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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体林是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内容 , 森林经理调查是提高集体林经营管理水平的

一项重要技术手段。通过调查与实践 , 认为当前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工作中存在实施单位设

置不当等问题 , 由此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森林应采用不同的小班调查周期与数据更新方式等森

林经理调查技术体系 , 以确保森林经理调查的科学性 、经济性 、可行性与调查成果的有效性

和实用性。图 1表1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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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在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集体林经营管理活动中 , 由于其特

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 森林经营活动具有独特性 , 具体表现在所有制层次多 、 山林权属

复杂 、经营形式多样和林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异大等方面
[ 1 ～ 3]

。这就要求我们从集体林的特点和实际经

营需要出发 , 开展切实可行的森林经理活动 , 其中科学合理地开展森林经理调查 (又称二类调查)工

作既是森林经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开展其他一系列森林经理工作的前提
[ 4]
。目前 , 由于集体

林经营管理中存在着许多特殊性 , 致使现行的森林经理调查工作难于真正落到实处 , 森林经理调查工

作质量不高 , 效率较低 , 亟需加以调整 、改进和完善 。

1　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根据我们多年来对我国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的对象 、 目的 、 要求和所采用的调查方法与技术体

系 、 调查成果的应用等情况的调查分析和实践 , 认为当前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工作存在着以下方面的

问题 。

1.1　森林经理调查的实施单位设置不当

目前 , 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工作主要由国家和省下达计划和任务 , 县 (包括县级市)林业主管部

门具体负责和承担完成调查工作 , 导致县林业主管部门耗费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去应付这项工

作
[ 5]
。由于点多面广 , 技术要求高 , 组织实施难度大 , 而多数单位缺乏足够的专业队伍和人员 , 野外

调查工作多数由临时组织的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后来完成。这些人员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森林调查专业知

识 , 又有临时工作的观念 , 虽然有质量检查组监督其工作 , 但由于野外调查大多是单独作业 , 质量检

查组也只是按规定抽取其中极少部分 (一般为 5%左右)进行检查 , 调查成果质量难以保证 。

1.2　调查所化时间过长 , 时效性差 , 应用价值低

二类调查从制订计划开始 , 经过准备工作 , 外业调查 , 内业统计计算分析 , 到拿出调查成果 , 对



于一个县级 (包括县级市)单位调查对象来说少则 2 a , 多则 3 a , 此间森林资源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 森林经营环境 , 特别是森林产品市场供求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时间滞后过长 , 调查得到

的森林资源数据和资料对指导决策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和编制森林采伐限额等意义不大 , 数据资料的

应用价值降低。

1.3　调查内容偏颇 , 对经营决策缺乏有效指导

森林经营单位开展二类调查工作是为了掌握和分析森林资源经营现状 , 为科学经营森林资源提供

依据。现行二类调查技术中 , 虽然调查的项目和内容很多 , 也分得很细 , 但都是反映森林资源现状

的 , 而缺少反映森林经营现状和森林经营要素 (如经营权属 、经营形式和经营强度等)的项目和内

容。在二类调查资料内业统计计算分析工作中 , 也仅仅重视森林资源数据 , 特别是林木蓄积量和林地

面积的统计分析 , 缺少对各类林地自然环境条件 、经营条件和经营水平等的统计分析 , 从而失去了调

查成果对森林经营决策的指导作用 。

1.4　调查针对性差

当前各地林业主管部门要求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都是全面铺开 , 这样不仅要浪费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而且增加了工作难度 , 不利于森林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实际上 , 不同的森林经营对

象 , 森林资源分布状况 、 经营水平 、经济水平和规划决策要求不尽相同
[ 6]
, 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经营

要求的林地的森林资源变化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 应该分别对待 ,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工作 。

2　森林经理调查体系的改进

2.1　构建科学合理的森林经理调查体系

森林经理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森林经营单位进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 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工作应

由各森林经营单位来实施完成 。集体林经营单位具体地说是各类森林经营实体 , 主要有营林公司 、各

类联办经营体 、 股份合作林场 、林业专业户 、乡村农户以及村集体统管经营等
[ 7 ～ 9]

。各森林经营单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制定全面完整的森林经理调查计划和方案 , 并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后组织实

