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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

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

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

务。在地球几大生态系统中，除海洋

外，森林、湿地两大陆地生态系统以

70%以上的程度参与和影响着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和生物地球物理过程，在生物

界和非生物界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保持陆地生态系统

的整体功能、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中枢

作用。以森林、湿地为主要经营对象的

林业，就是通过这些复杂的循环和过程

来间接地生产出生态产品的，如：吸收

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净化水质、防风固沙、调节气

候、清洁空气、减少噪音、吸附粉尘、

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洪涝灾害等。科

学家断言，假如这些生态系统从地球上

消失，那么，全球陆地上90%的生物将

灭绝。

林业的功能和作用

林业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在实现生

态良好、维护生态安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林业经营对象之一：森林，在陆地生

态系统中发挥的特殊功能和产生的特殊效

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独特作

用。森林是陆地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

的吸碳器。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估算，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贮存了约

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贮存在

森林生态系统中。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

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这个过程

被称为碳汇。科学研究表明：林木每生

长1立方米，平均吸收1.83吨二氧化碳，

放出1.62吨氧气。全球森林对碳的吸收

和储量占全球每年大气和

地表碳流动量的90%。由

此可见，森林对维护全球

生态、气候安全发挥的独

特作用。大力植树造林，

增加森林植被，已成为减

缓温室效应的一条主要途

径。

二 、 防 风 固 沙 。 森

林可以通过降低风速、改

变风向，以减少风蚀的强

度，同时，林木尤其是灌

木树种的强大根系可以固

着土壤颗粒，并通过生物

改良成为具有一定肥力的

土壤。实践证明，通过营

造防风固沙林，并配合农

业、水利措施会取得良好

的防风固沙效果。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通过林草植

被建设，森林覆盖率由

原来的5%提高到21.2%，

10%的沙化土地得到治

理，治理后无霜期延长了5.3天，平均风

速降低了0.52米/秒，沙尘暴日数下降了

60%，有效遏制了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

沙地的扩展和合拢。

三、保持水土。森林是大小江河的水

源区和蓄水库，通过涵养水源来调节径流

量和枯水期水量。森林还可以保持水土，

降低河水泥沙含量，减轻洪涝灾害等。观

测表明，只要有1厘米厚的枯枝落叶层，

就可以把地表径流减低到裸地的1/4、泥

沙量减少94%，降雨导致裸地土壤流失

量是林地的100多倍。乔、灌、草结合的

固土能力是纯草的1000多倍。还有计算

表明，我国森林每年减少土壤侵蚀总量

为246亿立方米，减少土壤有机质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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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亿吨，保护土壤的价值有2600多亿元。森林在防止

河床升高，防止水旱灾害方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四、涵养水源。森林是天然的“绿色水库”，具有

很强的保水能力，它能促进天上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正常循环。大雨降落时，有20%以上的雨量被树冠和枝

叶截留，5%	~	10%被地面枯枝落叶和杂草截留并吸收，

森林内团粒结构的土壤能够较快地将地表水转化为地下

水。据不完全测算，我国森林年水源涵养量为3473亿

吨，相当于现有水库总量的75%，每年水源涵养价值达

2500多亿元。

五、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是“物种之家”，是生

物多样性和生物基因资源的最大储存库。世界上物种的

50%以上在各类森林、主要是天然林中栖息繁衍。

林业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最

大的绿色经济体。

林业是重要的资源库，依托森林资源可以生产出木

材、木材制品、工业原料、木本粮油、食品药材等10万

多种原材料和林产品。木材作为原材料，与钢材、水泥、

塑料被公认为四大原材料。其中，只有木材是真正可再生

的、其制品是可降解的，是绿色、环保的。森林作为生物

质能源，就其当量而言，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之

后的第四大能源。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煤炭、石油、天

然气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为220	~	240年、70	~	100年、50	

~	60年，而森林则是可再生性资源，只要科学地培育和利

用就能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提供丰富的、永续利用的能源保

证。因此，发展林业是打造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重要途

径，有助于缓解资源能源困境。

林业具有强大的保健、美化功能，可以为人类提供

2012年1月31日,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2年1月31日，厦门九龙江入海口湿地，成群的候鸟在湿地上栖息觅食大兴安岭樟子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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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而独特的精神服务。

