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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森林旅游会益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1

周国宏，聂小荣，谢冬明

【摘 要】：新世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全国森林旅游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森林旅游取

得了不少成绩，获得了一定的效益。本研究以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最早试点省份之 江西省为例，以相关统计数

据为依据，从经济、资源、生态、社会和政治五个方面定量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森林旅游发展的效益。在

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具体案例，总结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森林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资源开发不当、投入资

金不足、环保意识薄弱和专业人才缺乏。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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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世纪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简称“林改”），一场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

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在江西、浙江等省份开始试点，并于 2008 年在全国全面展开，2013

年主体改革基本完成，随即进入深入改革阶段。伴随着这场林业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全国森林旅游迎来了发展

的春天。2015 年，全国林业旅游与休闲业共接待游客 23.12 亿人次，旅游收入 6758.9 亿元，直接带动其他产业产值 1.02 万亿

元。其中，全国森林公园接待游客 7.95 亿人次，是“林改”之初的 5.4倍；旅游收入 870.97亿元，是“林改”之初的 10.1倍；

为社会提供就业人数达 84万人，是“林改”之初的 2.4倍。

本研究拟以全国“林改”最早试点省份之一——江西省为例，以 2004～2015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和 2005-2016年《江

西统计年鉴》等二手资料中相关数据为分析依据，运用 IBMSPSS22.0 等分析工具，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森林旅游取得的效

益进行分析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 Donglass 早在 1969 年就对森林旅游作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森林旅游是指任何形式的到林区林地从事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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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风景资源而发生的以旅游为主要目的多种形式的野游休憩活动
[1]
。对于森林旅游的发展，国外学者们基本

达到了共识，认为森林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旅游活动在有效的管理措施下运行，并以生态环境、经营者、旅游者和社区居民

四方共同受益为目标，达到环境、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2-3]

。

我国森林旅游发展的研究时间较短，理论研究相对较弱，但森林旅游可持续发展已成普遍共识。大部分学者涉及森林旅游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认为旅游资源利用规模化和整体化、客源市场完整化、经营管理网络化、旅游服务社会化，是森林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4-7]

。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实证研究，具体探究某一地区森林旅游的发展，提出如构建区域旅游体系，避免

重复建设，以及建立以旅游主管部门为主体，多方参与的管理体系，在统一监管、统一协调的前提下，实行单元管理、分散经

营
[8-12]

。一些学者试图剖析我国森林旅游发展受阻的原因，如张志等提出森林旅游产权管理混乱
[13]
；姚星期、范丽等指出森林旅

游存在多头管理现象
[14-15]

；邱晓霞也指出森林旅游管理机构设置不科学的问题
[16]
。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森林旅游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将森林旅游与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少。本研究试图将森林旅游放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来进行研究。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效益分析

许志宏和聂小荣认为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森林旅游的效益可分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17]
。此外，本研究

认为森林旅游还应具有资源效益和政治效益。

（一）经济效益

1.森林旅游收入迅猛增长目前，江西省森林旅游主要以森林公园为目的地而展开。通过查找《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得到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公园旅游总收入及其构成要素（门票、食宿、娱乐和其他）收入数据，据此画出“林改”以来江西省

森林旅游收入情况曲线图（图 1）。由图可知，“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总收入及门票、食宿、娱乐和其他收入（指与旅游

直接相关的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及手工艺术品制作等收入）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森林旅游总收入及其各构成要素收入在“林

改”前两年增长不明显，但 2006 年后表现出不同的增长势头：森林旅游总收入每年增长近乎直线上升，虽 2013 年稍有回落，

但 2015 年达近 80亿元，是“林改”之初的 39倍；森林旅游食宿收入也呈现较为快速的增长，2015年达 47.5亿元，是“林改”