施。对有技术力量的森林经营单位可以自行组织实施完成调查任务 , 对于技术力量不足的森林经营单

位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调查机构和技术队伍及其相应的人员来完成 , 各森林经营单位自行承担调查所

需的各种经费和开支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森林经理调查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和检查监督 , 森林经

理调查成果须经森林资源专业调查机构检查验收或专家评审论证后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后才能认

可有效 , 并以此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分析评价森林资源经营现状和下达各项林业生产指标的主要依

据。整个运作过程见集体林森林经理调查工作体系流程图 (图 1)。

图 1　集体林区森林经理调查工作体系流程图
Figure 1　The working system of forest management survey in col lectiv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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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区各森林经营单位根据国家和省 、县 (县级市)林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和森林经营单位自身

经营组织与产业发展的需要开展森林经理调查工作 ,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和调查成果的标准化 、规范化

和体系化 , 均应按照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技术规程和操作细则来进行 。

2.2　调整森林经理调查项目和内容

由于集体林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特殊性 , 为了满足集体林各森林经营单位的经营需

要 , 应对森林经理调查的项目和内容进行调整。为此 , 我们在原有以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为主要调查

内容的基础上 , 增加了森林经营方面的调查内容 , 如经营户主 、 经营形式 、 经营现状和经营环境等 ,

并设计了相应的调查用表 (表 1)。表格中小班专项调查一栏可根据需要分别进行森林采伐 、森林更

新 、 森林抚育 、 森林火灾 、森林病虫害和森林景观等的调查记录。实践表明 , 该二类调查用表能以直

观的方式反映出各经营小班的森林资源和经营状况 , 有利于经营者做出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决策 。

表 1　森林经营小班调查记载表
Table 1　Record paper of forest management subcompartment survey 编号:

乡 (镇)、 林场 (站), 村 (林区), 经营权区 , 林班 , 小班 , 小地名 , 面积 hm2 , 地貌 , 海拔

m , 坡向 , 地位 , 坡度 , 土壤 , 质地 , 厚度 cm , A 层厚度 cm , 指示植被种类 1 , 高度

m , 覆盖度 , 指示植被种类 2 , 高度 m , 覆盖度

细班

编号
权属

经营

形式

经营

户主

面积 

hm2

地类

林种
起源

树种

组成

年龄

龄级

平均胸

径/ cm

平均高/m

优势高/m

郁闭度

疏密度

株　数 蓄积量/m3

hm2 计 hm2 计

立地

类型

造林

类型

经营

类型

经营

措施

小班专项调查:

森林经营调查:

经营环境调查:

细班位置示意图:

　调查者: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3　小班调查中细班调查技术

小班调查是森林经理调查的主要内容 , 也是主要形式 。在小班调查过程中 , 如在小班内出现达不

到小班划分面积要求的其他林地或林分类型 , 则应进行细班调查。调查时应在小班卡上小班位置示意

图中详细标明各细班在该小班内的大致位置 、形状和大小 , 并在小班调查卡上细班编号一列中从第 2

行开始按顺序填写细班编号 , 并在相应行的各列内详细记载各细班的面积 、各项森林资源调查因子和

森林经营要素 , 特别对于分户经营和一山多主的责任山和自留山 , 调查时均应注明林地和林木经营的

权属者 (即经营户主)和经营形式 , 若该小班或细班的林地经营权属与林木经营权属不一致时 , 则用

“/” 把两者分列开来 , 前者为林地经营权属者 , 后者为林木经营权属者 , 以分清经营权属 , 达到责 、

权 、 利相统一和职责分明 。同时 , 在细班编号一列的第 1行内填写 “计” 字 , 同一行对应的各列内容

填写该小班的综合或统计资料与数据。如在小班内没有细班出现 , 则细班编号一列内填写 “计” 字 ,

“计” 字所对应的一行内容均为该小班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如果一张表格填不下 , 则可以填写第 2张

甚至第3张表格 , 并在小班号内用 “小班号 (表格张数)———第×张表” 的形式注明该小班共有表格

几张 , 该表格为该小班的第几张表 。为了便于计算机统一管理 , 可在小班编号一栏上按一定编号规则

和要求填写上该小班在森林经营单位内的统一编码或全国性 、 全省性和全县性的统一编码。

4　小班调查周期和数据更新技术确定

森林资源是一种动态的可再生性自然资源 , 以往每隔 5 a或 10 a进行一次森林经理调查工作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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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适应当今世界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 。特别是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 , 森林

