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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林业发展历程 , 两次现代化理论及林业的定位等为客观依据 , 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 ,将我国现代林业的发展划分为5 个阶段 :
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全面实现阶段 , 并具体分析了各发展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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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ery stage were analy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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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林业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三大体系, 即完善的林业

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 1] 。

该研究认为 , 现代林业实质是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

和生态文化体系动态耦合成的一个复合系统。现代林业建

设就是要追求实现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

体系的有机耦合和协调、共生发展。林业生态—林业产业—

生态文化的协调共生耦合应该成为现代林业系统发展运行

的核心和关键。

现代林业不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逐渐引入或技术进

步的过程 , 还是林业发展策略不断演化和创新的过程。现代

林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发展过程 , 不同国家, 现

代林业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不同[ 2] 。顺应世界林业总体发展

趋势及新时期我国林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该研究

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 对我国现代林业的发展进行了初步

的划分。

1  现代林业发展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

1 .1  世界林业及中国林业发展的历程 世界林业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由木材生产、培育到森林多功能利用 , 到社会林业 ,

再到可持续森林经营与管理, 最后到追求人类与森林和谐共

生的发展演化轨迹。

中国林业的发展, 大体上也经历了世界林业发展的一般

轨迹。但由于特殊的制度和林业管理体制等因素, 中国林业

又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阶段。该研究将中国林业的发展大致

划分为4 个阶段( 表1) 。

  世界和中国林业发展的历程 , 尤其是中国林业发展的阶

段, 为划分现代林业发展阶段提供了现实指导。

1 .2  两次现代化理论 1991 年美国的 E.Triyakian 教授提出

了“第二种现代化”的观点 ;1994 年德国的查普夫教授提出了

“持续现代化”的观点;1998 年中国学者何传启提出了第二次

现代化思想, 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

“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 2 - 3] 。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

展工业经济为特征的经典现代化 , 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

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现代化, 其研究范畴包括新经济、新社会

以及新文明等。

两次现代化理论的内容为现代林业的发展及其阶段的

划分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林

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现代化发展理论及发展实践的影响。

表1 中国林业的发展阶段

Table 1 Development phases of China’s forestry

时 间Ti me 阶 段Phase

1949～1978 以木材利用为主的林业发
展阶段

1978～1991 木材利用为主兼顾生态建
设的发展阶段

1991～2000 转向林业生态建设阶段 林业“两大体系”建设时期
( 1991～1997)
林业生态建设初期( 1997 ～
2000)

2000～至今 全面进行林业生态建设阶
段

1 .3  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划分 美国学者帕森斯将社会演变

分为原始社会、中间社会和现代社会3 个发展阶段。布莱克

把现代化分成4 个阶段: ①现代性的挑战 ; ②现代化领导的

稳固; ③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④社会整合。中国学者认为现

代化的过程应该包括起步、发展、过渡和成熟4 个阶段[ 2] 。

现代化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林业在由传统向现代

转变的过程中, 必然要先依靠工业化来实现其规模化和专业

化, 实现林业经济由不发达向发达转变。但是, 林业不同于

其他产业和行业, 它除了具有经济效益外, 还具有独特的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所以, 现代林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把

林业工业化的实现程度作为一个主要标志, 而且要凸显林业

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要关注生态因素和社会文明因素在

林业发展阶段中的作用, 这为现代林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提供

了基本原则。

1 .4 林业的定位  中国林业的发展经历了3 次不同的定

位。第一次是20 世纪50 年代, 林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基

础产业 , 形成了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林业建设指导思想。

第二次是20 世纪70 年代末期, 林业被定位为“既是重要

的基础产业, 又是重要的公益事业”。这一时期中国开展了

一系列生态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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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 世纪90 年代, 面对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保

