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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basic industr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and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Dayao County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devel-
opment of forest industry and has taken a variety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ke Dayao county fo-
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chieve th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industry in Dayao Coun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in-
dustry in Daya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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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产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产业，加快林产业发展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我国国民经

济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大姚县高度重视林产业的发展并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使大姚县

林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大姚县在林产业发展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大姚县林产

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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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姚县林产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大姚位于云南省北部偏西，地处东经 100 度 53 分~101 度 42 分，北纬 25 度 33 分~26 度 24 分，境内

东西最大横距 79.3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93.5 公里。东邻永仁、元谋县，南同姚安、牟定县毗邻，西和大

理州的祥云、宾川县接壤，北濒金沙江，约 62 公里江岸，与丽江地区的永胜、华坪县隔江相望。大姚县

南距省城昆明市 270 多公里，离楚雄州府 100 公里，距钢铁工业城市攀枝花市 178 公里，位于滇中产业

新区的辐射区和川南物流大通道的核心地区。 
大姚县发挥资源优势，强化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狠抓工作落实，扎实推进林业产业发展，推

进山绿民富，取得明显成效。2015 年，大姚县坚持把林业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 大姚县林业总产值增加 
2015 年，大姚县核桃种植面积累计达 158.8 万亩，核桃产量 2.5 万吨，产值 7.5 亿元；花椒种植面积

34.09 万亩，花椒产量 1850 吨，产值 1.17 亿元；板栗产量 7300 吨，产值 0.64 亿元；华山松产量 1329 吨，

产值 0.45 亿元。大姚县林业总产值 22.77 亿元，2015 年比 2014 年增长 8.4%，农民人均核桃收入 3626 元。 
2) 推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 
2015 年，大姚县投资 263.7 万元，开展以林粮间作、翻挖施肥、旱季浇水、嫁接改良等为重点的核

桃提质增效 18,544 亩。通过提质增效，提高核桃产量，提升核桃品质，增加林农收益。同时，大力推广

核桃烘烤技术，新建、改建机械立式核桃烘烤炉 282 座，全面提高核桃产品质量。 
3) 加快花椒产业基地建设 
把花椒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从基地建设抓起，充分发挥科技示范和引领作用，积极

拓展农民增收新途径。2015 年，大姚县 12 个乡镇新植花椒 39,267 亩[1]。 
4) 进一步推广草莓种植 
近日，该县召开太空草莓 2008 新品种示范种植会议，介绍了太空草莓 2008 新品种的品种来源，在

国内部分适宜地区推广种植情况及前景，品种引入该县示范种植情况。县农技人员对草莓栽培技术进行

了培训，大姚三台绿特食品有限公司介绍了太空草莓 2008 新品种引人大姚县在该公司基地苗的组培繁殖

过程，草莓种植户谈了种植体会。参会人员还到金碧镇平山村委会参观了草莓种植基地，认真学习了种

植技术。 
今年，大姚县引进太空草莓 2008 新品种组培苗 2.8 万株，在大姚三台绿特食品有限公司基地进行组

培，现已组培扩大繁殖一代苗 15~20 万苗，可供县内草莓种植户种植 20~30 亩。目前，该县 6 户草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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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大户已与公司预定 18 万苗，将于近日进行移栽，预计明年 4 月初可上市销售。 
5) 积极扶持林业龙头企业 
指导扶持大姚亿利丰农产品有限公司、大姚兆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国家级龙头企业。截至 2015

年，大姚县被认定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12 户，加工产值 8.53 亿元万元，产品远销香港、北京、上海等地，

供不应求。 
6) 创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  
至 2015 年，大姚县组建林业专业合作社 54 个，被认定为省级示范社 16 个，注册商标 13 个，发展

社员 4000 余人，涵盖核桃、花椒、中草药、野生食用菌、蜂产品加工经营[1]。 
7) 开展林业贴息贷款工作 
把开展林业贴息贷款作为扶持林业企业，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2015 年，完成 2011 年至 2014

年实施的林业贴息贷款检查工作，2011 年至 2015 年发放林业贴息贷款 14,172 万元。其中，2015 年发放

林业贴息贷款 1100 万元。 

2. 大姚县林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大姚县林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森林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矛盾突出  
近几年来，大姚县虽然进一步加强了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力度，但仍有部分企业为了在短期内

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只注重眼前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忽略了长远的生态保护，导致一些地方非法

占用林地、毁林开荒的现象屡禁不止。随着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林业产业的实

力也不断增强，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矛盾更加突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森林资源保护的难度[2]。 
2) 科技支撑和服务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大姚县科技保障和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加强，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问题：首先，林业科研、科技推广、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基础设施薄弱。其次，资源监测等信息服务手段

