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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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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 要】: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收集 2007-2014 年长宁竹产业发展相关

宏观数据，并结合 19 家竹加工企业与竹合作社的微观调查样本，从资源、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出发对该县竹

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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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五大发展理念，要求社会经济全面、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以竹子资源利用发展的竹产业已成为全球公认的集生态、经济、社

会效益于一体绿色朝阳产业，发展竹产业对于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绿色可持

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四川长宁县是中国竹子之乡、全国林业科技示范县、全国唯一以竹类生态系统保护为主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竹产业已成为该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故本文以四川省长宁县为例，从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四方面对

该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1 长宁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分析

1.1 竹资源丰富

2007-2014 年，长宁县竹林面积由 54.75 万亩增加到 72.45 万亩，增长率为 32.33%，占森林面积的 85.12%，已有竹类品种

400 多个，丰富的竹资源为竹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竹资源可持续能力提升。

1.2 竹产业经营主体规模扩大

长宁县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增加。2014 年全县竹农 400 万，其中 5-100 亩的种植户 691 户、500-1000

亩以上的种植户 11 户、5000 亩以上的种植户 2户；竹专业合作社、竹加工企业和家庭竹林场各 45、247 和 2 个，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 24360、142650.7 万元和 45 万元。

1.3 竹产业三产融合发展

2014 年全县竹产业产值 20.71 亿元，较 2007 年增加 184.09%，占林业产值的 59.78%，吸收就业人员 401.93 万人，农民从

林业上获得的纯收入为 2007 元。该县依托“蜀南竹海”和“中国竹子之乡”品牌资源及丰富的竹林景观资源，发展竹生态旅游

产业，打造景点、旅游特色村和星级农家乐各 110、50、140 个，推动了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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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竹加工业快速发展

竹加工业是该县竹产业的主要行业，已形成了竹浆造纸、竹纤维、竹家具、竹工艺品和竹食品为主的六大系列 600 余个品

种，畅销全国。竹加工企业有 247 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2650.7 万元，其中年产值 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 51 家，其中 9

家示范企业为龙头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604 万元，占所有竹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47.39%。

1.5 产业发展环境日趋优化

政府通过加强宣传、政策引导，成立专项扶持基金等多种方式以促进竹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该县累计

争取到国家和省级林业项目扶持资金 4 亿多元，主要包括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国家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现代林业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欧盟援助项目等，优化了竹产业的政策、经济发展环境，有力的推动了竹林基地建设和产业发展。

2 长宁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分析：基于 19 家经营主体的调查

长宁县共有 366 家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其中 291 家与竹产业相关。本文对长宁 22 家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其中 19

家竹企业、3家竹业合作社。

2.1 竹加工企业

16家加工企业中，竹笋加工企业 13 家，竹制品加工企业 3家，其中 4 家企业为县级龙头企业，2家是市级龙头企业；4 家

企业拥有林业产业基地，能承担生态造林的社会责任，11 家企业自有品牌；15 家企业业务辐射至省外。调查发现，竹笋类加工

企业在资本规模和销售规模方面好于纸制品类加工企业，平均资产总额达到 1241.08 万元，平均年营业收入为 4153.62 万元，

几乎是竹制品加工企业的 2 倍。

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企业原材料自给率和利用率低，仅有 2 家企业拥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平均原材料利用率仅为 63%，

仅 1 家企业能够实现 100%利用。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竹子具有周期性特征，企业以订单式生产为主；企业产品多样化，拓宽

了经营范围和扩大市场占有率，样本企业的省外市场占有率为 86.62%，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为 31163.5 万元。社会可持续发展能

力较低。目前竹笋加工没有统一标准，少数企业产品二氧化硫含量超标，加工过程中卫生状况较差，食品安全不能得到保证；

只有 3 家企业开设了企业网站和电子商务，但是效果不佳；仅有 2家竹笋加工企业实现机械化包装，信息化和机械化程度较低；

劳动力以当地妇女为主，固定员工主要为管理技术人员，每家企业平均有 5位管理人员和 1-2 位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为 2300 元

和 3000 元，临时员工平均工资为 60-80 元/天。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低。几乎所有企业将废水和废物直接排放，未做排污减污

处理；循环经济意识薄弱，仅 1家企业将加工废物回收利用，平均废物回收利用率仅为 6.25%；生态建设投入低，平均每年对生

态环保的投入仅为 11.4 万元。

2.2 竹业合作社

种植类合作社相对加工类合作社发展不佳。调查样本中有 2家加工类合作社和 1家种植类合作社（见表 2），加工类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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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产量和营业收入均高于种植类合作社，A合作社年营业收入可达 1800 万元，而 B合作社的年营业收入仅为 54 万元，可

