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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川、藏两省(区)为研究实例，在对其发展的成绩、经验、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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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sis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experiences，and problems of the forestry con— 

strn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The author introduces a principle of harmony in deal— 

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ry and social econom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namely agriculture，husbandry，water resource and transportation)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ry protection 

and its development。Th e tasks and counterm easures of a harm onious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ern forestry are ac— 

cordingly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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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省区是我国的重要林区之一，地理类型复 

杂，有高山峡谷、冰川湿地、干热河谷、丘陵坡地、石 

漠化土地，有森林、疏林、灌木、高山草甸、荒漠等多 

种生态系统，还有古老的原始林群落，物种资源十分 

丰富，是我国珍稀野生动物的良好生长和生活的栖 

息地，也是我国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和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和建设好西南林区，必须 
协调好林业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经济发 

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1川、藏两省区林业建设成就和经验 

1．1林业重点工程快速推进 ，生态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 

(1)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实施控制了天然林的采伐，提高了森林质量，减少了 

森林资源消耗量，如四川省 5年累计减少森林资源 

消耗量 5500万 m ，相当于少采伐森林面积 39万多 

hm ，有效地保护了长江上游天然绿色屏障。 

(2)退耕还林工程稳步推进。1999年国家启动 

的退耕还林工程给各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具体表现在国土绿化面积大量增加，一些 

地区的沙化现象被遏制住，山体滑坡，泥石流现象明 

显减少，自然灾害的减少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多和对 

退耕还林的积极性的增强，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3)野生动植物保护和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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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两省(区)相继建立各种保护区 130多个 ，在 

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维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国土绿化步伐加快。近年来，两省(区)都以 

工程造林为主体，以社会造林和全民义务植树为两 

翼 ，加大造林绿化力度，一大批宜林荒山、陡坡耕地 

和疏林地(包括沿路沿江等)，已经形成乔灌草结合 

的森林复合群落。 

(5)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由于几大工程的强力推 

动，社会造林积极性的提高，森林资源得到了较快的 

增长 。如 四川省森林 覆盖 率 由 24．23％提 高到 

28．98％，活立木总蓄积由 14．65亿 m 增加到 15．82 

亿 m 。 

1．2林业产业快速发展，产业建设已经步入良性发展 

的快车道 

(1)重点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两省(区)围绕各 自 

的特色产业做好文章，将原有优势的产业做强做大。 

如四川省利用中央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省级林业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专项资金等支持竹产业、短周期工 

业原料林、名特优新经济林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2)非公有制林业正逐步兴起。股份制企业、民 

营企业等已成为林业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如四川 

全省民营投入林业一、二、三产业资金累计达 40多 

亿元，新办林果、加工、营销等各类企业 1万多家，采 

取公司加农户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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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发展范围不断扩展。竹藤业 花卉业、森 

林药材、森林食品、生态旅游、经济林、速生丰产林等 
一 大批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一批龙头企业相继涌现。 

尤其是以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开始蓬勃发展。 

(4)经济发展速度提高。林业产业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不断发展壮大，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总量 

不断增长。2004年四川省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 320 

亿元 ，比2000年的 199亿元增长 6O．8％；农民从林 

业上获得人均纯收入 220元，比2000年的 126元增 

长了 74．6％。 

1。3林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明显增强，保障体系建 

设正逐步完善 

(1)资金投入加大。“十五”期间，两省(区)林业 

建设投入有了大幅增长，四川省落实林业建设投资 

227．5亿元 ，比“九五”期的 82．5亿元增长 175．8％， 

实现林业总产值 1102亿元，比“九五”期的478亿元 

增长 1．3倍。又如国家对西藏自治区林业建设累计 

投入资金近9亿元，是“九五”期间的 14倍。 

(2)科教兴林结出丰硕成果。科技和教育体制改 

革进展顺利 ，取得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成果，实施和推 

广了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建立了一批科技示范基地， 

新建和改建了一批高质量的骨干苗圃、良种基地、采 

种基地。四川省共实施各类开发和推广项 目300余 

项，建立实验示范面积 33万多 hm2。 

(3)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包括林业工作 

站、林业科技推广站、病虫测报检疫站、木材检查站 

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等设施的建设得到加强。 

(4)林业执法力度加大。坚持开展执法检查 ，依 

法查处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 

动 ，乱占林地、滥伐林木、盗猎珍稀野生动物等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 

(5)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能力持续增强。两省 

(区)在森林火灾损失率和森林病虫害成灾率连续多 
年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2川藏两省(区)林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局部地区土地荒 

