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Journal of Forestry 林业世界, 2023, 12(2), 93-99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3.122012  

文章引用: 吕省学. 林业资源保护的研究与分析[J]. 林业世界, 2023, 12(2): 93-99.  
DOI: 10.12677/wjf.2023.122012 

 
 

林业资源保护的研究与分析 

吕省学 

内江市东兴区双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四川 内江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6日 

 
 

 
摘  要 

中国是世界自然资源大国，也是世界人口大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林业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是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另一

方面林业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会影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

可估量的破坏。本文主要从林业资源的现状和利用角度，探析对林业资源保护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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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indu-
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the pillar of nat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 Forestry resourc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ural resourc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forestry resourc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ste and irrational use of forestry resources will aff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human beings depend on for survival and cause immeasurable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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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 ways and 
methods of forestry resources protection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ry r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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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林业资源的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的工作，保护方式及措施虽然各异，但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地球生态环

境的改善，加强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当前针对林业资源保护的研究及政策，国内外存在较大差异。发达

国家在林业资源保护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相关工作开展的时间也较早，对于我国林业资源的保护

工作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美国的林业资源保护工程源自罗斯福时期的“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注重

多部门联合治理。加拿大注重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有完善的国家公园法和国家公园确认政策。澳大利

亚主要是通过优化林区管理模式，从而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欧洲各国重视对林业进行

分类经营管理，并提供造林补贴、长期低息贷款和林业税收优惠，推动了林业事业的发展。亚洲的日本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连续制定和实施了 5 期防护林建设计划，政府始终把林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重

要地位，建立有完善的造林补助制度和优惠贷款制度。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为了防治水土流失，

实施了“治山绿化计划”，该计划的发展目标是提高林分质量，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止

20 世纪 80 年代末，韩国基本上消灭了荒山荒地，完成国土绿化任务，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观。我国的

林业资源的保护工作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已经形成

了完备的保护理论、保护机制和研究团队。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在该领域的工作一直在积极探寻适合

自己的发展道路。本研究主要从新理念的角度出发，探寻更多的保护途径和方法。 

2. 林业资源概述 

2.1. 林业资源的概念 

本文中讲的林业资源指得是广义上的林地、林木资源，包括自然形成的或人造的森林和林地，其中

森林是指林地及其所生长的森林有机体的总称，林业资源是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生命

体的重要自然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基础物质条件。 

2.2. 林业资源的范围 

林业资源包括自然森林、人工防护林、经济林和特种用途林。其中自然林中的乔木林地、疏林地、

灌木林地，防护林中的防风护沙林、涵养水源林、护岸林、护田林、护路林，经济林中的用材林、果林、

薪炭林，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实验林、环保林、风景林等所有具备经济开发价值或其他价值的林木

均属于林业资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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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林业资源的特性 

2.3.1. 林业资源具有可再生性 
无论是自然条件下，还是人工条件下，林业资源都具有可再生性，这是植物生长、衰亡的生命周期

特点所决定的。由树木构成的森林、树林作为一个生命整体，也同样具备宏观层面上的长期性和再生性，

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复制、更新的能力。循环再生的特性使得林业资源能够在有效保护下长期被人类利用。 

2.3.2. 林业资源具有结构功能的稳定性 
林业资源中的森林、树林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时在自然界生态环境中具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在能量

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过程中有着其固定的生态位。但是这种稳定性存在的前提是人类合理利用林业资源、

遵循相关生态系统的自身运行规律，不对其进行不可逆转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树木的生长周期较长，

形成林区的时间更长，即使是生长速度最快的人工速生林也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投入利用，

而对于原始森林来说更是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才能成熟[1]。 

2.3.3. 林业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 
森林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对于自然界碳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大气中氧气的重要来源。

同时在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方面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生态系统较薄弱的荒漠地区还具备防风固沙、改

善环境的功能。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林业资源是不可替代的，破坏性砍伐林木便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

的环境[2]。 

2.3.4. 林业资源经济费效比较低 
不同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类资源和矿产资源，林业资源的转换存在储量和产出的巨大差异

性。储量高并不能实现产量高，林区采伐作业中，储量与年采伐量比最小也在十比一以上，甚至更高。

在经济效益方面，这种高比例对于人员成本、管理成本和林业资源维护成本来说，费效比较低。 

2.3.5. 林业资源具有集中性 
全球超过一半的森林都集中分布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这五个国家。在大洲中，森

林最多的是拉丁美洲，占世界森林面积的 24%，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44%。林业资源的集中和

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全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结果。 

