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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业产业建设 30年回顾与经验总结 

刘尊强，朱永法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回顾总结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 30年来，浙江林业产业经历了产业化阶段和战

略转型阶段的历程，浙江林业产业发展具有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产业集群区域特色明显的特征，竹木加工产业、森林旅游产业、花卉苗木产业、森林食品产业是浙江省具有特色优

势的林业产业，浙江促进浙江林业产业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3 个:政府采取的政策、中介组织的作用、企业采取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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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浙江已从森林资源小省建成林业经济强省
［1］

。浙江省许多山区县市都把林业作为带动山区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走出了一条适合实际，富有特色的林业产业化道路。浙江省是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因此，根据 1988

年至 2002年的《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至 2003年的《浙江年鉴》和 2003年至 2008 年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有关

数据，较全面地总结改革开放 30年来浙江省林业产业建设取得的成绩、经验与基本做法，可以为全面推进现代化林业产业建设

和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其他省份的林业产业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浙江林业产业发展历程 

1.1林业产业化阶段(1978～1996年)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浙江林业产业开始进入到恢复振兴产业化阶段。浙江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责任

制，放开了木材和其它林产品的价格，第一产业发展较快，林业产业产值从 1978年的 1.99亿元发展到 1996年的 54.77亿元
［2］

。

林业第二产业，由单一木材加工发展到林产工业的产业领域。林业第三产业，以森林旅游业作为突破口发展很快。 

1.2林业战略转型阶段(1997～2010年) 

江泽民号召“再造秀美山川”和国务院出台改善生态环境的 32字方针标志着浙江林业产业进入产业战略转型阶段。1997年

浙江林业实现产业总产值 129.3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68.93 亿元，占 81.4%;第二产业产值 10.62 亿元，占 12.5%;第三产

业产值 5.16亿元，占 6.1%。2001年浙江林业入市后，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 653.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202.7亿元，占 31.01%;

第二产业 345.8 亿元，占 52.90%;第三产业 105.2 亿元，占 16.09%。林业产业总产值继续名列全国第一
［3］

。2008 年浙江省林业

产业逐渐从生产原木的单一结构转变到林业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实现一、二、三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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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林业产业发展特征 

2.1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产业发展水平是通过产业结构衡量的，浙江林业产业自身结构变化较大。根据 1988～2002年的《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

1998～2003年的《浙江年鉴》和 2003～2008年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浙江林业第一产业产值稳步提升，尤其是在 2003年入

世后快速发展，只是林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迅速降低(图 1)。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市场竞争的压力

下，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浙江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加速之势，产业升级成为各林业企业的主动意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林业

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2.2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 

过去很多林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不同程度制约着浙江林业产业的发展。1978 年建设浙江省林木良

种繁育体系，积极提供优良树种种子。1991 年制定“八五”科技兴林规划，落实“八五”期间科研、推广项目 54 项。1998 年

开始广大科技人员送技术下乡，办好了科技示范林，示范点。浙江森工企业提高了技术档次，林业科技贡献率达 32%
［4］

。2006

年浙江省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 49%，森林旅游、竹产业和种苗花卉业等浙江林业支柱产业的科技贡献额达到

55%以上
［5］

。 

2.3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浙江林产品主要出口埃及、尼日利亚、日本等国。1978 年浙江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非常少，外贸收购总值 0.7 亿美元
［6］

。

改革开放以来，林业企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空前活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渐增强，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很快。2006 年浙

江省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48 亿，其中出口 28 亿
［7］

。2008 年为 63.17 亿美元
［8］

。浙江林产品贸易自改革开放来发展迅速，

已成为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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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产业集群区域特色明显 

1978 年以后中小民营企业构成浙江林业产业集群的主力军，形成了木竹制品加工产业，花卉苗木产业，特色干鲜果产业等

3 大林业产业集群。木竹制品加工产业集群如安吉的竹业，嘉善的人造板。花卉苗木产业主要是浙西北集群，包括桐乡、临安、

萧山等，还有浙东北、浙中、浙西南花卉苗木产业集群。特色干鲜果产业集群以天目山脉为中心的山核桃，慈溪余姚杨梅等产

业带。如 2004 年嘉善县实现年产值 94.35 亿元，外贸出口达 1.13 亿美元
［9］

。云和县是全国最大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2004 年

约占全世界木制玩具市场份额 1.77%
［10］

。2008年安吉竹产业产值 108亿元
［11］

。发展林业产业集群，有助于提高林业产业的竞争

力。 

3 浙江具有特色优势的林业产业 

3.1竹木加工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以木制家具、地板、人造板等为特色的区域产业带。中国竹子看浙江，竹产业已成为竹产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和广大农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根据 1978～2008 年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林业年鉴》，1978～2008 年浙

江竹木加工产业产值呈现稳定快速发展的趋势(图 2)。由于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技术和工艺的不断改进，产业产值快速提升，这

得益于浙江木竹加工行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力度，积极扩大出口，使 2003年木竹加工业发展迅速。 

 

3.2森林旅游产业 

森林旅游属新兴产业，20世纪 80年代以来浙江利用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短短 20多年发展迅速。

