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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大力发展，森林保护区试点经

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进而在储备计

划与基地建设方面都有了丰富的经验，为项目的继续实

施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不仅起到

保护林木资源的作用，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态平

衡，也为林业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路径。

一、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凯里市国家储备林项概述

凯里市申报国储林建设项目，建设面积 27万亩，

涉及 11镇 4街 282 村，总投资 23.3929 亿元，拟贷款

18.4 亿元，自筹资金 4.49919 亿元。主要实施内容为营

造林工程、基础实施建设、林下经济建设、科技支撑体

系建设，分三期同步实施，其中第一期建设面积 5万

亩，通过直贷融资方式实施，总投资 3.1929 亿元，贷

款 2.4 亿元，自筹资金 7929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营造林

工程 50000 亩（其中集约人工林栽培 1000 亩，现有林

改培 43000 亩，中幼林抚育 6000 亩）、基础设施建设、

林下经济建设（林下养鸡 5000 亩）、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等；第二期建设面积为 11万亩，通过PPP模式实施，总

投资 10.1 亿元，已通过银行授信 8亿元，自筹资金均为

2.1 亿元。分两个阶段实施，本阶段建设面积 56000 亩，

建设内容包括营造林工程 50000 亩（集约人工林栽培

1000 亩，现有林改培 43000 亩，中幼林抚育 6000 亩），

林下经济面积共 6000 亩，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新建林区道

路 40km、作业步道 40km、生物隔离带 20km、种苗基地

150 亩、信息采集设备 7套、数据库系统 1套、标示牌

143 块、车辆 3台。项目建设涉及碧波镇、大风洞镇、凯

棠镇、龙场镇、炉山镇、旁海镇、湾水镇，共 7个镇。

第三期建设面积为 11万亩，通过PPP模式实施，总投资

10.1 亿元，拟贷款 8亿元，自筹资金均为 2.1 亿元。

在省、州、市林业主管及相关部门的大力关心、支

持和指导下，项目顺利完成了可研报告和实施方案编

制、评审、批复工作，获得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授

信和贷款金额 10.4 亿元，于 2020 年底落地实施，完成林

木收储 50000 亩，实施营造林工程面积 20700 亩，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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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种植面积 1200 亩。

（二）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地理位置

凯里市位于贵州省东部，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西北部，清水江上游，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其地理

位置在东经 107° 40′ 58″～ 108° 12′ 9″，北纬

26° 24′ 13″～ 26° 48′ 11″之间。东西长 51.76km，

南北宽 44.30km。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 4.30%。东邻台

江、雷山两县，南接麻江、丹寨两县，西界福泉市、北

接黄平县。苗岭山脉东段北麓，横跨黔中山原和黔东中

低山丘陵两大区。是湘、桂、黔三省区的结合部，区位

条件优越，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是贵州东部具有承东

启西的优越区位，位置迎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中心

城市。

二、凯里市国家储备林规划设计原则

关于国家储备林的定义，我国的《国家储备林树种

目录》和《国家储备林划定办法（试行）》等两项国家

管理办法都具有相关条件。国家储备林是指在《国家储

备林树种目录》收录、启用、轮换等，有相应规模体量

及种植潜力的珍稀树种，且干径较大的活立木资源。此

外，根据《国家储备林划定办法（试行）》的规定，国家

储备林项目应满足储备林规模限制、林地选择、林分选

择、林龄选择、生长发育和储备林划界等要求。

（一）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充分把握地方资源特色，掌握林业发展条件，因地

制宜地科学规划布局国家储备林项目。通过集约人工林

栽培、现有林改培、中幼林抚育等措施，集中连片建设

国家储备林，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优质的乡土树种和珍

贵树种大径材，提高森林质量，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

林农收入。

（二）结构合理、科学培育

针对不同立地条件，在《国家储备林树种目录》中

选择适生乡土树种，以优质乔木为主，合理配置珍贵用

材树种、一般用材树种以及林下经济种植品种。倡导混

交与复合种植模式，兼顾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经营。

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采用先进的林业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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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约化、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提高国家