之初的 57倍，成为江西森林旅游收入中增长最快的要素；森林旅游门票收入 2014年之前每年一直保持在 10亿元以下，2015年

则高达 19 亿元；而娱乐收入每年均在 10 亿元以下平缓增长，并呈现出抛物线形；旅游纪念品和特产等其他森林旅游年收入则

在 10亿元上下波动，而未超过 20亿元。这说明江西森林旅游中娱乐产品和旅游商品等提升空间较大。

图 1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收入情况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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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一步对“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收入四个构成要素所占比例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如图 2。由图可知，“林改”以

来，食宿收入在森林旅游总收入中一直占较大比例，平均占比为 52%，最高年份占比（2007 年）达 68%，最低年份（2009 年）

也占到 39%，近年占比平稳保持在 60%的高位；门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年平均值为 19%，最高年份（2006 年）占到 41%，而最

低年份（2009年）占 10%，近年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娱乐收入占森林旅游总收入的年平均值为 14%，但与门票收入年占比呈现

出此消彼长的情况，最高年份（2004 年、2009 年）达近 25%，而最低年份（2005 年、2006 年）低至 5%以下；其他收入占旅游

总收入的年平均值为 16%，最高年份（2011年）达到 29%，最低年份（2007年、2009年）占比在 5%以下。由此可知，森林旅游

收入中食宿收入是主要来源，门票收入与娱乐收入呈现明显此消彼长态势，旅游商品和特产等其他收入比例则表现出不稳定态

势。

图 2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收入构成要素占比变化情况

2.林业旅游成为第三产业主力

“林改”以来，江西林业旅游与休闲产业发展呈迅猛发展势头。2009年，旅游人次达 4535万人，旅游收入达 120亿元，人

均花费为 265元，直接带动其他产业产值 1131亿元。2015年，旅游人次达 7675万人，是 2009年的 1.7倍；旅游收入达 485亿

元，是 2009年的 4倍；人均花费达 632元，是 2009年的 2.4倍；直接带动其他产业产值达 1334亿元。

“林改”以来，江西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在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已知数据来看，2006 年林业旅游与休

闲服务产值占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为 46.4%，到 2010 年超过一半达 61.2%，2015 年则达到 78%。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业成为林业

第三产业产值的主要贡献者。

图 3 “林改”以来江西省林业产业结果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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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林改”以来，江西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由 307 亿元增加到 3063 亿元，增长近 10 倍。从产业来看，林业在三大产业的产值

均有所增长，但所占比例变化趋势不同，第一产业比例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在经过较为稳定的一段时期后迅速增加，第三

产业占比则呈现缓慢增长态势；林业产业结构以 2013年为界表现出不同特点，之前林业产业产值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后则变为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图 3）。

4.森林旅游投入持续增加

“林改”以来，各级财政加大了对林业的投入，全省共争取林业项目资金 325.8 亿元，包括中央投入 222.5 亿元，省级投

入 103.3 亿元；争取补偿资金 64.62 亿元
①
。对森林公园的年度投入资金不断增力口。2015 年投入 15.6 亿元，是“林改”之初

年度投入的 5.3 倍，其中 2015 年国投 1.6 亿元，是 2004 年的 1.6 倍；自筹 8.8 亿元，是 2004 年的 12.2 倍；引资 5.1 亿元，

是 2004 年的 4.1 倍；从森林公园年度投入资金构成来看，“林改”之初国投、自筹和引资所占百分比依次为 34%、24%、42%，

而 2015 年则转变为 10%、57%、33%，这说明森林公园年度投入由“林改”之初的以引资为主，逐步转变为目前的以自筹资金为

主（图 4）。

图 4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公园投资构成情况

（二）资源效益

1.森林资源数量稳步增加

森林资源是森林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资源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林业用地面积由“林改”

之初的 1044.69万 hm
2
增加到 2015年的 1069.66万 hm

2
，增长了 102%；活立木总蓄积量由 3.74亿 m

3
增加到 2015年的 4.7亿 m

3
，

增长了 126%；森林蓄积量由“林改”之初的 3.25 亿 m
3
增加到 2015 年的 4.08 亿 m

3
，增长了 126%；森林覆盖率由 60.05%增加到

2015 年的 63.1%，增长了 105%。

2.森林公园规模迅速扩大

“林改”以来森林资源增加，为江西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建立及发展森林旅游提供了良好条件。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公园数量由初期（2005年）的 79处增加到 2015年的 179处，增长率为 127%，年均增长 10处，

