缓的工作%

#%

&

# 在许多地区# 有关高保护价值森林的

经营决策最终还是会归结为财政或政治优先权的问题$ 所以要使高保护价值森林经营理念真正应用到国

内的森林经营中# 就必须建立年度监测体系# 对经营成效进行监测与评估# 从而有效地对它们进行监督

和管理$

!%&

加大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的宣传及培训

当前# 判定森林的高保护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保护价值森林宣传较少#

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足$ 加上在一线的林业工作人员普遍文化素质不高# 有的森林经营者并不清楚为何要

区划高保护价值森林# 而森林经营管理部门又多数地处偏远山区# 这就导致了林业信息滞后# 不容易接

收到最新的理念和方法%

##

&

$ 同时# 由于国内开展的与高保护价值森林相关的培训甚少# 许多好的判定方

法及思路一时难以普及# 能够承担区划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还远不能达到当前发展的需要$

!%!

大力推进森林功能价值定量的研究工作

中国早期对森林资源价值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木材的经济价值# 对其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研究较

少%

#!

&

$ 近年来# 森林功能价值量的评估工作虽有所进展# 但生态及社会功能价值的评估技术尚不成熟# 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 省级尺度' 市级尺度# 鲜见县级尺度水平研究# 且评估方法及指标体系不

同# 使评估结果无可比性%

#*

&

# 这给县级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判定大大增加了技术难度$ 其实森林功能价值

量的评估工作是今后发展的一大趋势# 客观' 科学地定量评估区域森林功能价值# 不但可以为高保护价

值森林提供判定依据# 为森林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而且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态意识# 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

$

&

+,(-.(/01 2 -

#

'304150660- 6

#

/771 ( 89

高保护价值森林( 理论和实践中的概念 %

0:;75

&

9

)

!%%<!%)!

!)

*%

!%$$!%*!!%

&

9 =>>?

(

;;@@@9=,ABC>@DEF9DEG;ECHDIE,CH;JDKLCE9!""<!")!!)9<MNO!!NO$M; JDECH>P =,AJP QED,=P,=RBCHC9?LJ9

%

!

&

2STT 1

#

1S'':.S+ -

#

2011416' '

#

!" #$" %&'( )**$+," -#." /

(

01".*234",*1 "* %5'(

%

-

&

"7UJDEL

(

VED&DECH>

#

!%%*9

%

*

& 徐军# 陈建义# 毛华英# 等
"

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分类' 判定与经营措施%

2

&

"

华东森林经理#

!%%N

#

!!

)

*

*(

OW

# O)9

XS 2IB

#

(801 2RYBZR

#

+.7 8IYZRBG

#

!" #$9 3=C ,KYHHRJR,Y>RDB

#

[ILGC\CB> YBL JDECH> \YBYGC\CB> \CYHIECH DJ =RG=

,DBHCEAY>RDB AYKIC JDECH>

%

2

&

9 6#7" 58,1# (*. 9#1#:!

#

!%%N

#

!!

)

*

*(

OW # O)9

%

O

& 刘羿# 张长山# 宋志东# 等
9

我国县级森林可持续经营区划研究%

2

&

9

林业经济#

!%$%

)

$%

*(

<M # W%9

54S ]R

#

^8.16 (=YBGH=YB

#

'716 ^=RLDBG

#

!" #$9 '>ILZ DB >=C ,DIB>Z!KCACK HIH>YRBYQKC JDECH> \YBYGC\CB> _DBRBG

RB (=RBY

%

2

&

9 ;*. 64*1

#

!%#%

)

#%

*(

<M # W%9

%

M

& 陈蓬
9

加拿大森林经营及其启示%

2

&

9

浙江林学院学报#

!%%O

#

!"

)

O

*(

OWM # OW)9

(801 VCBG9 &DECH> \YBYGC\CB> RB (YBYLY YBL R>H RBH?REY>RDB >D (=RBY

%

2

&

9 < =8!>,#1: (*. ?*$$

#

!%%O

#

!"

)

O

*

` OWM

# OW)9

NN!



第
!"

卷第
#

期

!

$

"

%&''()*+ , -! ./01 2/3014 50346265746/8 5/810390 :6/;6903164<

# !

=

"

! !"#$

$

>??@

$

!"

