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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市三河村林下经济发展 

成效及问题研究 

何滢
1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林下经济主要是指在农业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畜牧业、森林旅游产业集群。农民收入来源于各种渠

道和形式。三河村通过林下经济作物和生态旅游两方面延伸林业经济领域，进一步带动现代农业的进步，以农业综

合管理使生态农业模式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林下经济 农村发展 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326.2【文献标识码】A 

1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理论概述 

1.1林下经济的含义 

林下经济是指以林地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建立在循环相生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包括农作物

种植、林下养殖、农产品采集初加工及林下旅游的农业经营模式。 

1.2林下经济的发展模式 

1.2.1林下食用菌种植模式（林菌）。在空气湿度大、氧气充足的树荫，光照强度低、昼夜温差小的林地种植食用菌。 

1.2.2林地养畜模式（林畜）。放养在森林中的牛、羊、兔、鹅、鸡、鸭等，有效利用森林昆虫、杂草和动物资源。 

1.2.3医药种植模式（林药）。在林间种植药材，如何首乌、石斛、金银花、重楼等。 

1.2.4林下蔬菜模式（林菜）。根据蔬菜生长所需的环境，种植辣椒、菠菜、洋葱、生姜等蔬菜。 

1.3发展林下经济的意义 

1.3.1有利于提高林业综合效益。 

通过森林培育和种植产业发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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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对农民增加收入极有好处。 

在现有的条件下，农产品市场价格飙升可能性小，传统作物产量增加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依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几

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让农民经营森林、发展林下经济有助于农民增收。 

1.3.3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通过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畜牧业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有效促进加工、运输、物流、信息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吸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减轻农业污染，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森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

带动更多农民更加注重学习、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知识，将产生更多的农民技术人员和农民企业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强大力量。 

2 三河村林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及现状分析 

2.1自然环境概况 

三河村位于怒江州泸水市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是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构成部分，植被覆盖率 90%以上，是以傈僳族、

白族、汉族为主的小杂居地区，三河村现有农户 402 户，共计 1328 人，且有 6 个村民小组，全村占地面积约 67km2，平均海拔

在 1750m，呈典型的山地地貌。年平均气温约 17℃，年平均日照实数 3218小时，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2.2社会经济状况 

三河村现有耕地面积为 244.47hm2，其中经济林木主要为核桃、花椒、草果等，包括特色种植刺笼包、重楼等。林地面积约

为 4000hm2，其中人均林地 2.67hm2，人均集体林 0.35hm2。2017年，全村经济收入总额达 1041.5万元，农户人均纯收入达 7564

元；粮食总收入 80.34万 kg，人均有粮 612kg；年末大小牲畜存栏共 5865头/匹/只。 

3 三河村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林农方面 

林农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当主要角色，但农林在林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思想观念陈旧，村民综合素质低，缺乏技术和

长远发展的眼光，自立精神不强，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支柱，没有将林下经济转变为可发展的自然经济。 

3.2企业方面 

合作社及企业的产品品牌知名度较低，商品率不高。三河村成立的合作社虽处于规模经营中，也在不同领域取得了相应的

成效，但合作社及企业开发的商品没有知名度，没有形成有竞争优势的品牌产品。同时，龙头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在产品的

宣传和市场的培育过程中低估了品牌效应，难以形成竞争优势，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 

4 三河村林下经济发展对策 

4.1壮大林业龙头企业，发挥带动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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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推广和借鉴其发展经验，从而能更好的推进林下经济的全面发展。从优秀企业中获得先进的

经验，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 

4.2注重技术推广，提高产业科技含量 

就三河村而言，林农的自身素质相对较低，生产技术跟不上，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科研人员的帮扶，如加大科技支持范围，

积极构建企业和各类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的合作平台，加快技术推广，促进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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