森林公园面积由 39.47 万 hm2 增加到 51.84 万 hm
2
，增长率为 31%，年均增长 1.3 万 hm

2
；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数量由 28 处增加

到 46处，增长率为 64%，年均增长 1.8 处，面积由 30.53万 hm
2
增加到 37.74万 hm

2
，增长率为 24%，年均增长 0.7万 hm

2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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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数量由 42处增加到 120处，增长率为 186%，年均增长 7.8处，面积由 8.56万 hm
2
增加到 11.31万 hm

2
，增长率为 32%，

年均增长 0.3 万 hm2；县级森林公园数量由 4 处增加到 13 处，增长率为 225%，年均增长 0.9 处，面积由 0.4 万 hm
2
增加到 2.8

万 hm
2
，增长率为 600%，年均增长 0.2 万 hm

2
。

由此可知，“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都有较大增长，且不同级别的森林公园增幅不同，县级森林公园在数

量和面积上增幅最大，其次为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在数量和面积上增幅相对较小（图 5）。

图 5 “林改”以来江西省不同级别森林公园增幅情况比较

3.自然保护区规模明显增加

自然保护区数量由初期（2005 年）的 142 处增加到 2015 年的 235 处，增长率为 66%，年均增加 9 处，面积由 99.25 万 hm
2

增加到 118.84 万 hm
2
，增长率为 20%，年均增加 2 万 hm

2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5 处增加到 14 处，增长率为 180%，年

均增加 0.9处，面积由 8.5万 hm
2
增加到 23.1万 hm

2
，增长率为 172%，年均增加 1.5万 hm

2
；省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21处增加到

32 处，增长率为 52%，年均增加 1 处，面积则由 29.73 万 hm
2
减少到 27.84 万 hm

2
，增长率为-6.4%，年均增长-0.2 万 hm

2
；县级

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116处增加到 189 处，增长率为 63%，年均增加 7处，面积由 61.02万 hm
2
增加到 67.90 万 hm

2
，增长率为 11%，

年均增加 0.7万 hm
2
。

由此可知，自然保护区的增长与森林公园不同。总的来看，“林改”以来江西省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同森林公园都有增

长。但是，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的增幅表现出与森林公园不同的特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数量和面积上增幅最大，其次为

县级，而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数量上增幅相对较小、面积上甚至出现负增长（图 6）。

图 6 “林改”以来江西省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增幅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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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效益

1.自然保护区类型均有增加

按林业系统分类，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类型有森林生态、湿地生态、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和自然遗迹共 5类。“林改”以来，

江西省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109 个增加到 216 个，增长 98%，面积由 66.05 万 hm
2
增加到 68.32 万 hm

2
，增长 3%；湿地

生态类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9 个增加到 17 个，增长 89%，面积由 10.03 万 hm
2
增加到 22.47 万 hm

2
，增长 24%；野生植物类自然保

护区数量增加到 23 个，面积增加 6.45 万 hm
2
；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数量由 11 个增加到 12 个，增长 9%，面积由 5.17 万 hm

2

增加到 12.95万 hm
2
，增长 150%；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数量增加到 4个，面积增加到 0.47万 hm

2
。

2.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加大

为了提高森林旅游的质量，“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公园不断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资金，用于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积极开

展植树造林、林相改造、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及环保宣传教育等工作。2004 年江西省森林公园环保投入 0.15 亿元，2010 年投入

1.87 亿元，到 2015年投入高达 2.8 亿元，是“林改”之初投入的 19倍。

3.农民生态保护意识增强

随着“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的发展，农民意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开始爱护森林，减

