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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林业资源、林业生态、林业产业、林业保障体系，分析了贵州省

林业发展现状；指出了贵州省在森林资源分布、林业总产值和产业结构、林业资金投

入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贵州现代林业发展应科学规划全省林业布局、大力发展林

业产业、建立多元化的林业投资体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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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集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涉及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

。当前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目标就是建立以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现代林业产业体系。建立

完善的现代林业产业体系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多元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现代林业理论可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德国推行的森林多功能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 M·克劳

森等人提出的“森林多效益主导利用”经营思想。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现代林业的研究也不断

深入。现代林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以产业化发展为动力，以

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为前提，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林业资源、环境和产业协调

发展，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高度统一[1]。根据这一思路，现代林业体系应包括生

态体系、产业体系、保障体系三个主要内容。现代林业发展必须走产业化之路，必须以综合利

用林业多功能为基础，建立现代林业产业体系。  

本文将主要从林业产业体系角度，探讨贵州现代林业发展思路。 

 

1 贵州省林业发展现状 

1.1 林业资源概况  

贵州省属亚热带高原山区，气候温暖湿润，地貌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现有林地面积

841.23 万 hm2，森林面积 556.92 万 hm2，人工林面积 119.86 万 hm2，森林覆盖率为 31.61%。

活立木蓄积 27911.53 万 hm2，森林蓄积 24007.96 万 hm2，人工林蓄积 8718.38 万 hm2[2]。针

叶林是分布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林木，以杉木林、马尾松林、云南松林、柏木林等为主；阔

叶林以壳斗科、樟科、木兰科、山茶科植物等为主构成，常绿阔叶林是本省的地带性植被。全

省共有野生植物 1000 多种，其中 14 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植物资源 3800 余种。  

1.2 林业生态体系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有效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社会收入，石漠化已成为制约贵州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贵州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喀斯特溶岩地貌占全省总面积的 61.9%，石

漠化分布面积较大，部分县市更为严重，如长顺县喀斯特地貌占全县总面积的确 93.9%，石漠

化面积占县总面积的 77.95%[3]。可见贵州生态环境较的恶劣。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主体，

在改变贵州恶劣生态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早在 1990 年贵州就

作出了“十年基本绿化贵州”的林业发展战略决定，随着“两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

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和石漠化治理等林业其他五大工程的

实施，贵州省加快了造林步伐，在造林总面积中，主要体现生态功能的防护林造林面积逐年上

升，防护林面积平均达到总造林面积的 80%，同时加强了对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建设管理

（表 1）。2005年贵州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分别为 420.47hm2，23.83%，2010年提高到 841.23hm2

，31.61%，位居全国第 16 位。2008 年开始实施的石漠化治理试点工程到 2010 年 6 月底，完

成人工造林 411.3km2，封山育林 603km2，人工种草 227.4km2，草地改良 57.3km2，坡改梯 27.6km2

。2011 年贵州全省实际落实的营造林任务是 27.6 万 hm2，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包括石漠化治

理工程的 12 万 hm2 营造林任务和退耕还林、天保工程的 5 万 hm2 均已完成。这些努力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贵州生态环境，全省林草覆盖率增加，水土流失和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  

 

1.3 林业产业体系  

（1）林业原料基地建设。“十一·五”以来，贵州省大力发展林业原料生产基地，已建

成以杉木、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基地 116 万 hm2，每年为社会提供原木约 150 万 m3；纸浆原料

林、人造板原料林及其他工业原料林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 26.67 万 hm2；竹、油茶、核桃、

桉树特色优势资源基地 80 多万 hm2[4]。  

（2）林产工业。2005 年全省林业总产值为 98.43 亿元，以林产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

14.94 亿元，占比 15.18%；2010 年林业总产值达 295.5417 亿元，第二产业 58.5813 亿元，占

比 19.82%。林业加工业对林业总产值贡献的提高，表明了贵州林产工业的逐步发展。以赤水

年 20 万 t 竹浆纸一体化生产为代表的林产工业建成投产，对贵州林产工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

推动作用。2010 年全省竹林面积达 26.2 万 hm2，依托 26 个省级林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推

进木竹浆纸一体化、人造板和家具制造等木竹精深加工，以木竹材加工为主的林产工业得到了

一定发展。2010 年全省人造板年生产能力达到 100 万 m3，以竹（笋）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已超

