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森林资源总量、提升森林质量，是发展生

态林业、民生林业的根本，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

础。为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国森林资源状况，从 20
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连续进行了八次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全面系统地分析八次连续清查结果，对于

把握森林资源变化规律和趋势，全面提高森林经营

水平，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创新林业治理体系，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1我国森林资源保护和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就

森林资源数据是我国林业发展和森林经营的

晴雨表。20世纪 70年代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建设

工程、80年代初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90年代的造

林灭荒行动，本世纪初启动的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六

大工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推进，这些政策和工程建设的成效，在资源

连续清查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纵观八次森林资源

连续清查结果，可以看出，40年来我国森林资源呈

现出“总量增加、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效益明显、多

元经营”的变化趋势。

1.1森林资源面积蓄积持续增长

森林面积由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1.22 亿

hm2，增加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2.08亿 hm2，40
年间增加的森林面积相当于 10个重庆市（表 1）；同

期，森林覆盖率由12.8%提高到21.63%，提高了近10
个百分点（图1）。

森林蓄积量由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86.6亿

m3增加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151.4亿m3，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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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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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量相当于目前黑龙江省森林蓄积量的4倍。同

时，两次清查间隔期内的蓄积增量不断加大，第八

次森林资源清查的蓄积增量是最大的，比第七次提

高了 26%。这些成绩是在全球森林资源每年减少

1300万hm2（《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以及同期

累计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 40多亿m3木材的

背景下取得的，实属不易。

特别是人工林面积由2358万hm2增加到6933万
hm2，增长了2倍，稳居世界第一位；人工林蓄积量由

1.64亿m3增加到24.83亿m3，增长了15倍多（图2）。

1.2森林资源质量稳步提高

森林的单位面积蓄积量由第一次森林资源清

查的 79m3/hm2，增加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89.79 m3/hm2，天 然 林 首 次 突 破 100 m3/hm2，达

104.62 m3/hm2；人工林由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28.27 m3/hm2，增加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52.76
m3/hm2，增加近2倍。平均增长量由第一次森林资源

清查的 1.84 m3/hm2，增加到第八次的 4.28 m3/hm2，

增加2倍多；单位面积林木株数由第五次森林资源

清查的 812 株/hm2，增加到第八次清查的 953 株/
hm2。森林质量中等以上的比例由第六次森林资源

清查的 50.58%，提高到第八次的 68%，提高了 17个

百分点（图3、图4）。

1.3森林资源结构不断优化

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之比，由第五次森

林资源清查的51∶48∶1变为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37∶55∶8（表 2），呈现出针叶林减少、阔叶林和针阔

混交林逐步增加的趋势。用材林所占比例由第一

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79.9%，下降到第八次森林资源

清查的33%，防护林的比例由6.8%上升到48%；公益

林与商品林的比例由 7.4∶90.1变为 56∶44（表 3），以

生态为主的功能进一步体现。天然林的采伐量逐

步减少，由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79.7%，下降到

46%，下降了33个百分点（表4）。

1.4森林生态功能进一步提高

根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全国植被总碳

储量为 84.27亿 t，比第七次增加 6.16亿 t；森林生态

系统年涵养水源量5807亿m3，比第七次增加859亿
m3；年固土量 81.91亿 t，比第七次增加 11.56亿 t；年
保肥量 4.3 亿 t，比第七次增加 6600 万 t；年滞尘量

许传德：从连续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看我国森林经营

年份

森林面积

森林蓄积

1973~1976
1.22
86.6

1977~1981
1.15
90.2

1984~1988
1.25
91.4

1989~1993
1.34
101.4

1994~1998
1.59
112.7

1999~2003
1.75
124.7

2004~2008
1.95
137.2

2009~2013
2.08
151.4

表1 我国森林面积蓄积变化 亿hm2，亿m3

图1 我国森林覆盖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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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单位森林面积蓄积增长量变化（m3/hm2）

年份

针∶阔∶针阔

1994~1898
51∶48∶1

1999~2003
47∶50∶3

2004~2008
39∶52∶9

2009~2013
37∶55∶8

表2 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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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5亿 t，比第七次增加 8.44亿 t；年吸收大气污染

物量 3800万 t，比第七次增加 600万 t，随着森林面

积、蓄积的增加，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1.5森林资源经营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