相对落后，再加上体制机制的制约，导致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林业

的可持续发展。  
3) 观念比较落后 
就目前发展速丰林产业来说，存在着不仅是群众的观念落后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观念也有待转变。

种树不只是林业部门的事，种树的经济价值比较慢，树木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导致了一部分人认为种树

无利可图[3]。加上对原有的低效林的改造，发展速丰林，实现速丰林的产业化，规模化的认识还不够，

出现了一些抵制情绪，这些抵制情绪直接影响了速丰林产业的发展进程。 
4) 投入不足，管理粗放 
种植管理粗放，对经济林不施肥，不修剪，不除草，不松土，不及时防治病虫害，任其自然生长，

挂果就采收，无果则放任自流，不作任何投入，导致产量低，品质差。没有抓好采种、育苗、管理等重

要技术环节，达不到确保优质种源，良种壮苗的要求。育苗、栽培和抚育管理等科学经营技术的推广应

用非常缓慢[4]。 
5) 木材加工业、森林旅游、花卉业发展滞后 
大姚县林产业体系不健全，目前以种植经济林为主的企业有经济实体共 49 个，木材加工业有经济实

体 12 个，森林旅游、花卉营销、服务业有经济实体 5 个，产业结构比为：8:2:1，木材加工、森林旅游、

花卉业比重过小。从年总产值上看，集体经济实体年总产值(19 万元)远远小于私有经济实体年总产值

(382.9 万元)。从投资角度看，投资规模在 10 万~100 万元的经济实体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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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林产业经济实体数量少，投资小的数量大。整个林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产、供、销、研于一

体的科学体系。 
6) 林产业投资不足，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① 林农自筹投入能力有限。大姚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林农积累少，虽然林产业项目第一年投入

大，以后都以抚育和管理为主，收益时间长，但在投产前的 5 年左右时间投入较大，林农难以负担。 
② 贷款难度太大。由于林权抵押贷款等制度尚未完善，林农很难获得发展资金来大规模投入林产业

建设。 
③ 招商引资难度大。林产业项目周期长，见效慢，最短的也要 5 年左右，加之大姚县人口密度大，

发展林产业项目的土地等资源虽然总量大，但比较分散，基础设施薄弱，企业经营基地成本高、难度大，

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5]。 
7) 造林质量不高 
随着林产品价值的提升，广大林农造林育林积极性高涨，由过去的“要我造”变为现在的“我要造”，

出现了“争山争苗”造林的现象。调研表明 80%农户对山林更加重视，而且主动投资投劳去造林抚育。

但由于资金、技术、经营观念等原因，有的地方在造林质量上有下降趋势。 
8) 缺乏龙头企业，经济效益差 
全县有林业企业数十家，多数企业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科技力量薄弱，新产品开发

能力差，资源没有形成合理的配置，也没有名牌产品，都以初级产品营销，市场占有率低，经济效益差。 
9)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度缓慢，集体林还是集体共有、集体共管，林地产权不清，经营主体不明。作

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广大村民没有得到山林的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造成农民造林、育林、护林的积

极性不高[6]。林地的流传困难，成为林业企业租赁的制约因素及实施集约化、规模化产业经营的障碍，

影响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 
10) 项目基地立地条件生产条件差 
多数项目地块离村子较远，水利交通设施不配套，坡陡箐深、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土壤干旱瘠薄。

道路不通、施工难度大、苗木浇水问题无法解决，造成成活率低[7]。 

3. 大姚县林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加强对森林资源的管护  
第一，应完善机制，改善森林管护人员待遇，促进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管护；第二，应加强林区公路

网格和林区管护哨所建设；第三，规范和完善国有林场体制改革，做好林场改扩建工作；第四，应加大

退耕还林和森林抚育力度，增加林地面积，提高林地质量；第五，应加强林政管理队伍建设；第六，完

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积极探索完善配套改革、规范林权流转机制和资源评估机制；第七，应加大

封山育林面积；第八，加大投资力度，对林区监控网络体系建设[8]。  
2)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  
认真落实《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规划》，确保 90%以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5%以上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完善昙华山自然保护区建设，基本形成覆盖大小百草岭的自然保护

区管护体系，使全县 90%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加强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的监测防控，

在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对破坏野生动植物案件的查处和打击力度。 
3) 提升产业链，促进生态体系建设 
“产业建设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应作为全县林业发展的主格局，如何提升林产业发展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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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做大特色经济林等绿色产业基地，引导和促进资源、资金等产业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优势企业向产

