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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宁县毛竹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沈玉宝
1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人民政府，浙江 景宁 323504） 

【摘 要】：毛竹产业一直以来是景宁县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农业主导产业之一，是景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金钥匙”。对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多元化，促进景宁县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景宁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立足景宁生态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农旅融合、林旅融合等旅游产业，努力把“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笔者一直从事基层林业工作，通过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商务科技局、

东坑镇、景南乡、红星街道、鹤溪街道等部门和乡镇街道开展调查，走访部分毛竹加工企业与农户，了解全县毛竹

产业发展情况。多年来景宁县毛竹产业得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程度显著提高，在农村

经济中地位大幅提升，在推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明显增强。但在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制

约着景宁县毛竹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对景宁县毛竹产业的当前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主要存在的四个方

面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毛竹产业 问题 对策 景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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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设县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后几经撤并，于 1984年 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宁畲族自治县，

现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县域面积 1950 平方公里，辖 2 个街道 4 个镇 15 个乡，全县总人口

17.22万人，其中畲族人口 1.99万人，占 11.5%。景宁地处瓯江和飞云江两江源头，境内海拔千米以上山峰 779座，林地 246.7

万亩，森林覆盖率 81%。县域Ⅰ、Ⅱ类水体占比达 100%，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 100%，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标多年位居全国全省

前列。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竹子的生长，竹类资源丰富，特别是毛竹资源

面积大，是浙江省竹子集中分布的中心区之一。毛竹资源丰富，是浙江省 9个林业重点县之一。根据 2018年林业资源调查，全

县现有竹林 27.9 万亩，位居全市第四位，毛竹立竹量达 5590.56 万株，平均每亩立竹 200 株；分布在全县 21 个乡镇(街道)、

国有林场，其中：毛竹林面积 1万亩以上的乡镇有 9个，1千亩以上的村有 94个。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景宁县毛竹产业也面临着人工成本高、污染环境严重、管理粗放等传统低效模式所存在的

问题；本文就如何抓好毛竹产业发展，如何走出传统林农、竹农的发展困境，进行了调查研究。 

1 发展现状 

1.1出台政策发展毛竹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实现产业兴旺是重点。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能留住人，农民才能富裕，乡村才有可能振兴。林业产业特别是毛竹产业是景宁

县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当然，景宁县的毛竹产业和其他县相比较而言，不管

                                                        
1作者简介：沈玉宝(1979-)，男，浙江景宁县人，林业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林业。 



 

 2 

是数量还是在产量上，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山多地少的景宁来说，毛竹产业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之一。多年以来，历

届县委、县政府都重视对毛竹资源的开发利用，曾提出过“茶山竹海”的口号，作出过“近期抓茶叶、中期抓毛竹、远期抓香

榧”的主导产业发展规划，营造了比较浓厚的发展氛围。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毛竹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群众增收致

富奔小康——毛竹产业提升项目实施方案》、《关于扶持林业主导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实施大东景现代林

业园区、现代毛竹示范园区、笋竹两用林等项目，大力推广笋竹两用林技术、《无公害竹笋》等先进技术和生产标准。按照产业

发展、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加快毛竹产业科技推广，大力发展规模经营，培育景宁县毛

竹龙头企业发展，为实现农村经济突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毛竹产业得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2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县财政每年安排毛竹产业专项资金，扶持毛竹产业加快发展。2008 年至 2018 年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7796.7 万元，用于建设

毛竹基地和竹林道等基础设施，其中：毛竹高效和低改基地建设资金 906.002 万元，新建竹林道资金 3371.8375 万元，竹林道

修复资金 718.65 万元，竹林道硬化资金 2800.215 万元。目前，全县完成毛竹低产低效林改造 6 万余亩，累计建设笋竹两用林

基地 9万余亩，开设竹林道 830.33公里，受益竹林面积近 20万亩。 

1.3招商引资夯实产业基础 

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引入工商资本，着力夯实毛竹产业发展基础。2017 年，县国资公司回购原奥兰