过 300 家[5]。2008 年松香、松节油等林产化工产品产量已超万 t。  

（3）森林旅游业。得利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贵州省以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为依托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产业。现有森林公园 66 个，其中国家级 21 个，省级 26 个，县级 19 个，规



划总面积 24 万 hm2。林业系统共建立森林和野生动自然保护区 97 个，保护区总面积 76.4 万

hm2，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4.3%。其中国家级保护区 7 个，面积 23 万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0.1%。2006 年全省森林旅游收入 14049.93 万元、接待游客 628.15 万人，2010 年上升为 33837

万元、1379 万人[6]。以森林旅游为主导的林业第三产业近年到得到较大发展，优化了贵州林

业产业结构。  

（4）林业总产值和产业结构。从林业总产值来看，2005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 98.43 亿

元，2010 年为 295.5417 亿元，实现了较大增长（表 2）。2009——2011 林业的总产值，连续

三年实现年增长 15%以上，2011 达到了 340 亿元。  

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来看（表 2），根据《贵州省林业产业“十一·五”及中长期（2020

年）发展规划》和《贵州省“十一·五”生态建设及林业发展专项规划》“以着力打造第二产

业，夯实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为原则，做大做强新林业产业”的要求。贵州省加大了

二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二、三产业比重逐渐提高，这有利于贵州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

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近年来得到较大发展。“十一·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3884

万人次，实现直接旅游收入 10 亿元。  

 

1.4 林业保障体系  

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建立完善，必须依赖于林业保障体系的健全。对林业保障体系

的研究本文主要从林业投入资金保障角度进行。贵州现已建立了包括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国债

资金、地方配套资金、国内贷款、外资、自筹奖金等渠道的多元化林业投入体系。“十一·”

贵州生态建设及林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估算投资总额为 194.54 亿元，中央投资 73.82 亿元、

占规划总投资的 37.9%；地方配套 15.97 亿元、占规划总投资的 8.2%；贷款及项目法人自筹

104.75 亿元，占规划总投资 53.9%[7]。此外，贵州省还积极尝试林业融资新渠道，如积极吸

引外资，2010 年贵州省林业实际利用外资 80 万美元。由于林业生态效益的经济外部性，现阶

段我国林业发展资金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投入。  

 

2 贵州林业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森林资源分布不均，林业生态体系不稳固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及石漠化治理工程的实施，贵州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但现有的林业生态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  

贵州省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黔东南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及黔西北的赤水、习

水一带。黔东南、遵义两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全省森林面积的 47.7%，而安顺、毕节、黔西南、

六盘水、贵阳市 5 地区合计仅占 24%[8]。而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州北部及黔南州西

部等贵州西部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森林覆盖率偏低生态环境脆弱。据统计，贵州土地石

漠化正以每年 900km2 的速度扩展，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较贫乏、生态条件较脆弱的西部地区

，如不能持续有效解决这一地区的生态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全省生态体系的安全。  

2.2 林业总产值不高，与森林资源拥有量不相符  

尽管贵州林业产值在近年来增涨较快，尤其是近三年，实现了 15%以上的增涨速度，但与

广东、浙江、福建等林业大省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2010 年广东省林业生产总值 2802.1259

亿元，贵州省林业总产值仅为广东的 10.5%。2010 全国林业产值 22779.0232 亿元，贵州林业

产值占比不到 1.3%，与贵州森林资源数量占全国 1.8%，排名第 16 位的地位不相称，规模偏小

。  

2.3 林业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由表 2 可见，2005 年贵州省林业内部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 76∶20∶4，到 2010 年

贵州林业三次产业比为 58.7∶19.8∶21.5，林业产业结构有所优化，但同期全国林业三项产

业比为 39.1∶52.1∶8.8。由此可见，贵州林业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接近总产值的 60%，而二

三产业比重偏低，尤其是以林产品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偏低，仅为全国林业第二产业

总产值的 4.9%。  

林业第一产业除比重过大外，还存在林种单一的问题。贵州省现有树种以马尾松、杉木为

主，两者面积、蓄积量合计占全省乔木林的 46.31%、63.91%。此外，经济林品种也存在低产

品种多，高产品种和名特优品种少的不足。第二产业主要是以木竹加工为主，规模小、技术水

平落后，主要还是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精加工少；截止 2011 年底，符合《贵州省林业产业