漠化、沙化面积在扩大；部分山区的水土流失、洪涝 

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 

人为的干扰，这些都在威胁着两省区的生态环境。 

(2)生态林建设进入攻坚阶段，植树造林地块的 

造林难度越来越大，封山育林的配套工程不足，林牧 

矛盾加大，天然林、野生动植物保护与适度开发利用 

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3)退耕还林建设中，还林还草工程没有水利、 

道路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的配套，单一靠林业一方的 

投资，杯水车薪，与预期效益相差较大。在自然保护 

区中被纳入生态林范围的退耕还林工程退耕户的后 

继生计问题还需要解决。 

(4)部分林业基层基础设施较差，专业技术人员 

不 足。 

3西南林业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 

3。1林业与经济社会相和谐的原则 

林业是西南部地区的基本生活的支撑条件。要 

把林业置于我国西南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 

位来认识，正确处理林业发展中生态、经济和社会之 

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走以生态建设为 

主、产业建设为辅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把森林生 

态系统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基础条件，从而不断改善高原地区各族群众的基本 

生存条件；把提高产业建设作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条件，促进农牧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充分 

发挥林业在“西治”和“南用”中的重要作用。 
3。2林业与农业、牧业、水利、交通各业相和谐的原则 

该区域江、河、湖较多，而且大部分是我国内陆 

重要河流的源头，甚至还有汇人国外河流的重要源 

头。要充分发挥山区森林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保护 

好我国最主要河流之一——长江的珍贵水资源，保 
护好一条流往境外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充分发挥 

林业防沙治沙(石漠化)的优势，为遏制沙化(石漠 

化)土地的扩展做出贡献；大力发展高山峡谷和干热 

河谷的植被恢复工作，建设好强大的防灾减灾生态 

屏障；在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着力推广农 

田林网化，降低风沙对土壤的侵蚀；处理好山区森林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山区畜牧业发展的关系，调整 

和优化山区农村经济结构。 

3-3林业建设中保护、发展与提高相和谐的原则 

西南区总体上要在保护和发展的基础上求提 

高。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提高，是西南林业建设的三 

大重要任务，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牢 

固树立保护森林生态资源就是保护和发展林业生产 

力，就是林业三大效益提高的基础的思想。西南地区 

特别是高原区，现有的森林及其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抗干扰能力非常低，自我更新能力差，破坏容易恢复 

难，甚至不可逆转。要按照分类经营的原则，按照生 

态区位的重要程度，有计划分步骤地把应保护的公 

益林全部保护起来，建立国家级、省(区)级等多层次 

的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加大对湿地和几个在世界上 

有很高知名度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同时，发 

展西南特色的林业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努力为解 

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4西南林业和谐发展的任务和对策 

西南地区应按照“西治”这一区域战略方针 ，以 

“保护 、发展、提高”为主线 ，发挥区域优势，找准定 

位，各有侧重，采取分区施策、综合治理的措施，形成 

层次清晰、制度创新、内容丰富、效益明显、富有特色 

的西南林业。 

4．1保护的任务 

(1)加大现有森林资源的保护。要严格控制森林 

的采伐，积极保护包括山地天然林 、荒漠灌木、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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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被和干热河谷天然林等，应结合现有天保工 

程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 ，对现有森林资 

源实行应保则保。 

(2)加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西南区是全 

国野生动植物较多、分布较广且特有种丰富的地 

区之一 ，仅青藏地区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就有 125种 ，高等植物 600多种 ，有 200多种 