科技有限公司厂房作为毛竹产业孵化基地，累计投入资金 1900余万元；2019年 1月，景宁兆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富升竹木制

品有限公司 2家毛竹粗加工企业已签订协议入驻该孵化基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澄照农民创业园安排了 30亩土地用于建设

毛竹加工企业，浙江山大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奥仙竹木、实信竹木等竹木生产企业厂房正在有序推进建设。此外，为解决毛

竹加工过程的碳化污水问题，由浙江山大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在澄照农民创业园区块投资建设碳化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碳

化污水 40吨，总投资 680万元，政府补助资金 470万元。 

1.4毛竹产品销售势头良好 

目前，全县有毛竹成品加工企业 2家(景宁畲族自治县宏强竹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双正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值 4000余

万元，主要产品有竹砧板、竹筷、竹片及工艺品等 10余种；半成品加工企业 3家，年产值约 1000万元。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景宁竹制品的电商销售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毛竹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据了解，全县毛竹电商群体年均销售额 1亿元以上，如：

位于红星街道王金垟村的景宁一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 年竹制品销售额约 1400 余万元，位于原农场区块的景宁木林森竹木

制品有限公司 2018年销售额约 2000余万元。 

1.5依托竹林资源，发展第三产业 

东坑、景南等乡镇毛竹现代示范园区、竹笋两用林基地的建设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农家乐的发展，为景宁畲族自治县发展

以竹林区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提供思路和方向。进一步拓宽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规模。 

2 面临的问题 

2.1毛竹滞销，竹农收入减少 

2012-2013年景宁县有毛竹加工企业 30多家，通过抢购毛竹，毛竹收购价每百斤达 40多元；目前全县只有 3家半成品加工

企业收购毛竹，收购价每百斤只有 25-26 元，大量的毛竹因没人收购，养在山中老化，部分竹园因多年不砍，毛竹质量明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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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据林业部门测算，景宁县每年可砍伐毛竹量约为 1000万枝，按现行收购价每百斤 26元计算，产值可达 8580万元，但目前

砍伐量不到 10%，竹农收入明显减少。在每年“两会”上，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强烈要求县委、县政府加大力度扶

持毛竹加工企业，促进毛竹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2.2竹园管理粗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2.2.1竹林管理水平不高。 

景宁县“陡、急、险”的毛竹林面积较多，大多数竹林交通不便，加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竹园常年不砍伐，多数竹园

管理粗放，不施肥、不修整，导致毛竹老化。 

2.2.2经营模式比较单一。 

目前景宁县毛竹经营主要以出售原竹、竹笋为主，开展林下养殖、林下种植等复合经营的比较少，经济效益不高；虽然全

县建设了笋竹两用林基地 9万余亩，但真正笋竹兼营的基地并不多。 

2.2.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目前，全县 27.9万亩毛竹林只建了 830.33公里的竹林道，而且各乡镇之间建设情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坑镇、景南乡、

大漈乡、鹤溪街道、红星街道等乡镇街道。 

此外，建设的竹林道缺乏维护管理，因水毁等因素被破坏的竹林道比较多，每年安排的竹林道修复资金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2.3受制条件多，毛竹加工环节萎缩 

2.3.1环保制约明显。 

近年来，景宁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加大力度整顿环境，原有“低小

散”的毛竹加工企业基本上被关停，全县毛竹加工企业几乎萎缩殆尽。位于鹤溪街道滩岭村的景宁新旺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原计

划建设日消耗毛竹近 10万斤的生产线，由于生产锅炉建设方案还没有通过环评，目前每天消耗毛竹仅 5万斤。 

2.3.2产品档次低。 

现有毛竹加工企业普遍规模小，从事毛竹产品开发研究的企业很少，成品企业主要还是以加工竹砧板、竹筷等低端产品为

主，没有拳头产品，产品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效益差。 

2.3.3生产模式粗放，经营理念落后。 

当前景宁县毛竹产业仍属于资源消耗型产业，毛竹粗加工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档次低，对生产设备和科研投入的积极性

不高，也没有资本能力建设配备有足够环保设施的标准厂房。此外，这些企业经营理念落后，满足于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