%

!

&'

ABC D A$E!

!

F

" 罗素梅$ 何东进$ 谢益林$ 等
G

高保护价值森林研究及其应用!

=

"

H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I

$

!#

%

!

&'

@?? " @?EH

'&* )JK06

$

L- ./8MN68

$

O(- P6Q68

$

%& '(H ,010735R 78; 7SSQ65746/8 /2 R6MR 5/81039746/8 97QJ0 2/30141

!

=

"

H )*&+ )!

,"-* ./-0 1-+/,$-

$

>T?I

$

!#

%

>

&'

C?? " C?EH

!

"

" 董珂$ 邓华峰
H

高保护价值森林理论研究和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

"

H

世界林业研究$

$%

%

E

&'

F " UUH

.*+% V0

$

.-+% LJ7208MH L6MR 5/81039746/8 97QJ0 2/30141 4R0/3<

$

S3754650 78; 2J4J30 408;085<

!

=

"

H 23"(4 53" 6%7

$

&%

%

E

&'

F " UUH

!

I

" 吴爱娣$ 陈平留$ 郑德祥
!

浅析生态公益林与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区别!

=

"

H

林业经济问题$

&'

%

U

&'

$E " $IH

W& X6;6

$

YL-+ Z68MQ6J

$

[L-+% .0\678MH (86467Q 787Q<161 /8 4R0 ;622030850 :04]008 R6MR 5/81039746/8 97QJ0 2/3014

78; 8/8#5/KK03567Q 2/3014

!

=

"

H 8779% 53" :*3/

$

&'

%

U

&'

$B " $IH

!

UT

" 刘安兴$ 郭仁鉴$ 杨水海$ 等
!

针阔混交防护林可持续经营技术研究!

=

"

H

浙江林学院学报$

UII"

$

()

%

U

&'

^>

" BTH

'(& X8\68M

$

%&* ,08N678

$

PX+% )RJ6R76

$

%& +(H )4J;601 /8 1J147687:Q0 K787M0K084 405R86_J01 /2 K6\0; S3/405#

46/8 2/3014 ]64R 5/86203/J1 43001 78; :3/7;Q0790; 43001

!

=

"

H ; <=%>-'/, 53" ?3((

$

UII"

$

*)

%

U

&'

^> " BTH

!

UU

" 何东进$ 谢益林$ 李树忠$ 等
H

中国南方高保护价值森林判定研究!

=

"

H

福建林学院学报$

>TTI

$

&'

%

>

&'

UTC "

UT"H

L- ./8MN68

$

O(- P6Q68

$

'( )RJ`R/8M

$

%& +(H (;0846265746/8 /2 R6MR 5/81039746/8 97QJ0 2/30141 68 4R0 1/J4R /2 YR687

!

=

"

H ; 59>-+/ @3(( 53"

$

>TTI

$

&'

%

>

&'

UTC " UT"H

!

U>

" 邢美华$ 黄光体$ 张俊飚
H

森林资源价值评估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综述!

=

"

H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TTF

$

"

%

B

&'

CT " CBH

O(+% a06RJ7

$

L&X+% %J78M46

$

[LX+% =J8:67/H X 30960] /2 757;0K65 K04R/;1 78; 0KS63657Q 14J;< /8 097QJ746/8

/2 2/3014 301/J3501

!

=

"

H ; A3"&=B%7& )

!

5 ./-0 C3* C*- D4

$

>TTF

$

"

%

B

&'

CT " CBH

!

UC

" 王祖华$ 蔡良良$ 关庆伟$ 等
H

淳安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

H

浙江林学院学报$

>TUT

$

&"

%

B

&'

FBF "

F$UH

WX+% [RJRJ7

$

YX( '678MQ678M

$

%&X+ b68M]06

$

%& +(H -97QJ746/8 /2 2/3014 05/1<140K 10396501 68 YRJ8

(

78 Y/J84<

!

=

"

H ; E=%>-+/, 53" @3((

$

>TUT

$

&"

%

B

&'

FBF " F#UH

孙孟军等' 基于县级森林经营的高保护价值森林区划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