3. 我国林业资源的现状分析 

3.1. 我国林业资源的基本情况 

3.1.1. 林木种类及林带概述 
作为世界林业资源大国，我国的林木种类异常丰富。地球上 2 万多种木本植物中，我国约有 8000 余

种，其中仅乔木类就有 2000 余种。另外，我国还拥有 200 余种特有树种资源，包括裸子植物中的银杏属、

银杉属、金钱松属、水松属、水杉属和白豆杉属等 10 科 33 属。在气候差异的影响下，我国由北向南依

次分布有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

雨林和雨林等多种森林类型[3]。 

3.1.2. 全国林业资源概述 
在林业资源总量方面，按照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结果，我国森林面积 2.08 亿公顷，森林覆盖

率 21.63%。活立木总蓄积 164.33 亿立方米，森林蓄积 151.37 亿立方米。天然林面积 1.22 亿公顷，蓄积

122.96 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 0.69 亿公顷，蓄积 24.83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分别位居世界第

5 位和第 6 位，人工林面积仍居世界首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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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3.2.1. 木材资源领域 
在木材原料领域，我国可利用的木材种类因地域分布而不同，东北地区主要有红松、落叶松、鱼鳞

云杉、红皮云杉、水曲柳；长江流域主要有杉木、马尾松；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有冷杉、云杉、铁杉。 
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林木砍伐量均在 2000 万棵以上。这和我国木材行业的快速发展脱不开关系，当

前我国木材产量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2022 年全国木材产量超过了 1.1 亿立方米，在 2016 年

0.7776 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增长了将近一半。从具体产量分布看，广西木材产量居全国首位，2022 年广西

木材产量为 4000 万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排名第二的广东木材产量为 1263.7 万立方

米，占全国总产量的一成以上；排名第三的云南木材产量为 903.5 万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 7.8% [5]。 

3.2.2. 林业特色资源领域 
在林业特色资源领域，有主要有用于油料生产的油茶树、核桃树、油橄榄树等，用于粮食食用的红

枣树、板栗树、柿树、仁用杏树、榛子树等，用于调料生产的花椒、八角、肉桂等，用于药材生产的银

杏、枸杞、沙棘等，用于工业原料生产的马尾松、云南松、思茅松和湿地松等。截止 2019 年，我国木本

油料年产量已达到 770.63 万吨；木本粮食年产量 1205.10 万吨；木本调料年产量 74.74 万吨；林产工业

原料年产量 380 万吨[6]。 

3.3. 我国林业领域存在的问题 

3.3.1. 森林整体覆盖率低 
相对于其他国土面积大国，我国森林面积和林业资源数量相对较小，而且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情

况。资源面积蓄积数量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小。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十年来，我国森林面

积增长了 81.1%，森林蓄积增长了 102.9%，但森林覆盖率仍然远低于百分之 31%的世界平均水平。 

3.3.2. 经济林结构不均衡 
我国虽然是林业大国，但林业资源比重中人工速生林占比较高，大径优质木材和珍贵用材严重依赖

进口。森林覆盖率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优质材种人工林的比重并未提升。可采伐林木的材质整体偏低，

现有用材林中可采面积仅占 13%，可采蓄积仅占 23%，木材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7]。 

3.3.3. 木材行业对外依赖度高 
在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中，中国对原木和其他木材的需求量巨大。中国工业用原木千人均消费 149 立

方米，相当世界人均的 60%，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木材消费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是限于自身条件，截止 2022 年，我国木材对外依存度接近百分之五十，木材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其中，

仅 2019 年一年就进口原木 6073.5 万立方米，还不包括其他工业用木材[8]。 

4. 林业资源的具体保护措施 

4.1. 法律层面的保护 

在森林、林地、林木资源的管理和保护领域，我国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相关法律法规最早可追述

至 1963 年得国务院《森林保护条例》。1984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并于 1998 年进行了修订。除此之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实施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退耕还林条例》、《森林采伐更新

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法条已经和当前的情况产生了初入，需要国家层面

继续完善立法工作，落实针对现有法律的司法解释，同时积极推进与森林保护相关的地方立法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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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视林业保护领域的研究 

加强针对林业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研究，探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方法。组织相关专家和学者，积极

开展林业资源利用、病虫害防止、森林防火、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与时俱进，探索

建立国家公园的方法和方式。只有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才能为未来林业资源的保护和开

发提供新的思路、培养专业方面的人才[10]。 

4.3. 革新林业资源保护理念 

林业资源的保护不能采取被动保护的方式，应当积极促进林业资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相互统一。

在保护的过程中，同时要做到在保证生态效益优先、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林业资源保护工作得以持续推进。具体办法可以通过改善林业产业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推动林业产业的整体融合发展，在合理利用林业资源的过程中收获稳定的经济效益[11]。 

