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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林业产业建设回顾 

刘尊强，朱永法 

( 浙江林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改革开放 30年来，浙江林业产业由小到大，现在已形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复

合产业群，已成为全国林业产业大省，相当一部分林农靠林业走上了富裕之路。 林业发展的差距在产业化，优势

和潜力也在产业化。 总结浙江林业产业的发展历程和整个历程中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促进浙江乃至全国

的林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回顾浙江省林业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发现浙江林业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科技支撑明显提高、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产业集群区域特色明显是整个过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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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林业产业的发展历程 

1.1 林业产业化阶段(1978—199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浙江林业产业进入恢复振兴的时代。 浙江省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责任制，放开了木

材和其他林产品的价格，第一产业发展较快，1978年林业产业产值为 1.99亿元，1996年达到 54.77亿元。 林业第二产业由单

一木材加工发展到林产工业的整个产业领域。 第三产业以森林旅游业作为突破口，得到快速发展。 

1.2 现代林业阶段(1997—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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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方针标志着进入现代化林业阶段。1997年浙江省林业实现

产业总产值 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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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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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全国第一
[1]
。 2008 年浙江省林业

产业总产值为 1 457.14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产值为 412.76亿元，第二产业产值为 743.03亿元，第三产业产值为 301.35亿元。 

浙江省林业产业逐渐从生产原木的单一结构，形成以森林资源为基础，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综合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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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林业中第一产业占 91.3%， 第二产业约

8%， 而第三产业占 0.7%。 到 2008年第一产业占 28.3%，第二产业占了 51%，第三产业升至 20.7%。 据调查统计，浙江林业第

一产业产值稳步提升，尤其是在 2003 年后快速发展，只是在林业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迅速降低。 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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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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 0.69亿元，2008年第二产业产值

高达 743.03亿元。 1978年浙江林业第三产业产值约 0.0139亿元，到 2008年高达 301.35亿元。 

2.2 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 

过去林业的技术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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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浙江省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49%，森林旅游、竹产业和种苗花卉业等支柱产业的科技贡

献率达到 55%以上。 

2.3 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浙江省林产品主要出口埃及、尼日利亚、南非、日本等国，民营林业经济得到新发展，在林业工业发展总投入中，90%是民

营资本。 1978年浙江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非常少，进出口总额 0.7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只有 0.52亿美元，进口额 0.18亿美

元。 2008年浙江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 63.17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35.92亿美元，进口总额 27.25亿美元，已成为林产品生产

和贸易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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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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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三大林业产业集群。木竹制品加工产业集群，如安吉的竹业，嘉善的人造板，温州和玉环的木制家具，东阳的木线。花卉苗

木产业主要是浙西北集群，包括桐乡，海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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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以会稽山脉为中心的香榧, 以天目山脉为中心的山核桃，慈溪余姚杨梅等产业带。浙江林业产业经过改革开放 30年的发展，

形成一定的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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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安吉竹产业产值 46亿元。 云和

县是全国最大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 约占世界木制玩具市场份额 30%，2007 年有加工企业近 200 家， 年产值 10 亿多元。 温

州、玉环已成为木制家具生产中心，2007 年产值 30 亿元
[2]
。 发展林业产业集群，有助于提高林业产业的竞争力，实现林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3 促进浙江林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3.1 政府出台的政策 

①巩固优化第一产业。 1982 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兴办家庭林场。1988 年根据建德林业会议上的部署，稳定

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发展股份制林业， 并建立了县级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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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合实际制定了《浙江省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有关

问题的实施意见》等，全面推进国有林场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不少林场实现了转亏为盈的目标。 1998年浙江省林

业厅组织建立了林业利用外资项目库，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林政执法管理，促进外资利用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改善

了外资投资环境。2005 年公布了《浙江省林地管理办法》加强了林地的管理。为从根本上调动林农的积极性，政府鼓励多种形

式的造林营林，通过多种途径，健全林业改革的配套体系。逐渐提高薪炭林和用材林比例，实现林种结构趋于合理，使林业第

一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并对林果和花卉行业等给予较多的政策扶持。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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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颁发了《关于加强木材购销管理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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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对木材购销规范管理。1989 年颁布了 14 个林产品标准， 对全行业的纤维板进行了质量检查。 1998 年浙江省制定了竹

木产业发展规划和《浙江省林业产业化发展指导意见》，筹备成立浙江省林业产业协会， 增强了行业管理和协调服务。 2001年

制定 《浙江省林业特色基地建设实施意见》，各地围绕自己的特色产业，确定一批市、县级林业特色基地， 形成产业集群。 2002

年以来浙江省批准成立了竹产业协会以及竹胶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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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行业协会促进了浙江森工企业做大做强，开拓国际市场
[3]
。 2006年继续推进竹木加工业的发展，林业产业增长方式逐步转

变，鼓励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发展型企业。 2007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竹木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竹木产业发展。 2007 年

以来政府科学规划， 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全面推动浙江林业产业的升级，抓好以木竹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 

提高产品加工附加值。 扶持森工企业并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加强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以质量管理为核心实施品牌战

略，增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林产品， 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③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浙江林业第三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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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资 1.5

亿元建立华东地区最大的室内花卉市场， 并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华东花卉博览会，促进花卉产品成交额达 1亿多元。 

1998年把花卉列为农村经济十大支柱产业之一， 重点扶持花卉苗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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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建龙游、浙西、大竹海等 3处省级森林公园，承办

首届中国森林风景资源博览会。 2008年制定了 《关于公布第二批浙江省森林旅游区质量等级评定结果的通知》，以此促进浙江

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2006年以来政府进行林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林产品流通体系，实施循环型物流，进一步扩大林

业利用外资规模，促进林业产业的市场化
[4]
。 

3.2 企业采取的措施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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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优越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技术创新、

开发新产品、引进推广新技术、 改造传统工艺， 提高产品附加值来拓展利润空间，提高林业企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重视

林业科研，尝试开发一些适应需求的产品，使科技较快的转化为生产力，保证产品适销对路。林业企业大多是规模偏小的中小

型企业，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要素密集型产业、 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变，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② 以产业集群发展提升竞争力。 浙江林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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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的木线加工中小企业就有 1 000余家 ，约占华东地区 80%的市场份额 。 浙江的这些“零资源”产业集群专业化程度

高，扩大了区域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市场容量， 提高了经济效益并有利于竞争力的提升。 

③加大实施品牌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强化品牌意识， 实施品牌战略， 走差异化取胜经营之路。 因此应把品

牌文化、产品文化融入产品中。 要从浙江林业产业实际出发，做大做强林业企业，提升林产品的档次，提高浙江林产品的知名

度，同时企业提高自觉维护品牌的意识， 以品牌带动产业发展。 加强精品意识，对有市场的产品要提高质量，增强核心竞争

力。 

④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浙江省竹产业协会、 林业产业联合会、 花卉协会等在企业发展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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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在促进林业企业技术创新，规

范市场竞争，形成行业合力方面要发挥重要作用，并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推广国际化标准。行业协会要成为企业发展

的后盾，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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