少采伐。省内薪柴产量由“林改”之初的 95.47万 m
3
减少到 14.43万 m

3
仅为原来的 0.15倍；农民自用材采伐量由“林改”之初

的 51.35 万 m
3
减少到 16.69 万 m

3
，仅为原来的 0.33 倍；农民烧材采伐量更由“林改”之初的 234.29 万 m

3
减少到 48.85 万 m

3
，

仅为原来的 0.21倍。这极大地保护了江西省的森林生态环境。

4.森林灾害事故明显减少

随着森林旅游的发展，人们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江西省森林火灾次数明显下降。林改”之初，全省村级扑火应急队为

5224 支，到 2015 年增加到 1.65 万支，是原来的 3.2 倍；“林改”之初森林火灾每年发生 355 起，而到 2015 年仅发生 40 起，

仅为原来的 11%。

（四）社会效益

1.就业带动效果明显

“林改”以来，随着江西省森林旅游的持续发展，其带动就业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林改”之初，江西省森林公园职工总

人数为 3369 人，其中导游 308 人，社会旅游从业人员（以森林公园为依托从事旅游经营和服务的人员）3.84 万人。2015 年，

江西省森林公园职工总人数增为 6751 人，是之初的 2 倍；导游 816 人，是之初的 2.6 倍；社会旅游从业人员 3.55 万人，是当

初的 4.2倍。从“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带动就业的社会效益将日益显现。

2.社会趋于稳定和谐

山林权属纠纷是长期以来影响林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林改”主体改革期间，江西省就调处山林权属争议达 6.39

万起，调处争议面积 582.37万亩；在“十二五”期间，又调处山林权属纠纷 2711起、面积 50.32万亩
②
，这使林区的社会不稳

定因素及时消除，林区社会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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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接待设施不断完善

“林改”之初，江西省森林旅游设施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省森林公园共计有车船 548台、游道 1471千米、床位 1.27

万张、餐位 1.39万个。到 2010年，全省森林公园有车船 1384台，是 2004年的 2.5倍；游道 3896千米，是 2004年的 2.6倍；

床位 4.12 万张，是 2004 年的 3.2 倍；餐位 7.65 万个，是 2004 年的 5.5 倍；到 2015 年，全省森林公园则达车船 2047 台，是

2004 年的 3.7 倍，2010 年的 1.5 倍；游道 9532 千米，是 2004 年的 6.5 倍，2010 年的 2.4 倍；床位 4.61 万张，是 2004 年的

3.6 倍，2010年的 1.1倍；餐位 10.17 万个，是 2004年的 7.3倍，2010 年的 1.3倍。

（五）政治效益

一直以来，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森林旅游发展极为重视，“林改”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政

策，为森林旅游保驾护航。2006 年，出台《关于加快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建设的意见》，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新建国

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进行扶持，并在林业政策和项目等方面向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倾斜；2011 年，省委、省政

府颁布实施了《江西省森林公园条例》，并制定了《江西省森林旅游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2 年，省政府出台了《关

于加快森林旅游发展的意见》；2016 年，省政府又出台了《加快林业改革发展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十条措施》；

2017 年 6 月 27 日，省林业厅和省旅发委联合召开“林业+旅游”融合发展合力推进全省森林旅游工作座谈会，强调加强部门协

调联动，及时对接工作、推进工作进度，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森林旅游收入占比。此外，2012 年以来，江西省林业厅每年

向全国发行“江西风景独好•森林旅游”年票，将江西森林旅游景区进行整合，以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生活需求，让全民体验绿

色健康旅游，打造“江西风景独好”品牌。

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开发不当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不当，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江西省少数森林景区对区内能容纳的游客数量缺乏考量，在旅游旺

季，涌人过量游客，打破了自然的原始状态，使有些资源失去原有性质，渐渐丧失欣赏价值。据悉，2016 年 2 月，江西梅岭景

区某一天内挤进 4 万多人，已经严重失去了景区的观赏价值。有些森林公园更甚在旅游景点大肆砍伐树木、移平大山，用来建

造旅游设施，毁坏了森林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致使许多名贵动植物灭亡和病虫害的发生；梅岭景区内出现多处烂尾工程，烂尾