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成为新时期社会对林业的

主导需求。林业被定位为“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 是从事

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以向社会提

供森林生态服务为主的行业, 肩负着优化生态环境与促进经

济发展的双重使命”。

三次不同的林业定位 , 反映了林业经历的深刻变化及林

业指导思想的演化和创新, 使中国林业比较彻底地从“以木

材生产为中心”中解脱出来, 为现代林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提

供了实践发展的基础。

2  我国现代林业的发展阶段

从狭义的时间角度来看, 世界现代林业是以第二次世界

大战为分界点的, 是相对于原始林业和传统林业而言的。在

我国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林业发展[ 4] 。笔者对现代林业

发展阶段的划分, 不仅考虑时间因素, 而且综合考虑社会、经

济、技术、文化以及我国林业自身发展特点和世界林业发展

的总体趋势。

2 .1 现代林业的起步阶段( 1978～2000)  之所以将1978 年

作为我国现代林业发展的起点, 是因为这一年我国经济开始

由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这一年召开了

全国科学大会, 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

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将这一时期作为现代林

业的起步阶段, 是因为这一时期开始提倡全社会办林业, 尤

其是1984 年《森林法》的颁布标志着植树造林, 经营林业成为

全社会的事业[ 5] 。此阶段是以发展林产工业为主体特征的 ,

是为现代林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阶段, 仍然表现出很强的

传统林业发展的特征, 但已有很多现代因素融入林业运行

系统。

( 1) 提出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此阶段的前期, 林业

经济的发展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到了后期, 林业经济的发

展开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林产品开始实行商品化, 重

视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产品结构单一 , 林业经济增长缓

慢, 林业产业化水平低。

(2) 开始重视科技对林业发展的作用。1995 年《关于加

速林业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颁布, 确立了科教兴林战略。

林业生产及管理中开始应用GIS、GPS、遗传技术等先进技术。

在生物工程技术、飞播造林技术和木材改性技术等方面取得

进展。但此时林业机械化水平、木材商品率比较低, 林业职

工文化程度、科技和管理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

( 3) 开始重视林业生态建设。以《中国21 世纪议程林业

行动计划》为标志 , 开始注重林业生态建设, 重视森林资源的

保护。提出了“两大体系建设”的战略构想, 推进林业分类经

营改革 , 并开始实施一些林业生态工程, 如“三北”防护林建

设工程 ( 1978 年) 、太行山绿化工程( 1984 年) 、沿海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 1988 年)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 1989 年) 和全国防沙治沙工程( 1991 年) 。尽管如此, 人们并

没有认识到林业生态、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之间的动态耦合

关系。林业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 4) 开始提倡社会办林业。此阶段后期, 国家林业发展

战略逐步转向面向全社会, 为消除贫困服务。1981 年通过了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4 年颁布了《森林

法》, 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植树造林行动, 认识到植树造林不

仅是为了多产木材, 而且是为了建立生态屏障。

( 5) 林业计划及管理工作转向科学化。逐步将先进的科

技应用到林业管理中, 林业计划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 如1995 年制定的《中国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和《林

业“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 同年又提出“以分类经营

改革为重点 , 全面实施林业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新的林业经

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

2 .2 现代林业的发展阶段( 2000～2010)  此阶段, 林业发展

所处的国际环境, 是现代科学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 是现代

生物工程技术走向产业化的时期 , 是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

时期, 是在全球日益重视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和保护生态环

境, 并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建设现代林业

的[ 2] 。这时, 有更多的现代因素融入林业运行系统中, 开始

显露具有现代林业特征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

( 1) 森林资源和林业产业取得较大发展。森林资源实现

了面积和蓄积的双增长 , 并开始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森林覆

盖率提高, 结构合理, 天然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公益林面积

大幅度提高, 人工林发展迅速。

林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第三产业有了大发展。

开始生产高起点、高技术含量的林产品 , 木材综合利用率有

了大的提高。

( 2) 林业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林业生产力得到极大

解放, 重点国有林区和森工企业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国有林

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集体林区林权制度

取得重大突破, 林业企业经济效益和林区职工( 林农) 的经济

收入有所提高, 林业发展活力及改革成效初显。

( 3) 林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2006 年召开了全国林业科

技大会, 印发了《林业科学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6 ～

2020)》、《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06 ～2020)》

和《全国林业从业人员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 ～2010 ～

2020)》等文件。林业科技投入有较大增长, 科技人员比例提

高, 重视林业的技术创新。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林业技术推

广网络和基本满足林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 ,

部分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40 % 以上。

( 4) 林业生态建设深入开展, 并显现初步成效。以六大

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为标志 , 林业建设进入了以可持续

发展理论为指导, 以生态建设为主导, 坚持三大效益统一, 生

态效益优先 , 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 ,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增长较大, 全国生

态状况整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 5) 开始意识到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林

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之间的动态关

系, 重视生态文化在林业发展中的作用 , 提出了构建完备的

林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

的战略目标, 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教育。这是向林业可持续发

展过渡的阶段。

( 6) 林业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化和科学化。全国林业机

8513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构及林业各项管理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和科学化, 林业管理

的执行力显著增强 , 在全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林业行政管理

体系。

2 .3 现代林业的初步实现阶段( 2010～2020)  此阶段, 林业

有了更好更快的发展 , 已初步具备现代林业的典型特征。现

代林业发展态势初步得到实现。

( 1) 初步建立起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林业经营的

集约程度及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林业第一、二、三产业基

本实现协调发展。出现了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

林业经济形态。基本形成了节约森林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

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林业产业的工业化、知识

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显著提高。

( 2) 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森林资源健

康而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20 % 以上。生态建设资金投入

进一步增长, 实现了林业生态建设的机制创新。森林生态系

统整体功能得到恢复和增强, 林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增强。基

本实现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管理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模式。

全国生态环境状况开始出现良好发展的态势。林业生态体

系和产业体系基本实现协调发展。

( 3) 林业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政府对林业科技

的投入进一步提高, 林业科技人员比例增加, 文化程度显著

提高。更多先进的、前沿性的科学技术被应用到林业中。林

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合

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支撑有力, 主要研究领域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 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 % 以上。