有林地面积国有、集体、个体经营的比例，由第六

次森林资源清查的42∶38∶20变为第七次的39∶28∶32，
以及第八次的38∶18∶44；个体经营的比例首次超过国

有和集体；人工林中国有、集体、个体经营的比例，由第

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的17∶42∶41变为第七次的14∶26∶
59，第八次的13∶17∶70；而在经济林中，国有、集体、个

体经营的比例，由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的5∶33∶62变
为第七次的5∶2∶83，第八次的4∶6∶90（图5）。国有和集

体经营的森林面积特别是人工林和经济林面积比例在

下降，多元经营格局逐步形成。

2当前我国森林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虽然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但森林资源的增长不能满足社会对林业的多

样化需求，仍然是林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

矛盾当前森林经营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2.1总量不足，人均水平仍然低下

根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我国森林资源

面积占世界森林资源面积的 5.15%，但蓄积量却只

占世界的 2.87%；人均森林面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

比，占比有所提升由 1/5提高到 1/4，但是人均蓄积

量比例与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相比却下降了 0.8个
百分点。森林覆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 31%低了 10
个百分点（表5）。

2.2林地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

我国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

131m3/hm2的69%，而世界林业发达国家单位面积蓄

积量大多在200~300m3/hm2之间，差距显而易见；林

木平均胸径从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14.1cm/hm2，

下降到第八次清查的 13.6cm（表 6）；人工林的面积

所占比重由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的16.2%提高到第

八次的 36%，但蓄积比重仅占 17%（图 6），目前人工

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仅为天然林的50%左右（表7）。

2.3森林资源结构仍然不合理

森林过密、过疏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近两次森

年份

林木平均胸径（cm）
1973~1976

14.1
1977~1981

13.8
1984~1988

-
1989~1993

-
1994~1998

14.1
1999~2003

13.8
2004~2008

13.5
2009~2013

13.6

表6 我国林木平均胸径变化

年份

人均森林面积（hm2）

相当于世界人均（%）
人均森林蓄积（m3）

相当于世界人均（%）

1994~998
0.128
21.30
9.05
12.50

1999~2003
0.132
22

9.421
12.58

2004~2008
0.145
23.20
10.15
14.81

2009~2013
0.15
25

10.98
14

表5 我国人均森林面积、蓄积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年份
防护林
特用林
用材林
经济林
薪炭林

公益林

商品林

1973~1976年
6.8
0.6
79.9
7.0
3.2

1977~1981年
9.1
1.2
73.2
10.2
3.4

1984~1988年
10.8
2.2
57.3
11.5
3.2

1989~1993年
12.5
2.6
66.1
12.5
3.3

1994~1998年
13.9
2.6
64.7
13.2
2.9

1999~2003年
32.4
3.8
46.5
12.7
1.8

2004~2008年
45.8
6.6
35.4
11.2
1.0

2009~2013年
48.0
8.0
33.0
10.0
1.0

表3 我国林种比例变化 %

图6 我国人工林所占面积、蓄积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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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3.3

1994~1998
91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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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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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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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52.8

表7 天然林、人工林公顷蓄积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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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天然林采

伐比例

1994~1998
79.7

1999~2003
72.8

2004~2008
60.6

2009~0213
46

表4 天然林采伐量比例变化 %

m3/hm2

图5 国有、集体、个体经营森林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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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源清查表明，林分过密的中幼龄林占乔木林的