多年的“天净湖”避暑山庄更是被野草包围，四季花谷的管理及经营方曾多次更换，每次更换就意味着重新规划和改造，自然

资源也没有了原来的样貌。

（二）投入资金不足

江西省的森林公园及景区大多数是在国有林场的基础创建而来，都位于偏远山区，基础设施设备不完善。“林改”以来，

江西省森林旅游各类投资虽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算多。如 2015年江西省森林公园年度投入资金虽

为 15.6 亿元，但在全国只能排到 12 位，国家级投资更是靠后。建设森林旅游的费用缺乏，导致景区开发缓慢，进而影响森林

旅游的发展。如遂川森林公园，2003 年筹备资金 544 万元用于土地的征收、园内公路的建造、电路的改造等基础项目。成立至

今，遂川森林公园建造费用只有 900 万元，而预期计划公园建设资金需要 4500万元。可见，公园建设资金严重缺乏，致使森林

公园发展缓慢。

（三）环保意识薄弱

“林改”以来，江西省森林旅游发展还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出一些问题。首先，有些森林旅游景区内的资源与环境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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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够完善，各部门分工不明确，在进行环境保护工作中经常会发生各个部门互相推诿的现象，管理职责不清，影响了环保工

作的正常实施；其次，景区内管理人员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不懂如何文明建设，致使许多动植物受损；再次，景区管理部门对

景区内的垃圾、粪便等污染物处理不当，景区分布的基础设施（如垃圾桶、警示牌、厕所）寥寥可数。不少景区只知建造而不

懂保护，严重影响了景区生态环境。如鄱阳湖湿地公园，是亚洲最大的湿地公园，公园内有 50 多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

是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是江西省主要的生物基因库，也是省内十分出名的森林旅游景区。但是，目前鄱阳湖区逐步

出现水质恶化、湿地面积减少以及珍贵鸟类被射杀灭亡等生态环境问题。

（四）专业人才缺乏

江西省森林旅游景区缺乏专业人才。森林旅游景区大多数人员都是从林业相关部门调派的，他们旅游实践经验少，加上没

有进行过相关知识的培训，导致景区专业人才缺乏。有些景区管理人员不懂如何科学开发及合理利用资源，不善于景区的规划

及推广等相关工作；有些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对森林旅游热情不局；景区讲解人员更是不足。2015 年全省森林公园只有 816

名导游员，且部分导游讲解缺乏深度，讲解质量不高，容易导致游客对景点失去兴趣。

五、江西省森林旅游今后发展建议

（一）合理开发，保护为主

江西省森林旅游开发要以“保护第一”为最高原则。合理测算景区的接待容量，景区内设施设备的建造要与自然融为一体，

杜绝各种急功近利和破坏性开发，防止过度开发行为。同时，相关管理及监督部门应把好关，凡是经过批准的景区规划，都不

得擅自更改，要严格按照规划执行。此外，坚持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确保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二）加大投入，促进发展

首先，江西各地方政府应将森林旅游建设资金纳入各级政府的基本投资计划和财务预算范围，扩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并加大对森林资源保护的投入。其次，可以通过社会集资、银行借贷、引进外资等渠道来解决森林旅游景区开发建设资金不足

的问题。最后，鼓励各景点或景区积极探索融资模式。

（三）注重环保，珍惜资源

资源是森林旅游业发展前提，对资源的开发要以保护环境为首要前提。为了保护好景区森林资源，建设者、经营者及游玩

者应各司其责。建设者应做到景区内设施设备的规划建设要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建造材料不得破坏或污染环境。经营者要严

格控制景区游客容量，科研基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等特殊地区不得对外开放，景区内要多设立警示牌等设施来提醒游客文明

游玩。游客要遵守景区内的相关规章制度，爱护动植物，不破坏环境。

（四）吸引人才，提升能力

森林旅游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江西森林旅游景区可出台优惠政策，招揽旅游专业高素质人员加人森林旅游队

伍。此外，森林旅游从业人员要注重相关知识的积累，树立良好的职业素养；景区可多组织员工参加旅游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不断提高业务素养，进而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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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江西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②数据来源：《江西省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江西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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