森林旅游节成为浙江具影响的 3大森林文化品牌之一，例如温州的“森林旅游节”、仙居的“杨梅节”等。根据历年的《浙江统

计年鉴》、《中国林业年鉴》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04年森林旅游收入 37.33亿元，到 2008 年浙江森林旅游收入超过 135.81

亿元(图 3)，在加入世贸后浙江森林旅游产业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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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花卉苗木产业 

1978至 1990年是浙江花卉苗木产业的发育期，1991到 2000年是浙江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期，2001年至今是浙江花卉苗木

产业的崛起期
［12］

。1984年以前浙江花卉苗木产业主要是国有林场、苗圃，1985年花卉产值 5亿元，2004年产值达 60 亿。根据

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年鉴》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浙江省花卉业 1986年曾经历过低潮，1986年产值 2亿元，

比 1985年至少少了 3亿元(图 4)。1984年到 2008年间浙江花卉产业产值呈高速发展。2008年产值 93.8亿元，是全国仅 3个花

卉销售收入突破亿元的省份之一，且在全国保持领先水平。这得益于浙江花卉产业发展规划工作走在前头，调查研究工作做得

深入细致，网络信息工作超前。 

 

3.4森林食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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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由于加强了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推广了设施栽培和复合立体经营，扩大了山核桃栽培规模，提高了板栗、竹笋经营

效益，加强了早熟梨等集约管理，打造了珍稀干果、木本粮油和山地精品水果三大产业带。浙江改革开放 30年来板栗、竹笋干、

山核桃产量逐年稳步提高。根据历年的《中国农业年鉴》和《浙江省林业统计资料》，浙江省板栗产量 1978 年 1947.8t，2003

年 4.5884 万 t，2008 年达到 6.6713 万 t;竹笋干产量 1978 年 910.95t，2003 年 14.7701 万 t，2008 年 12.4383 万 t;山核桃产

量 1978 年 0.3907万 t，2003年 0.7367 万 t，2008 年 1.8189万 t(图 5)。 

 

4 浙江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措施 

4.1政府采取的政策 

巩固优化第一产业。1982 年鼓励兴办家庭林场。1990 年制定下发了《浙江省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检查验收办法》，完善以

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责任制。1997 年结合实际实现非生态型林场企业化管理，通过深化改革，不少林场转亏为盈。1998

年浙江省林业厅组建了林业利用外资项目库，进一步完善外资投资环境。2005年公布了《浙江省林地管理办法》，加强林地管理，

健全林改的配套体系，调动林农积极性，实现林种结构趋于合理，使林业第一产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13］

。 

做大增强第二产业。1986年鼓励森工企业与营林单位合作建设生产基地，1998年浙江筹备成立浙江省林业产业协会。2001

年制定《浙江省林业特色基地建设实施意见》，促进各地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2002年以来浙江批准成立了竹产业协会以及竹地

板、木业协会等 8 个省级协会，组建了 100 多个各级基层林业产业协会
［14］

。近几年政府科学规划，全面推动浙江林业产业的升

级，扶持森工企业并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浙江林业第三产业管理以林业社会化服务为基础，重点发展花卉苗木业，森林旅游业。1997 年浙江省

林业厅投资 1.5亿元建立华东地区最大的室内花卉市场。1999年浙江省林业厅、旅游局、环保局联合开展了“99生态环境游---

亲近浙江山和水”活动，促进了森林旅游业的发展。2002 年浙江省林业局批准新建龙游浙西大竹海等 3 处省级森林公园，近几

年来政府进行林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林产品以品牌连锁经营的现代物流业，推进林产品网络交易平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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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介组织的作用 

行业协会在浙江林业产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林业企业加入一些行业协会，如浙江省竹产业协会、浙江省林业产业

联合会、浙江省花卉协会等。企业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协会搭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积极帮助企业了解行业

新资讯、市场行情和政府的新政策等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林业企业拓宽市场份额。行业协会促进林业企业技术创新，规范市场

竞争，形成行业合力，并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推广国际化标准。行业协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后盾，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4.3企业采取的措施 

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林业企业一方面通过充分利用浙江优越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开发新产品、引

进推广新技术、改造传统工艺，搞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重视科研，开发一些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使科技成果较

快的转化为生产力
［15］

。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要素和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变，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6］

。 

以产业集群发展提升竞争力。集群里的许多企业形成了小而专，小而精，小而强的特色。现阶段浙江林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模式有两类，一类是以当地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的传统林业产业集群，最典型的是安吉的竹产业集群。另一类是生产原料与销

售市场都在外的“零资源”产业集群，如嘉善的木业产业集群，目前嘉善木业进入提升产品层次期，产业链重心从胶合板转向

家具业。 

加大资源整合实施品牌战略。浙江林业企业实施差异化取胜的品牌战略，把品牌文化、产品文化融入进产品中，在品牌管

理方面进一步提升
［17］

。同时企业提高自觉维护品牌的意识，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对有市场的产品提高质量，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浙江林业产业的整体水平，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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