森林具有净化空气、点缀风景、美化环境、促进

人们身心健康的功能。绿色在人的视野中达到25%以

上时能消除眼睛和心理的疲劳，使人的精神压力得到

释放。负氧离子有镇静、催眠、镇痛、镇咳、止痒、

利尿、增食欲、降血压之效，相对于城市空气负氧离

子每立方厘米100	~	150个，林区可以达到它的6	~	10

倍。与空调房间带给人们胸闷、头晕、乏力、工作效

率和健康状况下降的	“空调综合症”相比，森林带来

的却是清新的空气以及人们舒畅的心情。森林以其独

具的自然美、形态美、色调美、生机美等，沉淀出了

深厚的精神内涵，为人类提供着丰富而独特的精神服

务。森林是精神寄托的载体，借树言志、借树抒情、

借树感怀，人对人生、感情、事业、生活的各种愿望

和向往都可以通过树木来表达。森林是塑造精神的课

堂，高大挺拔的白杨、傲雪凌霜的红梅、坚贞不屈的

青松最能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品格、坚定人的意

志、提升人的气节。森林是精神享受的乐土，森林对

人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在森

林中人的心灵能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

我国林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建设

尤其是造林绿化、重点生态工程、森林资源保护等事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林业产业也已初步形成了

包括营林造林、木材采伐、木材加工、林产化工、机械

制造、林产品贸易及森林旅游等门类齐全的林业产业体

系。我国已成为世界林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大国，2010

年全国林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2010年全国林产品进出

口总值为962.7亿美元。

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年）结果

显示，全国森林面积19545.22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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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20.36%，比1949年的8.6%

净增11.76个百分点。我国森林面积居俄罗斯、巴西、加

拿大、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五位；森林蓄积量居巴西、

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列世界

第六位。我国人工林保存面积6168.84万公顷，人工林

面积列世界第一位。同时，我国林业系统共建立各类

自然保护区2012处，总面积1.237亿公顷，约占国土陆

地面积的12.88%，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47处，面积

7597.42万公顷。这些自然保护区，有效地保护了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85%的野生动物种群、65%的高

等植物群落以及20%的天然林群落。

我国林业自上而下拥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目前，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为国家林业局，每个省区市

都设有林业厅（局），绝大多数的市县设有单独的林业行

政机构（林业局），大部分乡镇设有林业工作站。简单

讲，从中央到乡镇层层都有机构，除了公安系统外，这在

其他行业是很少有的。同时，我国拥有健全的林业执法机

构和执法队伍。全国共有近7000个森林公安工作机构、

1.7万个防火检查站、4236个木材检查站、28112个乡镇林

业工作站、3081个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局（站）、1372

个林木种苗管理站等，共有执法人员约32万人。全国共

有3595个县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办事机构，人员2.1万

人；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近2万支，人员61万人。全

国共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人员2万余人、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专兼职监测人员1万余人、林木种苗质量检验

人员10376人、从事森林公园管理和服务人员14.3万人、

乡村护林员70.4万人。全国共有2000多个林业调查规划

设计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万人。全国共有国有重点

森工企业135个、国有林场4507个、乡村林场8.8万个。

林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加快林业发展的任务更

加繁重。

从总体上看，我国森林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质量

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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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相对于中国土地面积占世界总

面积6.4%的比例，森林面积只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4%左

右、森林蓄积量占世界森林总蓄积量的2.5%、森林覆盖率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30.3%的2/3。按人均计算，森林人均占

有面积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0.62公顷的1/4，在全世界排

名第119位。人均占有森林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

蓄积量68.54立方米的1/7。如果与林业发达国家相比，差

距更大。即使与我国占世界耕地面积7.7%的耕地资源和占

世界总量约6%的水资源比较起来，森林资源也显缺乏。

从地域分布上看，我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西

南的川西川南、云南大部、藏东南，华南低山丘陵区，以

及西北的秦岭、天山、阿尔泰山、祁连山、青海东南部等

区域，森林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而地域辽阔的西北地区、

内蒙古中西部、西藏大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华北、

中原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森林资源分布较少。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生态负荷