储备林建设的科技含量和经营水平。

（三）注重科技、确保质量

结合科技研究成果，应用当地优良种质资源，选用

具有优良性状的品种及生长健壮、抗逆性强的苗木，不

但可以提高造林成活率，而且可以减少幼林的抚育工

作。为了使森林整体有较强的抗灾能力减少由病、虫等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选用良种特别是生产周期较

长、又为无性繁殖的树种时应尽量避免种类过分单一，

确保苗木质量和造林质量。

（四）林业增效、振兴乡村

项目建设以储备林为主线，以人工新造、现有林改

造培育与中幼林抚育为重点，在扩大森林面积的基础

上，优化森林资源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林业“双

增”目标实现进程，提升林业生态建设水平。同时，项

目建设应考虑到当地林农利益，将木材储备与林农增收

紧密结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项目在生态建

设、改善民生领域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五）完善机制、保障权益

强化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制度，制定项目管理实施

细则，出台制定标准规程，规范项目管理。建立第三方

评估监测机制，提高基地建设效益和效率，完善基地采

伐等配套政策，依法保障投资主体权益和收益。

三、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凯里市国家储备林的建设中如若资金的不足，直接

制约着项目的发展进程，项目资本成本的来源是社会对

资本的干预和国家财政支出。这些资金的用途还主要包

括幼苗的初期培育到后期的运营和建设。一般来说，这

些融资方式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政府出台相

应的政策进行指导，可以改善一些成绩。但是对于大规

模的储备林，政府也依旧很难提供支持，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资金的融资，但融资流程复杂，融资难度