缺乏创业创新意识和精神。 

2.4资源优势未发挥，没有形成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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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生态旅游是毛竹产业中重要的第三产业，在许多竹产区备受重视，如：湖州安吉县就利用境内毛竹资源开发了中国大

竹海旅游景区。景宁虽然毛竹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但还没有形成以竹林休闲旅游为主题的第三产业，产业链不健全。 

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竹文化与民族文化没有互相结合，景宁县以竹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开展不多，以竹林生态景观为主要

依托的农家乐、休闲旅游等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条件差，总体接待能力弱。 

3 建议与对策 

毛竹是景宁的优势资源，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最容易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绿水青山。做大做强毛竹产业，促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使毛竹产业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对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3.1强化部门协作，破解环保瓶颈制约 

建立健全竹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落实专门人员，加强调查研究，制定产业规划，组织项目实施，做好各项服

务工作，把竹产业列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基础产业来抓。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增强毛竹产业发展意识，

把毛竹产业发展列为景宁县的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科学谋划毛竹产业发展；进一步增强为民意识，积极创造条件，合力破解

毛竹加工企业发展难题，特别是环保等制约毛竹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解决好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

行的方案，为景宁县毛竹产业绿色发展做出积极的探索。 

3.2完善扶持政策，健全毛竹产业链 

3.2.1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增加对毛竹加工及营销环节的扶持。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专项扶持政策，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扶持竹林培育、竹林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竹林道建设的扶持标准

和方式，合理安排补助项目，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3.2.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能带动毛竹加工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到村、到基地设立初加工点，形成覆盖“农户-基地-初加工-半成

品加工-成品加工-产品研发”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增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引进企

业、老板，动员先富起来的返乡创业人员参与竹林经营权的流转工作。 

3.2.3扶持建设高效、优质的毛竹示范基地。 

建立科学评估体系，积极探索流转新机制，搞好试点，做好服务。政策上给予倾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着力培育新型经

济实体走规模、集约经营的路子。衍生发展旅游业，实现竹业和旅游多业态共生；引进工商资本投资开发竹林旅游、竹林农家

乐等，拓展和丰富旅游新业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通过对全县毛竹产业发展进行科学合理布局，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3.3加强服务引导，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3.3.1建立毛竹产业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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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自律、品牌建设、协作互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毛竹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合作，聘请省级专家参与竹产业发展规划的决策咨询和指导。全面落实责任林技术员制度，建立干部联系示

范基地、示范户制度，扩大技术传播面。培养乡土专家，形成完整的多元化的技术传播体系，促进竹林科学管理。 

3.3.2改善经营理念。 

培育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毛竹企业。引导毛竹企业改变原有的粗放经营方式，提高对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认识，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环保要求，推动创新发展和技术革新。深入挖掘竹文化内涵，融入畲族民间文化，

开展特色文化节与毛竹文化相融合，发展农家乐、生态养生、休闲旅游等多种乡村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3.3.3加强科技推广。 

在毛竹基地建设方面，要转变重竹轻笋观念，引导竹农改变单一竹材生产为笋竹两用经营模式；培育大径竹基地，发展竹

园林下经济，提高竹园单产效益。在毛竹加工环节要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防治污染，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

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重视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原料的利用率。 

4 结论 

通过本论文的写作，笔者了解到，我国毛竹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毛竹产业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其发展前景广阔，具有显

著的经济效益。但是，毛竹产业作为传统产业，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遇到了发展瓶颈。如何突破瓶颈成了众多林

农、竹农所面临的问题。 

笔者认为，景宁县乃至其他县的竹农，在突破瓶颈的转型升级过程中，都要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景宁县的优势

资源，强化部门协作，破解环保瓶颈制约，科学谋划毛竹产业发展，完善扶持政策，健全毛竹产业链，加强服务引导，提升经

营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自律、品牌建设、协作互助、信息服务，改善经营理念，培育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

毛竹企业。加强科技推广，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探索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增加林农、竹农经济收入，实现农民

增收，做大做强毛竹产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使毛竹产业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对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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