经营者要及时生产出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 , 需要及时掌握森林资源和森林经营的基本情况 , 为此森林

经理调查工作的周期不能定得过死 , 应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 适时开展此项工作。此外 , 不同的森林

类型在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同 , 林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存在很大差异 , 森林

经营目的和经营要求有很大差别 , 森林经营技术措施对森林生长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不同 , 应开展不同

强度的森林经理工作 。对于集体林 , 由于各森林经营单位在资金 、 技术 、 劳动力 , 以及经营的林地和

经营目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 更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确定其相应的小班调查周期和森林资源数据更新

方式 。

各森林经营单位中的经济林和竹林 , 森林经营强度较高 , 所采取的森林经营技术措施较多 , 人为

活动干预频繁 , 而且森林产品的市场变化剧烈 , 对于这类森林 , 应经常性地开展小班调查工作。有条

件的森林经营单位 , 宜每年进行一次小班调查工作 , 条件较差的森林经营单位 , 起码每隔 2 ～ 3 a开

展一次小班调查工作 。森林资源数据主要采用实地调查资料来更新 。小班调查的重点应放在森林资源

的质量 、 品质和产品生产能力上。

各森林经营单位内的用材林和薪炭林 , 对于森林经营水平较低 、森林经营实力较弱和很少有采取

森林经营技术措施活动的森林经营单位来说 , 小班调查工作的间隔期可确定为 5 ～ 8 a , 间隔期内森林

资源数据的更新可采用相应的森林生长模型或森林资源数据更新系统来完成。对于森林经营水平较高

和森林经营活动比较频繁的用材林和薪炭林 , 其小班调查工作的间隔期可确定为 3 ～ 5 a , 特别是在抚

育间伐或其他造成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明显变化的自然因素影响或人为活动后 , 应及时进行小班调

查。森林资源数据的更新采用相应的森林生长模型或森林资源数据更新系统与实地调查资料相结合的

方式来完成。

各森林经营单位内的生态公益林 、 灌木林地 、陡坡难更新林地 , 以及高山和远山等交通极为不便

的林地 , 由于其经营目的的严格要求和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 , 一般很少有人为活动干预 , 林木依靠自

然力来生长 。同时 , 森林经营者的经营兴趣也不高 , 不可能化很多的精力和财力去开展林业生产活

动 , 森林经营强度很低。对于这类森林 , 其小班调查工作的间隔期可确定为 10 a , 间隔期内森林资源

数据的更新可采用相应的森林生长模型或森林资源数据更新系统来完成。

各森林经营单位内的每块林地 , 由于森林采伐 、 造林更新 、病虫害危害 、 遭受森林火灾 , 以及更

换目的树种和调整经营目的等致使小班的林况和地况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 , 应及时进行小班调查 ,

详细调查和记录小班发生的变化情况 、 变化原因及其结果 , 并对森林资源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相应的更

新。在林地经营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 , 应该及时进行小班调查 , 并且做好调查记录 、资料移交和数据

更新 。

森林经理调查是一项全面性长期性的工作 , 国家为了对森林资源和森林经营状况进行全面的宏观

控制和管理 , 一般要求每 5 a或 10 a统一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森林经理调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 , 集体

林区各森林经营单位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 , 配合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开展好这项工作 , 因地制宜地按

照要求开展小班调查和森林资源数据更新工作。

5　结语

集体林是一种特殊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形式 , 森林经理调查工作要以森林经营实体为主 , 国家林

业主管部门主要做好宏观管理和指导与服务工作 , 林业科技单位配合做好科技服务工作 , 并采取针对

性的技术体系 , 唯有这样才能把集体林区的森林经理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 建成高效 、有序和可行的森

林经理运行机制 。我们在浙江省淳安县大市镇的森林经理研究和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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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ystem of forest management survey in collectiv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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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ctive forest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ina.Forest management surve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ic way in increasing the management level.By investigating and practicing , the authors

discovered the problems in forest management survey of collective forest , then suggested that the forest management

survey should be mainly token by the managementbody , and managed by the forestry agency , and directed by the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 the management factor should be considered , different period and forest resource data

renew should be token to different forest in subcompartment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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