日益加重，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减排义务的呼声日益强

烈。不可否认的是：植被破坏和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温室

效应不断加剧，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包括对我国产生的

明显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以历史总排放量和人均

排放量来看，目前中国仍远少于欧美、日本等国，理应较

少承担减排义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确定了到2020年

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约

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长期规划。这一目标的

实现意味着将全部社会生产单

元的能耗水平在15年内降低

一半，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化变

革中的中国来说压力沉重，而

具有增汇减排功能的森林成为

我国履行减排承诺的重要途

径。所以，今后我国林业发展

不仅需要增加森林面积，更需

要通过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森林

质量，从而全面增强森林的碳

汇功能，使林业在应对气候变

化中真正起到特殊作用。

我国土地沙化、水土流

失、湿地破坏、干旱缺水、

物种濒危等生态问题也十分

严峻。全国第四次荒漠化和

沙化监测（2005~2009年）结果显示，全国荒漠化土地

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

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在全部

173.1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可治理面积有53万平方公

里，按照每年缩减1717平方公里的速度计算，完成全部

治理任务大概需要300年时间。目前，全国水土流失总面

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经换算，每年

因水土流失导致的土壤养分流失量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

化肥。这种现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无疑

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我国水资源也存在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偏少、资源分布不均、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全

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人均量排在世界第121

位。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达3400多立方米；而北

方的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500立

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我国洪涝灾害频繁而且呈加剧

之势，500年来长江约10年发生一次大洪水、近50年来

约3年发生一次大洪水。在1998年夏季的特大洪水中，死

亡人数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生物多样性锐

减。我国约15%	~	20%的动植物种濒危，高于世界10%	~	

15%的水平。

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木材等林产品供需

矛盾突出。林业产业的整体素质不高，科技贡献率仅为

35%。木材综合利用率仅60%左右，较林业发达国家低

30个百分点左右。林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刨花板、中

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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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纤维板，木浆造纸企业的平均产量分别只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12.98%、33.33%和35%。特别缺乏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龙头企业，难以适应国家林业产业发展和满足国

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要求。随着环境问题的国际化，近年

来，我国大批量进口木材已引起国际环保组织的反对甚

至向我国政府提出抗议。我国的木材产品交易量占世界

交易量的20%以上、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0%，木材安全形

势日益严峻（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也是50%，但它只占

国际交易量的8%）。我国用18亿亩耕地解决了13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农业发展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但是

对山地、沙地、湿地的利用水平还很低，林地利用率仅

为60%，沙地、湿地利用率更低，为什么用43亿亩林地

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国内木材等林产品的供应问题，值

得我们深思。

从国际上看，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

威胁，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延续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近几

十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追求生态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协调统一、重视和加强生态建设已成为世界林业

发展的潮流。森林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林业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生态问题，而

且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国际关系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都把生态建设的主体——林业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认

为“在世界最高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中，没有任何问题比

林业更重要了”。第11次世界林业大会更明确指出，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

家，在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艰苦努力之后，目前已初步进入

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从某种意

义上讲已经预示出我国林业发展的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林业大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必须

力争把林业发展置于国家建设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好。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的商品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吃

穿住以及文化产品相对丰富。但生态产品却相对短缺，是

亟需大力发展的产品。随着人们生态需求的增加和对生态

质量要求的提高，加快林业发展势在必行。在世界各国不

断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加快建立木

材生产战略储备基地，改变木材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

防止木材供应长期受制于人。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

建和谐社会，也对林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森林资源是我

们的命根子，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良好的生态系统既保持

了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又决定了人与人的

和谐。因此，加快林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

明的主要内容和首要任务。总之，从国家战略大局看，加

快林业发展已成为历史潮流和大势所趋。所以随着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林业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林业的任务也必

然越来越繁重。

有鉴于此，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必须大力

发展现代林业、加快建设林业三大体系和推进林业改

革。一是突出加强生态建设，以建设和保护“三个系

统一个多样性”为核心，以重点生态工程为依托，大力

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二是大力发展林

业产业。培育和打造林业龙头企业，全面提升林业产业

整体素质，提高林产品供给能力，实现我国由林产品生

产大国向林产品生产强国的转变。三是全面深化林业改

革。继续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国有林

场改革，稳步推进国有重点林区改革，形成“三驾马

车”齐头并进的林业改革发展大好局面。总之，有中央

对林业发展在战略高度上的定位和对林业发展坚定积极

的投入，我国林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了

大发展、新跨越的坚实基础。

森林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可以

说林业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生态问题，而

且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国际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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