大，贷款资金缓慢等问题将给地方政府部门维持所需资

金带来巨大挑战。同时，凯里市国家储备林的建设过程

中会面临许多技术问题，如保护区的规划、林业的培育

技术、林业采伐的出现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储

备林的规划条件和经营标准在后期得不到严格执行，导

致很大一部分种植面积不符合要求。对所出现的结果以

及准确性就会非常的差，而储备林的建设中所需要各方

面技术是保证林木成活的关键措施。

对储备林的经营管理需要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规划，

维持稳定的林木资源，保持合理的森林结构。并且凯里

市国家储备林的建设还需要相应的管理机制，迄今为止

国家所展开的林业项目以及出台的制度非常的单一，

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规范性，当进行储备林的计划下达

时，虽然各地都进行了储备林的计划，但规定过后，缺

乏政策性的补助以及对管理制度的缺失，导致后期的管

理不足，就会有乱砍滥伐等问题出现，影响了树木的生

长与生产，如果工作人员对保护区不重视，很容易造成

项目的滞后。储备林建设中的管理办法也不是很完善，

进行项目建设中没有制定可行的验收制度，导致项目建

设的质量与预期的目标不相符。所以在明确目标的建设

下，进行合理的责任分工以及组织保障制度，这样才能

够顺利的推进项目的实施。

四、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现状及风险要点

分析

（一）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现状

1.储备林建设意识不强。自国家储备林建设工程实施

以来，我国的储备林建设发展缓慢。甚至在一些地区，

对储备林建设的监管不到位，相关数据更新不及时，基

础资料陈旧以至于影响了储备林建设地区的准确性和今

后的管理工作。

2.储备林建设过程中的条件和标准要求不严格。《国

家储备林划定办法（试行）》对凯里市国家储备林建设的

条件和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但部分地区在实施过程中

并未严格遵循发展条件和要求，而不符合储备林要求的

土地被纳入储备林建设用地，导致划定的区域大多为生

长量不合格，龄组不合格，林分选择不合格。

3.地区没及时落实跟进储备林建设发展的后续工作。

任务分配给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明确了建设目标，明

确了建设任务。但是，由于指定后的相关后续管理工

作，部分地区政府对实施热情不高，部分地区政府还存

在管理不足、建设效果不稳定等问题。因此导致储备林

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速度缓慢，甚至没有显著成效。

4.储备林建设速度无法满足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

在近几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调查过程中可以发现，社会对

木材的消费正在增加。我国虽然大力发展储备林建设，

但建设速度不能满足木材消费需求，建设与消费发展不

平衡。虽然我国大力发展储备林建设，但是建设速度无

法满足对木材消耗的需求量，因此建设与消费发展不平

衡。这样的结果会影响到储备林建设数据的更新，导致

建设积极性的丧失。

（二）凯里市国家储备林项目风险关键点

1.项目用地。项目不包括征地拆迁，项目范围内的土

地和树木需要转让，移交手续由实施组织办理，移交费

用由项目公司承担。

2.自担经营性收入风险。使用者付费来源分三部

分，林木销售受树种生长的影响，是否能够达到销售的

条件，各年采伐量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林下

的经济收入来自于在林下物种种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林下栽培的各种产品的适宜性和经济性。项目跟踪需要

提前研究，不能仅凭实施方案提供的资料对投资行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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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责任。在设计项目的回报机制，政府需要解释林木

销售的细节，但林下经济和种苗基地的收入由社会资本

方自担风险，约占总收入的 15%，对项目经济效益影响

较大。

3.工程建设工期长。项目实施内容相对简单，但种苗

达到市场条件仍需较长时间。实际达到销售回款阶段需

要八年，建设资金存入时间较长，建设周期长对项目整

体经济效益影响较大。

4.项目融资。本项目在PPP模式框架下实施，合法、

合规性完全。作为国家政策扶持项目，容易被金融机构

认可。但接受项目市场化的用户比例较高。金融机构要

求项目公司股东承担项目还款余额，补充信用增级和融

资担保。

5.政府贴息和补助奖励。各种政策都在鼓励储备林的

建设，并在国家和省级提供补贴和贴息。要提前落实各

地区的补贴政策，及各类奖励的可落地性。

五、加强国家储备林建设，引领现代林业高质

量发展的方法

（一）创新国家储备林的经营模式

一直以来，政府在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应该负责所有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因此，政府

部门决策和实施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国家储备林建设的效

率。同时，政府不仅要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更要做一个

好的管理者。要有效防范和严格控制建设中的风险，这

就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国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因为

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政

府应该加快管理模式的创新。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加强

政府对相关企业的支持，并结合两者的优势通过市场化

操作，这不仅赋予储备林经济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提高

森林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二）提高建设积极性

由于我国储备林的建设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存在着

起步晚、群众认知度不高、发展相对缓慢等问题。由于

人民群众对加强储备林建设工程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

对配合相关工作以及参与该项目的建设都没有很高的积

极性，有些人甚至存在严重的排斥心理，影响了储备林

建设的进程。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国家储备林的建设需

要非常严格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具有

较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多种

方式纠正人们对国家储备林建设的错误认识，提高人们

的建设积极性，从而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国家储

备林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三）改革制度，增加资金投入

国家储备林建设可以提高相关地区的经济效益，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该项目，有

必要对其相关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由于组织结构的变

化，改革制度也将发生变化。政府人员要把眼光放得更

长远一些，不能再像以往只顾着经济利益而无视生态效

益。过去，由于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管理

和监督体系不完善，投资也有限。而且，国家储备林的

建设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投入的资金不仅不会马

上回笼，而且还需要很大的投入量。因此，政府需要对

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增加项目的资金投入，使其能更好

地开展和运行下去。

（四）对于种植林木的挑选必须因地制宜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森林资源种类繁多，不

同的树木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为了促进林业生态的

发展，必须合理定位林业资源，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

势，解决我国林业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为了防止病

虫害的发生，应采取一些有效的防治措施，保护森林资

源的树种和林木，从而达到建设国家储备林的目的。

六、结束语

国家储备林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加强国家储备林建设，不仅可以维护木材和生态安

全，促进林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从根本上加强森林防

护功能，使其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可以促进树

种的培育，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而提高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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