化经营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认定的林业龙头企业仅有 37 家。在第三产业方面

，主要是保护区及森林旅游，其它服务业发展滞后。  

2.4 林业资金投入过度依赖政府，其他资金来源比例较小  

从表 3 可看出，尽管国家投入比例有所下降，但所占比重仍较大。由于政府财政需全盘统

筹社会各项支出，所以，长期来看依靠政府投入发展现代林业是不可行的。贵州省尽管目前已

建立了包括信贷和外资在内的林业融资方式，但其奖金量较不稳定，且比例过低，不利于现代

林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近年来，贵州林业投入在逐年增加，但由于林业的特殊性，对资金需

求量较大且周期长，因而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仅以石漠化生态治理一项来看，据中国治理荒漠

化基金会贵州工作委员会统计，贵州每年 9.33 万 hm2 土地石漠化，其治理至少需要 1600 亿元

资金。如何建立一个适应贵州现代林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是目前贵州林业保障体系亟待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3 贵州林业体系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 

3.1 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导致贵州森林资源分布不均  

贵州省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 109084km2，以碳酸岩类分布最广，包括

石灰岩、白云岩和泥灰岩，由于其风化过程为钙质的释放与淋失，残留成土的主要是其中混人

的少量粘土矿物。其分布区土壤多零星浅薄、质地粘重又因基岩透水易不耐干旱，林木生产力

低，因而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区一般不宜于发展用材林基地。海拔在 60m－70m 以下的黔东边缘

过渡带，年均温 16℃－18℃，年积温 5000℃－5500℃，夏温高，冬春温较低，年降雨量大都

在 1200mm－1300mm，海拔 400m 以下的黔南边缘过渡带和黔北赤水河流域，年均温在 18℃，年

积温 6000℃[9]，是全省热量条件最好的地区，且这两个地带以黄土和红土为主，得利于有利

的自然条件，这一地区成为贵州主要的森林资源分布区域。  

3.2 林业资源合理利用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全省林业产值较低  

贵州森林资源拥有量全国排名第 16 位，但 2010 年贵州林业产值占比不到全国林业总产值

的 1.3%。林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是导致全省林业产值不高的一个主要因素。①据全国第七

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贵州仍有 4.17 万 hm2 疏林地、未造成林地 36 万 hm2、宜林地

62.66 hm2，可见贵州现在林地资源未充分合理使用，仍有一定的开发空间。②“十二.五”期

间贵州森林采伐限额总量确定为 842.3 万 m3；而“十一.五”全省活立木年均净增长量为 1571.8 

m3，在满足森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要求后，仍有部分森林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③技术水平

落后。受技术水平的制约，目前全省对木材资源利用主要是初加工，木材综合利用率仅为 40%

，低于全国 60%的平均水平。  

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贵州林业第一产业比例偏大，而加工业比例严重偏低，森林培育与

加工脱节，且现有的林业加工业多以初加工为主，使得产业附加值较低，这也导致了林业总产

值的增长。近年来，以生态旅游为主的林业第三产业得到大力发展，但其对整个林业产业的拉

动力不强。此外，目前以农户为单位的林地承包经营制度，使得林地分割，林业资源较分散，

不利于林业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10]，也阻碍了全省林业产值的提高。  

3.3 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全省林业体系的综合发展  

资金投入保障是任何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像林业这样一个强调公益性、生



态性的行业，对资金的依赖则更强。而目前贵州林业投入主要依赖政府，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量

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所不及，这就会影响到林业的整体发展。①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使得

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导致营林育林的健康发展。②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使得林业科技水平

较低，且难以吸引林业专业人才安心服务林业，不利于林产品加工业的升级创新。③林业龙头

企业难以得到有效的资金扶持，降低了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性。  

 

4 贵州现代林业发展的对策探索 

4.1 科学规划全省林业布局  

根据现有区域经济和区位优势特点，以及水文、气候、地质结构、土壤和森林资源的分布

情况，科学规划、统筹发展全省林业产业。明确“西治、中保、东用”的林业区域发展战略。

东部地区全省宜林条件最好的地区，森林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林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较多。

