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
度的建立，山林经营者的林权意识逐建增强，如不妥善处理好林
权纠纷，会直接影响到林区的稳定和安全，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
件，给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维稳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因此，必
须及时找到林权纠纷的成因并做出调处，才能确保林区稳定、社
会安定。

一、林权纠纷的成因分析

（一）林权纠纷的历史原因
我国在1952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也是在土地改

革期间为林区的百姓颁发了土地证，做出了第一次明确的林权划
分，但是，由于土地改革开展于解放初期，山林多，人口少，林农
并没有对林权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政府也没有对林权的划分进行
认真的核对，造成林权的划分遗留下很多历史问题，有些问题已经
无法证实，只能长期处于争议状态下。

1．工作粗放。“三定”时期国家对山林归属进行了划分，
多数村组干部对山林划分理解不到位，指山为界、误填、重填以
及漏填的问题尤为突出。还有很多证地不符、有地无证、权属不
明、面积交叉重叠、边界模糊等问题遗留下来。村组干部在对
《林权证》进行换发时，只是简单地将旧《林权证》内容照搬到
新《林权证》上，新《林权证》标明的面积和四至界限含糊不清。

2．管理不规范。林权拥有者在将山林交付集体或转赠时只
订立口头协议，请人代管的未履行合同或协议，或者合同有争议
的，都会产生严重的林权纠纷问题。另外，在荒山拍卖、承包集
体林地、林地开发利用、集体林地更新造林中，普遍存在手续不
完备、合同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再加上签订的合同或协
议上，只简单标明了林地的面积和四至，并没有附图加以详细说
明或用人工界桩对其进行标明，进而产生林权纠纷。

（二）林权纠纷的利益原因
进入新时代以后，造成林权纠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利益原

因。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林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适当地放宽了林业政策，从而带动林地和林木的价值增长；近些
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各项工程建设等征地占用林地
林木情况逐渐增多，也对被征占用林地的百姓给予了一定的经济
补偿，因此引发林权纠纷的问题。

（三）林权纠纷的人为原因
林权纠纷的人为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争族山、扩

大山林面积、改变山林凭证、伪造山权证据以及与国有林场争山
等。其中，争族山一般发生在宗族势力聚集地，这些地方的居民
多为不同宗族的后代，普遍人丁兴旺，并且以山林为主要经济来
源，宗族之间的林权纠纷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改革时期被分配出
去的族山，经常会出现宗族之间的大范围争斗，严重时会发展为
械斗，人员伤亡情况比较严重，造成十分不好的社会影响。

（四）林权纠纷的管理原因
林权纠纷的管理原因一方面是林木的管理问题，包括历史遗

留问题和现有的管理问题，一方面是山林经营者的管理不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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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界采伐或者造林等，另外，在山林的交界处还经常会出现林
木权属不清的问题，对林木的收益分成造成影响。林地林木的管理
问题主要以历史遗留问题为主，通常是土地改革时期，“四固定”
时期，“三定”时期遗留的管理不善问题，造成大量的山林权属划
分不清晰，从而引发林权纠纷问题。

二、林权纠纷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构建完善的林权纠纷调处体系
由于林权纠纷问题的成因较多，涉及的内容又比较杂乱，所

以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林权纠纷问题，县人民政府应该在现有的
政策制度下，逐步构建完善林权纠纷调处体系，以此来增加对林
权纠纷的调处力度。首先，县人民政府应该构建一套层次分明的
调处体系，并分别设立县、乡、村级调处部门，分别负责自己管
辖范围内的林权纠纷问题。同时，各级调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
的调处功能，积极走入基层，了解林权情况，及时发现林权纠纷
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二）规范林权纠纷的调处程序
林权纠纷多数为比较复杂的问题，取证困难，容易出现后

续的纠纷问题。因此，山林的管理部门应该制定规范的林权纠纷
调处程序，在出现山林纠纷问题的时候，需要对林权的划分进行
深入的调查，多方走访找到林权纠纷的主要原因，并积极听取林
权纠纷双方的主张，审查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以此判断林权纠
纷的性质，并且明确事实，尽量减少林权纠纷的影响，缩小影响
范围，在林权确定以后可以对纠纷双方进行现场调处，明确山林
的界限划分。对于一些林权争议较大，林权纠纷时间比较长的问
题，调处人员要分别认真地听取纠纷双方的实际诉求，找到纠纷
双方的矛盾点，然后根据事实进行调处工作，在调处过程中要阻
止争斗的再次进行，防止矛盾激增，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提升调处人员的业务能力
林权纠纷调处人员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着调处的效果和效

率，为此，山林管理部门应该在调处工作的开展中，不断提升调
处人员的业务能力。首先，要定期组织调处人员参加相关的培训
工作，通过系统的培训提高调处人员对林权法律法规的掌握程
度，熟悉相关的政策以及地方法规等，在调处工作中能够占据主
动性；其次，要不断培养调处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培养调处人员
的职业道德，让调处人员能够尽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务，能够认真
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的为百姓解决现实问题；最后，调处人
员在招聘过程中要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吸引社会上更多具有高
品质、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参与到调处工作当中，以此打造一支
高质量、高素养的调处队伍，保证调处工作的高效开展。

（四）合理运用调处方法
林权纠纷的调处人员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处时，需要合理

地使用调处方法才能达到调处的目的。调处人员在调处林权纠纷
时要严格按照林权纠纷的调处流程进行，实现当地受理、分级管
辖、尽快进入调处流程，以防矛盾升级，造成更加恶劣的争斗事
件。通常情况下，林权纠纷刚刚出现时，纠纷双方的情绪都会比



较激动，容易出现过激行为等，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处人员对调处
局面进行全面的掌控，先安抚纠纷双方的情绪，在慢慢对纠纷的
原因尽心了解，循序渐进的深入矛盾核心，逐渐化解矛盾双方的
矛盾点，及时解决林权纠纷问题。同时，调处人员要公平、公正、
公开的调处林权纠纷的问题，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开展调处
工作，保证调处工作顺利进行。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权纠纷问题层出不穷，纠纷成因复杂多变，调
处十分困难。为此，山林管理部门要积极了解林权纠纷的主要成
因，并采取有效的对策积极开展调处工作，不断提升林权纠纷的
调处效率与能力，推动山林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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