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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林业统计制定相应的开发政策及手段，保证林业资源
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这样不仅有助于地方的经济增
长，而且也是社会效益的重要控制手段。目前的林业统计可分为
目测统计技术、抽样统计技术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统计方式等，并
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各种其他的应用技术形式也在不断
地融入，其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而综合技术逐渐显现其自身的
行业优势。

一、林业统计的基本情况分析
我国的林业统计从宏观到微观分为三类，第一类统计包括

国家对林业的宏观统计判断，以便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未
来发展纲要政策，是维护国家战略储备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数据基础，同时宏观性的一类统计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的生态稳
定，是我国进行长期生态布局的重要环节。第二类的统计是区域
性的地方部门统计工作，相较于一类统计更加细化，同时也会根
据统计结果对区域性的林业进行合理利用，但是随着当前生态经
济理念的不断被关注，第二类统计必须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增长，坚决杜绝乱砍滥伐现象，同时也要保持生物界的多样
性。第三类统计是林业作业设计统计与林业经营和管理有的密切
关系，其主要是对林业的经济创收进行记录和数据更新，包括对
林木积蓄量和出材量的统计及核算。

二、当前林业统计工作的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在各行各业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随着社会

经济水平的提升，党和政府对于林业资源也尤为重视，其中的统
计工作效率也在不断提升，我国的林业统计目前是以五年为一个
循环，当前的林业统计重点放在了荒地、沙地的利用方面，不仅
对于我国的宏观林业进行了有效统计，同时还对目前现有林业中
的植物种类生长情况进行了记录，并将高大灌木的生长信息进行
了系统化录入，不断地细化工作内容，为我国后期的林业开发利
用做好铺垫，但是目前的林业统计工作所面临的细节较多，工作
繁重且繁琐，因此技术推行效率不高，还有较大可提升空间。

三、林业统计过程中的主要技术类型
目测统计技术具有一定的误差性，主要是要求相关工作人员

对林业资源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利用工具及仪
器对树木种类进行统计，以及树木数量进行测量评估。目测统计
技术需要工作人员对于植物的生长特性、树木的生长规律以及当
地的生态环境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并能熟练运用目测统计技术进
行小班统计及抽样统计。抽样统计技术在林业资源统计所有技术
中较为常见，在目前仍具有广泛的使用范围，抽样统计顾名思义
就是随机进行取样分析，但是需要对工作进行完善的前期准备。
首先在统计之前要先需踏勘选点，抽样选点要具有普遍性和代表
性，然后对其抽取设计。其次在抽取设计后要进行业内计算，将
统计结果转化为具体数据，并通过数据进行推演，以便于后期的
分析和利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在林业资源统
计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包括遥感技术、远程监控技术以
及GPS定位观察技术等。遥感技术是目前先进的林业资源探测技
术，通过信号源的传递进行数学计算，并能结合地理信息给出林
业资源的综合判断，具有传递性强、高精确度高等特点。

基层林业统计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    佟晓华

摘  要：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林业资源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林业是重要的物资，林业资源也是环境生物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要对林业进行合理地

开发利用，而推进林业统计则是为完善林业管理工作做好基础。本文分析林业统计的具体方法以及内容，并针对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林业管理工作

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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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层林业统计工作的优化策略
（一）推行全面林业统计监测制度
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建设生态型的国家，改变传统的粗犷

式发展模式，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林业资源
对于我国整体生态系统具有决定性作用，保护林业就是保护我国
的生态环境。但是我国地域面积广阔、林木覆盖，面积呈现多元
化分布，同时对与林业资源的统计及监测也很难做到全面执行，
因此部分地区资源遭到破坏往往是事后才会发现，即便前期做相
应保护措施，但是也无法对全区域的林业进行监管，因此建议推
行全面林业统计监测制度，通过高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实现监测
技术的不断完善，并能够更加强调我国未来的临近发展方向。

（二）扩大数据信息应用范围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现有的统计技术还不能满

足林业资源的实际需求，应该注重扩大数据信息应用范围，并从
更多的技术角度入手，为林业资源的实际发展提供支持。例如，
无人机是近些年来发展的新兴行业，具有操作简单不受空间影响
等特点，可以实施全地面的快速监测，同时无人机上可以配备相
应的遥感及摄影模块，能够快速到达监测区域，有效地提高林业
资源统计和监测效率，因此相关部门应注重无人机与高清摄像等
其他设备的联合使用，为我国的林业统计监测提供广泛对数据信
息应用平台，让林业统计数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
更有利于开发工作以及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提高统计队伍的整体专业化素质
林业统计工作本身较为繁杂，而且工作环境较为艰苦，为了

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要不断进行工作经验积累，因此在人才
选拔上要注重其吃苦耐劳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另外，随着当前
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模式并不能满足当前林业统
计工作的需求，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队伍综合素质，还要进行定
期专业化技能培训，尤其注重互联网以及相关产业知识的教育，
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只有考核通过并获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人
员才可从事林业统计工作。通过多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
质，为我国的林业统计工作做好铺垫，也同时做好相应的人才储
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林业统计工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应该注重结合区域性的自然地貌，并探索技术及工作方法的创
新，以此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从而有效保护林业资源，
也为林业资源的后续开发做好数据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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