4.4. 完善林业资源的管理 

4.4.1. 加强管理体系的建设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森林资

源产权制度，建立健全林地保护制度、森林保护制度、森林经营制度、湿地保护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

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 
建立完善的林业资源保护管理体系，促使林业资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不断提高针对林业资

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合理开发林业资源，建立林业资源监测体系，实现全国林业资源时空集成化管

理与服务。启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工程，合理确定森林商业性采伐量[12]。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评价机制。从生态效益(即单位面积经营指标价值)、生产能力(即单位面积培育林

地面积产出)和社会功能(即单位面积消耗森林资源)三个方面对国有重点林区进行阶段性的常态化评价。

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工作，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考核奖惩。 

4.4.2. 加快国有林场的改革 
国有林场是我国生态修复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快其改革对于林木资源的保护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落实国有林场法人自主权，鼓励优强林业企业参与兼并重组，通过规模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切实提高

企业性质国有林场的运营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完善以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鼓励社会公益

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公益林管护，提高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13]。 
针对国有林场中的林木，可根据其区位、用途等因素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鉴定和评估，在评价目

标确定后再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确定其质量系数，并采用定量分析法及其他各种评价技术进行计算和评价。 

4.4.3.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林业管理 
林业资源是自然保护区内的核心资源之一，针对林木的保护对于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工作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应当充分认识到自然保护区林业资源的重要性，加强对林地、林木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维护

生态环境的平衡。同时，提高林业资源的整体管理水平，使保护区的工作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常态化

对保护区林业资源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从而实现对自然保护区林业资源的全面保护、

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14]。 

4.5. 落实当前的保护政策 

4.5.1. 针对森林的保护政策 
落实国家针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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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根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

扶持或者长期贷款；提倡木材综合利用和节约使用木材，鼓励开发、利用木材代用品；征收育林费，专

门用于造林育林。当前各地的林业保护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进行的[15]。 

4.5.2. 农业领域的退耕还林政策 
全面落实退耕还林政策，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

地停止耕种，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坡耕地退耕还林；二是宜林荒山荒地造林。退耕还林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也

是林业资源保护的关键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6]。 

4.6. 加大林业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 

4.6.1. 利用好林业保护专项资金 
目前我国的林业保护类专项资金较多，主要有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资金、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资金、长江中下游等防护林工程

资金、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资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

森林抚育补贴资金、森林防火资金等。充分利用好现有专项资金，对于林业资源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4.6.2. 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林业经济 
聚焦林下经济和林业特色优势产业，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务工返乡人员投身产业建设，汇聚高素质

的从业人员，激发产业人才活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相关产业，加强林业企业的建设和孵化，重点建设

一批有实践精神、有生产和销售能力的优秀林业企业[17]。 

4.7. 加大保护人才的培养力度 

林木资源的保护严重依赖于相关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要有针对性地建立重点人才信息库。在林

业人才结构中，资源保护类人才数量本身就偏少，所以必须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高校应当积极开

设涉及保护类人才培养的专业，社会及行业应当积极对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大力发现、

培育生态治理修复方面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和专家型科研人才，加大林木资源保护方面一流工程师的培养

力度[18]。 

4.8.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4.8.1.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生态治理，在 202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上，中国加入《关于森

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支持到 2030 年阻止和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为推进全球气

候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并为此承诺 2030 年国内森林蓄积量要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同时，在国际

合作中，中国积极倡导保护生态多样性，加大森林资源保护的力度，打击非法采伐、贸易，履行《巴黎

协定》、《联合国森林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湿地公约》[19]。 

4.8.2. 发起成立新的国际组织 
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竹藤组织、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和区域生态治

理的重要成员，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产生积极反响。截至

2022 年底，亚太森林组织成员总数已达到 32 个，其中亚太地区经济体 27 个、国际组织 5 个，国际竹藤

组织更是拥有了 48 个成员国和 5 个观察员国，遍布世界各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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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林业援外与全球治理 
近十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援外，面向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林业技术和管理

人员培训，并通过援建、派遣专家、项目合作等形式在防沙治沙等领域向全球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

就。积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21]。 

5. 结论 

针对森林资源和林木资源的保护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伟大工程，对于当前全球生态环

境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林业资源保护工作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大，人员领域众

多，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普遍性，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配合。积极营造重视林业资源保护的社会

氛围，形成舆论焦点，同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共同完善保护机制，制定和落实具体的保护措施，并做

好人员、物质、资金方面的保障工作。在新时期，林业资源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

要做成部分，对中国今后的社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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