1/5左右，过疏的中、近熟林占乔木林的1/7左右；用

材林近、成、过熟林中的小径级林木越来越多，大径

级越来越少，小径组株数比例由第四次森林资源清

查的 55%，上升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73%，大、

特径级林木比重由13%下降到3%，下降了10个百分

点；从第五至第八次清查结果来看，中小径级采伐

消耗量所占比例由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的59%相继

提高到 63%、67%和 75%；用材林可采面积比例由

10%，下降到第八次的5%（表8、表9）。
2.4宜林地造林任务仍然艰巨

宜林地面积持续减少，由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

的 7793万 hm2减少到第八次清查的 3958万 hm2（图

7），且 2/3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立地条件好的

仅占 10%，质量差的多达 54%。第八次森林资源清

查中，新增宜林地 475万 hm2，其中 50%以上是质量

差的。今后宜林地造林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

高、成林越来越困难。

3进一步加强森林经营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

查结果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充分调动各

方面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稳步扩大森林面

积、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这就为做

好森林经营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把森林经营作为

发展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的核心，以转变林业发展方

式为主线，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深化改

革为动力，实现森林经营由重造轻管、重量轻质、重

短轻长、重保轻育向造管并重、质量优先、长短结

合、保育并进的转变，“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

生态条件”。

3.1 全面深化林业改革，进一步增强森林经营的动

力和活力

要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健全社会化服

务体系，加大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覆盖面，实施林权

抵押贷款，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造林、育林、护林的积

极性，形成集体林业良性发展机制；积极推进国有

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将国有森工局和国有林场，

统一定为国家生态公益型事业单位，其工作重心转

移到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上来，彻底摆脱单一的

“以木材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单一的“行政管理

式”的经营机制，建立健全森林资源资产流转、收

益、处置等制度，激活产权运营。

3.2健全林业法律法规，完善林业治理体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的

要求，推进《森林法》的修改，要划定林地保护红线，

实行林地用途管制、定额管理制度和人民政府任期

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区域统筹补偿

机制，建立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制度，实行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制度，突出森林经营方案的法律地位。要

制定和完善林地保护管理、林权流转、森林抚育、非

公有制林业、天然林保护等方面的规章办法，健全

林业发展和森林经营的法律保障。

3.3继续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快后备资源的培育，

做好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

确保真正停得下、稳得住、不反弹；推进退耕还林、

“三北”、“沿海”、长江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

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划》2015年

（下转第36页）

许传德：从连续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看我国森林经营

年份

小径组（6~12cm)
中径组（14~24cm)
大径组（26~36cm)
特大径组(38cm以上)

1984~1988
55
32
9
4

1989~1993
58
30
8
4

1994~1998
56
32
8
4

1999~2003
59
32
7
2

2004~2008
-
-
-
-

2009~2013
73
24
2
1

表8 用材林近成过熟林各径阶组株数比例变化

图7 我国宜林地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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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可采林分面积

占乔木林的比例

199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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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09~2013
829.5
5

表9 用材林可采森林面积及占乔木林的比例 万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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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期，要做好工程的衔接工作，实施《全国

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工程规划》，重点培育和储

备珍稀树种以及具有培养大径材潜力的树种，调整

树种林种结构，提高林地生产力，增加木材产品的

供给能力，逐步解决我国木材供需矛盾；继续实施

森林抚育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标准，拓宽抚育范围，

调动森林经营者的积极性。

3.4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要进一步落实《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

强化征占用林地监管，坚决制止毁林开垦、违法占

用林地的行为，切实防止林地流失和有林地逆转；

科学编制“十三五”采伐限额，引导林木采伐继续由

天然林向人工林转变，规范采伐方式，控制采伐强

度，开展桉树、杨树等速生树种不纳入采伐限额的

试点；积极推进森林资源“一张图、一套数”的“一体

化”监测，建立完善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综合评价

体系；督察督办破坏森林资源重大案件，有效打击

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3.5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高森林经营水平

要加强林业生物技术、良种培育、生物种质资

源保护、林业机械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珍稀树

种人工培育技术的研究；加快林业新品种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健全林业科技推广网络，提高广大森林

经营者的经营技能；推进森林经营标准化体系建

设，实现从种苗培育、造林更新、抚育管护到利用管

理等环节的标准化；建立健全森林经营方案编制、

森林经营指标体系、森林经营技术体系等；开展森

林经营成效监测，建立森林经营基础数据库和管理

信息系统；推广先进实用的森林经营模式，如红豆

杉-杉木复层林、西南桦-红椎异龄混交林、火力楠

大径材培育等。

3.6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有益

经验

通过国际赠贷款项目，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做

法，走引进、消化、创新之路，勇于探索，不断完善，特

别是总结推广已竣工的六个世行贷款林业项目经验，

促进国内森林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妥善应对国际林业热点问题，争取国际重大决

策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维护国家权益；推进国际有关

森林可持续经营多边合作和区域进程，加快我国森林

可持续经营标准体系的制定；加强林木种质资源保

护，严控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

（责任编辑 许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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