见合作社类别对合作社发展具有一定影响。调查得知，C合作社主要种植麻竹，由于产量低、收益低他欲改种植中药材种植和林

下经济作物。

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高，3家竹业合作社均拥有原材料种植基地，能满足社员的原材料需求；种植类合作社的原材料使用率

高于加工类原材料利用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高，加工类合作社的资本总额、年产量和营业收入高于种植类合作社，取得较

好的经济收益。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高，除社员外，生产旺季时招募临时工，员工以初高中文化素质的妇女为主，一次性可雇

用 70-100 人，平均工资为 70-90 元/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获取良好的社会收益。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

实地调研发现加工合作社的废水、废物排放率较大，并且直接对外排放，废物循环利用率几乎为 0%，生态环保意识和循环经济

发展意识薄弱；种植合作社则由于竹农种植、培养和采伐技术认识不深，破坏了竹子和竹笋的质量和再生周期。通过对微观调

查样本在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分析，发现长宁县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规模扩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所提高，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但是资源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3 长宁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市场分析、产品创新和品牌意识

企业在市场中盲目跟风严重，缺乏市场需求的分析和新产品的研发，全县 5%的企业自有品牌，品牌意识薄弱。。以 A企业为

例，其主营业务为竹制品加工，但近年来由于竹笋产品畅销故加工竹笋产品，可是销量不佳。

3.2 竹材利用率、技术水平、竹商品附加值低

据统计，各种竹材人造板的竹材利用率为：竹材层压板 50%左右；竹席、竹帘胶合板 45%-50%；竹材胶合板 35%-40%；竹地

板生产中竹材的直接利用率仅为 20％-25％。生产加工设备落后，16 家调查样本中仅有 2家企业有包装机械化设备。全县只有 8

家企业主产工艺品、雕根和精竹片等商品，规模较小，产品科技含量低，竹原材料消耗大，产品附加值不高。

3.3 缺乏统一标准，生态环保意识薄弱

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对添加剂的使用没有统一标准规定，导致二氧化硫等添加剂过度使用，危害食品安全；直接将

废水和废物排放，缺乏生态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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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原竹材料供不应求，竹资源再生性减弱

首先，竹农缺少对竹子生长期的认识，为短期收益将未成熟的竹子砍伐，破坏了竹资源的可持续性，降低了原竹质量和供

给量。其次，竹农在砍伐时缺少技术指点，影响竹子的生长习性，导致竹资源再生性减弱。最后，城镇化发展加速农村空心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竹农种竹积极性不高，原竹材料供应不足。

3.5 竹产业三产发展不平衡

2014 年全县实现林业总产值 34.6 亿元，其中：一产业产值 9.4 亿元，二产业产值 15.8 亿元，三产业产值 9.4 亿元，一产

和三产发展不足。

4 促进长宁县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4.1 发挥竹产业协会作用，加大企业发展的支持

竹产业协会领导、组织成员进行市场指导和技术培训，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入，促进其信息化和机械化发展，提高竹原料

利用率，加强市场需求研究，研发新产品，树立品牌意识，提高竹产品附加值；强化企业之间联系，共同学习和进步，注重产

品质量、“互联网+”战略、电子商务和生态环境保护，建成一批竞争力强、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加强协会对成员的监督监管，

提高长宁竹产业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

4.2 发展新型竹经营主体，提高产业化集约化水平

鼓励发展竹农（种竹大户）、竹加工企业和竹合作社，建立三者公平、合理的利益合作机制。增强竹农科学种、管、伐竹材

的意识，提高竹材产量和质量；提高加工企业技术水平、原材料利用率和产品循环利用率，实现绿色生产；发挥竹合作社内联

竹农与企业、外联市场的优势，将竹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联系起来，提高其产业化、集约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4.3 结合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势，带动竹产业发展

吸收有见识、有技术、有想法的返乡农民工从事竹产业相关工作，尤其是一产种植业和三产旅游业，以“助攻二产、壮大

一产、提升三产”的思路推动长宁县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4.4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实行严格监管与惩罚

政府针对竹农和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宣传，加大对竹农的指导和补助；以资金补助形式鼓励企

业积极参与投资竹林基地建设、废弃物集中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增加竹产业发展资金，逐步建立

以竹农和企业投入为主体，政府投入作引导，增加信贷资金，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等投资体系；建立统一加工和监管标准，依据

标准严格监管；加强各部门合作，相互监管监督，强化监管者责任，严格奖惩，健全竹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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