业园区集中。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与发展并重，质量与效益并举，大力促进林产加工企业技术更新和设

备改造，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和专业化生产进程，减少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由此，建议采取以下

4 个方面的措施。 
①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举办各种活动，让全民都

参与进来，提高全民爱林护林意识，让他们投身于全民植树活动中去。 
② 充分发挥“大姚核桃”这一品牌效应，大力开展核桃、花椒、华山松、板栗为主的经济林提质增

效工作。到 2020 年实现核桃挂果面积达到 75 万亩，亩产 80 kg 以上；加强花椒丰产示范园建设。整合

项目、整合资金，对该县适宜配水的核桃、花椒实施配水工程，保浇保灌核桃、花椒面积在 55 万亩以上，

同时配置核桃、花椒烘烤房实现无烟烘烤，提高核桃、花椒品质和效益[9]。  
③ 统筹发展以野生食用菌为主的林下产业。加强林下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人工培育力度，引导涉林企

业和合作社合理开发以野生食用菌、森林药材、森林蔬菜、松花粉、松子、森林种质资源等为重点的林

下经济产品，大力发展林下种养殖业，不断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建立林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到 2020 年实

现林下经济产业总产值达 2 亿元以上。  
④ 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以百草岭、咪依噜风景区、昙华山、妙峰山、龙山、白塔山等风景区

为依托，大力开发休闲度假、生态体验等森林生态旅游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庭

院经济，推动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积极探索和鼓励支持野生动物训养，到 2020 年，森林生态旅游和野

生动物训养产业产值达到 1 亿元以上。  
⑤ 规范和完善林业生产合作社，加强民间林业建设组织的管理，以生产合作社带动林农发展，实现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时解决林农融资困难问题。  
4) 以短养长，搞循环经济 
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林下套种粮食蔬菜绿肥等矮秆作物，能避免土地板洁、杂草滋生，在给农

作物施肥灌水的同时，果树得利，相得益彰，同时，有了粮食饲草，可以搞养殖，动物粪便又可做基地

用肥，农作物家禽又可以卖钱，达到以短养长的目的。 
5) 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提高林产业从业人员素质 
大力加强林产业人才培训，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搞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再学习和知识

更新，同时加强员工的岗位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吸引区外

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大姚县从事林产业技术管理工作。结合政府机构改革，鼓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的在职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带薪留职或停薪留职，以承包“四荒”，承包林场、果园，领办、创办林

产业企业，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投身林产业开发[10]。 
6) 完善林业科技体系  
首先，应加强林业科技推广示范。尽快完善全县林业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体系，大力推广科技成果，

使科技进步对林业发展的贡献率提高到 50%以上。其次，应加强林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林产

品质量安全管理、监测、监督机制、检验检测服务体系和林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逐步完善林产品和林木

种苗质量监督体系，确保林产品安全。  
7) 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产业投入 
创造条件建立地、县两级林产业发展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林产业项目前期费用和技改贷款贴息，由

财政和林业部门负责管理和安排使用。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更多的建设资金投入。对参与林产业开

发建设的个体私营经济，按省、地、县相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区外资金参与大姚县林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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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拓宽林产业投资渠道 
林业产业是一项基础产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国家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财政融资；

二是信贷融资；三是资源融资；四是项目融资；五是招商引资。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林业建设的信贷支持，

林业经营者可依法以林权抵押申请银行贷款，着力优化投资环境；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争取项目，

筹集林业发展资金，增加对林产业发展的投入；另外，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道，吸引投

资者踊跃参与大姚县林产业开发。 
9) 抓龙头企业和带动，提高林农的组织度 
龙头企业是农林业产业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内连农户、外接市场，拥有资金、信息、技术，具有

开拓市场、引导生产、加工转化、销售服务等功能，要积极培育种植大户、引进龙头企业，走“公司 + 基
地 + 农户”的产业化道路。总之，林业产业发展需要政府、技术部门、农户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在发展

中要注意合理规划，科学栽培管理，重视“天、地、人”的因素。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原则，在栽

培技术上肯下工夫，进行科学经营和集约化管理，才能做到早果、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栽培目的

[11]。 
10) 加强林业法制建设  
首先，应积极做好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建立一支优秀的林业执法队伍。全面开展林业行政执法

责任制活动，制定完善的林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明确追究范围、追究形式以及责任划分标准，并

加大对执法活动中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预防重大执法违法案件的发生。其次，应加强执法监督。

坚持开展林业行政执法案卷和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活动。同时，还应当做好行政复议工作，着力推进林业

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创新，完善林业行政许可办理体系，优化林业行政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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