应主要发展林产品加工业及配套的工业原料林建设，兼顾珍贵树种、大径级木材的培育以及食

用油料、药材、能源林培育和生态、民族、乡村度假旅游等。西部地区属喀斯特地貌，森林覆

盖率偏低，生态比较脆弱。以培育坑木林基地建设为主，兼顾经济林，如金银花、花椒、药材

、天然香料、能源林和林下资源（如菌类）的开发等。中部地区喀斯特地貌面积比较大，城镇

人口多，生态压力和环境负荷较大。重点发展一、三产业。北部地区森林覆盖率较高，竹资源

丰富，竹加工业较发达。重点发展竹产业及林茶、林药结合的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兼顾森林生

态、乡村红色旅游等。南部地区气候环境特殊，适合于能源林、竹林及特色经济林的生长。大

力发展以桉树为主的速丰林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发展以麻疯树为主的生物质能源林和金银花基

地及其加工，并发展林产香料、花卉和苗木等产业。  

4.2 构建适合贵州林情的林业产业体系  

（1）大力发展林业第一产业。林业种植业是目前贵州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生态

环境的保障，也是其他产业发展所需重要原材料来源。对林业第一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充分挖

掘疏林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未成林造林地的生产力，坚持集约用地。大力发展工业用材

林、速生丰产林、大径级用材林。还应结合当地优势资源发展珍贵树种，如主产于黔北和黔东

南的红豆杉，由于可提取到抗癌活性物质紫杉醇，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通过对珍贵树种的发

展可极大提高贵州林业产业的经济效益。此外，应大力发展林下产业。充分发挥林地资源和生

态环境资源，发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  

（2）稳定发展以木材加工为主的林业第二产业。贵州林产工业发展的重点：①制浆造纸

（木竹），根据规划到 2020 年，贵州省制浆造纸规模规模达应达到 100 万 t。赤天化纸业“

黔北年产 20 万 t 林浆纸一体化工程，项目一期工程年产 20 万 t 竹纸浆已于 2008 年 4 月建成

投产，这一项目的建成极大提升了贵州省林产工业的发展。②发展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细

木工板为主的木材加工与人造板业，力争在 2020 年达到 205 万 m3。③林化产品，利用贵州有

利的林业资源优势发展松香加、果品加工、茶业加工等林化产品。同时，应加大技术投入改变

贵州省林产加工业业技术水平落后，资源消耗量大，木材综合利用率低的现状，走集约化发展

的道路。④应加强对林业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扶持，可参照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

扶持办法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扶持林业龙头企业进行基础建设、新技术推广。  



（3）充分开发林业景观资源，大力发展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贵州的气候温

暖湿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贵州植被类型多样，既有中国亚热带型的地带性植被常绿阔叶林，又有近热带性质的沟谷季雨

林、山地季雨林；既有寒温性亚高山针叶林，又有暖性同地针叶林；既有大面积次生的落叶阔

叶林，又有分布极为局限的珍贵落叶林。共有 70 种珍稀植物列为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银

杉、珙桐、秃杉、桫椤等 4 种属国家一级保护，共有野生动物资源 1000 余种。这些独特的林

业景观资源使贵州省具有发展生态旅游业具有了可行性。贵州省合理布局和系统开发生态旅游

业，依托现有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打造各具特色并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相互带动的生态

旅游精品线，形成以森林生态景观为主体、以其他景观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旅游圈，做大做强贵

州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4.3 以多元化的林业投资主体，构建有力的林业保障体系  

为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本着“谁投资，认受益”的原则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林业

发展，尽快建立完善多元化的林业投资体系。①保障政府投入总量的逐年增长，以改善林业基

础设施，在此基础上还应提高林业补贴标准。②充分利用林业信贷，除了现有的政策性贷款（

如农业发展银行林业贷款）外，还应调动商业信贷款投入的积极性。可对参与林业发展的商业

银行给予一定政策上的优惠，或由政府进行贴息以调动其参与热情。贵州省开展集体林权改革

以来，到 2011 年底，全省金融系统共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4.5 亿元，这一形式很好的缓解了林

农资金问题，同时又激发了金融系统参与林业发展的热情。③通过国际交流，积极吸引国外资

金。以印度为例，全国共有 20 个社会林业项目得到了国际基金 33.8 亿美元的援助，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本国资金压力。④可引导民间资金组建林业担保公司，为林业项目提供贷款担保，以

项目形成的林木资产或林农的林权证作抵押，让林业项目组织和林农更易的获得金融贷款，促

进贵州林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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