( 4) 社会比较和谐, 生态文化建设比较丰富。林区生活

富裕,“两危”现象基本消失。社会实现了初步的和谐。人们

的生态文明素质提高, 生态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并开

始取得初步成效。林业生态体系、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

之间开始向协调发展状态过渡。社会公众参与林业生态、林

业产业和生态文化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显著提高。

2 .4 现代林业基本实现阶段( 2020 ～2030)  此时, 林业的发

展处于现代化科学技术更成熟、更先进的时期 , 知识经济、信

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等先进的经济形态已经有了

相当的发展, 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是现代林业快速

发展时期。现代林业形态基本取代传统林业形态成为林业

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 1) 林业产业体系更加发达而先进。林业产业基本实现

了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和高技术化。第三产业比例增大 ,

形成了三、二、一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林业投入产出水平

很高。林业生产组织现代而完备。林业整体水平和实力增

强, 竞争力提升。林业经济呈高速的集约型增长态势。

( 2) 林业生态体系更加完备而健康。森林资源实现了良

性健康发展, 其数量、质量和效益均有很大提高。森林覆盖

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森林多种功能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

生态公益林结构优化 , 防护效能更高。基本实现了森林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管理。林业的三大效益实现协调统一, 林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生态建设投入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全国林业生态

建设网络发达而完善, 林业生态建设工程的成效更加显现。

基本建成一个类型齐全、布局合理、规模适宜、功能齐全的自

然保护区的保护网络, 高效、完整、权威的国家森林资源健康

和生态环境综合监测体系及管理系统。整体生态环境状况

的良性发展态势增强。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协调发展

程度提高。

( 3) 林业科学技术基本实现了自主创新。政府对林业的

科技投入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60 % 以上, 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率显著提高。受高等教育的

林业职工人数增加 , 素质显著提高。林业实现了知识化、信

息化、网络化和完全的自主创新, 一批推动现代林业发展的

新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森林资源林政信息管理系统和满足现代林业发展需求的

运行高效、支撑力强的现代林业科技创新体系。

( 4) 社会更加和谐, 生态文化繁荣发展。人与自然的和

谐程度提高。生态文化建设的规模及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加

大。人们具有较强的生态文明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

德观念, 基本建成符合现代林业发展需求的生态文明体系。

林业生态、林业产业、生态文化体系之间基本实现了动态协

调发展。

2 .5 现代林业全面实现阶段( 2030 ～2050)  这是现代林业

实现程度最高的发展阶段。林业现代化程度达到或超过发

达国家水平。林业生态体系健康完备, 林业产业体系发达完

善, 生态文明体系繁荣先进。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

和生态文明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高效的、良性的、均衡的动

态耦合发展状态。此时, 完全实现了林业物质装备现代化 ,

林业科学技术现代化, 森林生态管理现代化, 林业产业现代

化, 林业经营管理现代化, 林业发展理念现代化以及林业职

工( 林农) 素质现代化的现代林业新的发展格局。

( 1) 全面建成了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林业产业实现了

全面的知识化、信息化和集约化, 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和高科

技化, 产业素质优良, 效益稳健。林业第三、二、一产业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林业投入产出水平最高, 整体发展水平

和实力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林业经济呈高速健康良性发展的态势。全面建成了门类齐

全、优质高效、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发达的、现代的林业产

业体系。

( 2) 全面建成了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森林覆盖率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形成多样化、网络化格

局, 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全面显现并稳定在一

个很高的水平上。森林生态系统呈现健康、良性和高度可持

续性的发展态势, 并且与荒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田

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等各系统之间形成

了良性、高效的互动发展。全面建成了布局科学、结构合理、

功能协调、效益显著、高度可持续的、现代的和完备的林业生

态体系。

( 3) 全面建成了完善的现代林业科技创新体系。林业科

技水平达到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林业科技创兴能力 ,

尤其是原创性能力处于世界前列。全面建成了符合现代林

业特征和发展需求的现代的、科学的、监督力强的林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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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建成了“人才素质强、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管理科学、

服务一流”的森林资源健康和生态环境状况综合监测管理体

系, 全面建成了运行高效、支撑力强的完善的、先进的、现代

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

( 4) 全面建成了繁荣先进的生态文化体系。社会公众普

遍具备良好的生态文化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

人与自然实现了和谐发展, 林业的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

协调统一, 林业生产组织及社会组织健全、完善而先进, 全面

实现了全社会参与林业生态建设、林业产业建设和生态文化

体系建设的良好局面。林业及森林资源的监督、管理及保护

形成了以社会群众组织为主, 国家政府为辅的良好模式。全

面建成了有力推动现代林业更好发展的、主题突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贴近生活、富有感染力的生态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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