陆栖脊椎动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整个西南区生 

活着大熊猫 、藏羚羊、金丝猴等世界级濒危动物 ， 

生长着红豆杉等世界级濒危植物，因此应切实加 

强 自然保护区建设。 

(3)加大湿地资源的保护。西南区有大大小小高 

山湖泊上千个 ，主要江河数条，沼泽地不计其数，仅 

西藏区就有湿地 600多万 km ，约 占土地面积 的 

4．9％。这些湿地基本上是雅鲁藏布江、长江等重要 

河流的源头，也是野生鸟类栖息和候鸟迁徙的重要 

场所，因此要加大湿地的保护与恢复。 

4。2发展的任务 

(1)继续以退耕还林工程为重点，推动后续产业 
的发展。通过加强对规划设计、检查验收、政策兑现、 

确权发证、效益监测、建立档案等关键环节的管理， 

扎实做好工程建设，确保农民群众在参与退耕还林 

工程 中增收 。 

(2)以防沙治沙、治理石漠化为核心，加快林草 

植被的恢复和生态系统重建。一方面以巩固和扩大 

森林植被为重点，建设好沙化和石漠化周边区域；另 
一 方面在江河、山谷周围，以及草场退化、沙化、石漠 

化严重的地区，采取造林、封育和飞播相结合的措 

施，大规模植乔、栽灌、种草，恢复植被，加快沙化土、 

石漠化土地治理，努力遏制沙化和石漠化扩展和草 
场退化 的趋势 。 

(3)以义务植树和各种形式的社会造林为基础， 

加大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力度。加强各级政府对生 

态治理的领导，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群众 

参与的管理体系。大力开展重点生态脆弱区防护林 

体系建设，调动广大社会力量投入到西南区国土绿 

化和生态治理上来。 

4．3提高的任务 

(1)第一产业要提高质量。主要是提高营造林的 

质量，加强中幼林抚育和低产低效林的改造等。走集 

约化经营的新路，全力实现规模效益。 

(2)第二产业要提高附加值。主要是提高技术含 

和档次，实现规模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开创以精 

细加工为带动、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林业生态产业 

发展新格局。 

(3)第三产业要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益。充分利用 

西南区丰富的物产和大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以市场为先导，围绕西南经济发展、 

群众脱贫致富对林业产业的发展要求，进行综合开 

发，大力发展具有西南特色的林果 、竹(藤)材、花卉、 

森林药材、森林食品、野生动物驯养繁育，促使林产 

品批发零售业、森林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尤其要把森林旅游培育成林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开发生态旅游精品线路 ，以带来较高的外部效益和 

较快的经济增长。 

4．4对策措施 

(1)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 

稳步推进林业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强化产业政策的 

指导性，加速林业的产业化进程。促进优势产业的成 

长和生产布局的最优区域化，引导微观经济不断创 

新，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打造产品多 

样、功能齐全、效益良好、体系完备的林业产业经济。 
(2)~jI大投资力度。对林业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 

步加强，持续对生态治理工程的国家投人，循序渐 

进，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增加对科技支 

撑投入，建立一批科技含量高的示范园区，积极培育 

本地良种适生树种。 
(3)深化 休业体制改革，增强林业发展活力。结 

合西南林业实际，以部分森工企业和国有林场、苗圃 

的改组、改制：等林业改革为核心，调整和创新林业管 

理体制，建立与西南经济发展和林业自身阶段性发 

展相适应的林业管理体制。 

(4)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加强西南地区林业科技 

自主创新，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技术普及、技术培 

训等活动，建立健全林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林业科 

技示范点，将林业科技带人工程造林、优良乡土树 

(竹)种的选优、病虫害防治、林产品加工等各项工 

作。强化林业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做到林业工程按标 

准设计，按标准施工，按标准验收 ；林业产品按标准 

生产，按标准检验。 

(5)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西南林业跨越式发展 

增添新的力量。调整和完善林业政策，适应和运用市 

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各种形式，把尽可能多的生 

产要素组织起来，投入林业建设 ，走全社会办林业、 

全民搞绿化的道路，形成千军万马齐上阵、竞相投入 

搞林业的生动局面，达到“双赢”的目的。 

(6)扩大林业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制定优 

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优化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资 

金，尤其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和 

做好信息服务等工作。同时，要扩大林产品出口，完 

善林产品出FI促进机制，提高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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