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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生态公益林禁止一切商业性采伐，并

且地方政府所给予的补偿标准相对较低，原森林经营

者整体收入将有所下降，进而降低森林经营者的经营意

愿，使森林可持续经营目标受到影响。不过，结合实际

情况来看，不同地区中森林经营者对于森林资源的依赖

性和生态公益林建设态度存在一定差异，为真正明确生

态公益林建设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影响，本文以某林业

区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某林业区内的A、B、C三个

村作为研究点，采用乡村快速参与式评估方法进行影响

评估。

一、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点基本情况

某林业区自 20世纪 80年代便开始坚持山区综合开

发战略，并在推动生态公益林持续建设的同时，大力开

发各类非木质林产品。一直以来，某林业区生态建设走

在全国各县市前列，全市森林覆盖率约为 81.93%。2021

年，某林业区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标准为 31.5 元/亩。

分别选取某林业区内的A、B、C三个村作为研究

点。三个村作为某林业区的直辖村，其内部耕地资源相

对较小，森林资源较为丰富，使得林业生产在三个村经

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比重。另外，从森林资源角度来

看，A、B、C三个村的主要森林资源分布为毛竹和竹

笋、山核桃、用材林和山核桃。同时，A村和B村内的

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较高，而C村的生态公益林占比相

对较低。

（二）研究点收入水平及结构

三个村的收入水平和结构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2021 年三个村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及结构情况

研究点
农民人均

收入/元

农业收入

/%

林业收入/%
非农业收

入/%用木材 山核桃
毛竹和竹

笋

A 9682 30.72 0 0 23.4 69.28

B 8759 35.02 0.1 19.85 13.75 64.98

C 7629 85.99 0 74.13 0 14.01

如表 1所示，三个村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30.72%、35.02%、85.99%，其中林业收入占比分别为

23.4%、33.7%、74.13%。总体来说，C村中农民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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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比较高，并且绝大多数农业收入来自于山核桃

产业。

二、生态公益林建设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影响

分析

（一）生态公益林建设对森林资源的影响

2010—2021 年某林业区森林资源量变化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0—2021 年某林业区森林资源量变化

年份
林业用地面积

/万亩

有林地面积/

万亩
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

2010 27.04 22.17 77.84 901.86

2015 27.06 23.01 79.9 946.95

2021 28.23 23.07 81.93 994.30

如表 2所示，自 2010 年以来，某林业区森林资源

量逐年增长，截至 2021 年底，某林业区森林覆盖率增

长至 81.93%，处于全国前列水平。同时，相较于 2010

年和 2015 年，2021 年森林蓄积量分别增长 5.0%和

10.3%，而某林业区自 2001 年便已开始实施生态工业林

建设，2010 年以后更是大幅度实施“退耕还林”等政

策，在区域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推动生态公益林建设与

发展。总体来说，某林业区自 2010 年起，境内生态公

益林建设对森林资源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0—2021 年某林业区森林资源结构变化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0—2021 年某林业区森林资源结构变化（单位：%）

年份 用材林 经济林 特用林 防护林

2010 48.8 22.3 10.7 18.2

2015 46.1 20.6 12.8 20.5

2021 44.7 19.6 14.2 21.5

如表 3所示，自 2010 年以来，某林业区用材林和

经济林的面积占比持续下降，而特用林和防护林的面积

则持续增长。具体表现为 2021 年用材林、经济林、特

用林以及防护林的占比分别为 48.8%、22.3%、10.7%、

18.2%， 而 在 2021 年 则 分 别 变 化 为 44.7%、19.6%、

14.2%、21.5%。总体来说，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间，以

防护林为代表性林种的防护林森林面积占比从 18.2 增

长至 20.5%，而从 2015 至 2021 年间则从 20.5 增长至

21.5%。综合分析后可知，某林业区自 2010 年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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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态公益林建设对森林林种优化调整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二）生态公益林建设对经营者收入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在林地被划归生态公益林后，森林经

营者的经营收入将会受到负面影响。为验证具体情况，

研究中分别对某林业区 3个村内 100 个农户进行问卷调

查，进而获取村民收入水平及结构变化如表 4所示。

表 4  生态公益林建设对经营者收入的影响

研究点
收入提高 影响不大 收入下降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A 3 3% 32 32% 0 0%

B 2 2% 18 18% 3 3%

C 3 3% 38 38% 1 1%

总计 8 8% 88 88% 4 4%

如表 4所示，虽然某林业区生态公益林占比持续增

加，但大部分村民却表示生态公益林建设对自身收入

影响较小。综合分析后确认，生态公益林建设一方面可

以调整农户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有地区政府的各类补助

政策支持，多方面结合整体收益损失较小，部分农户在

转型发展后还出现收入提高情况。针对收入下降进行分

析后确认主要效益损失农户为木质林产品依赖较高的农

户，而对于非木质林依赖较小的农户则基本不会出现此

种情况。

（三）生态公益林建设对经营者态度的影响

在问卷调查中还额外调查三个村村民对于生态公益

林建设意愿，进而发现有 38%的森林经营者持支持态

度；23%的森林支持者则表示无所谓；持不支持态度的

森林经营者占比为 39%。具体到三个村后，三个村的生

态公益林建设支持态度占比分别为 56%、38%、14%。

结合三个村的林业生产结构可知，生态公益林建设支持

态度与林业生产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三、生态公益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权不明

生态公益林是一种公益性质的森林，它的建设既要

由国家领导，又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共同维护；严

禁乱砍滥伐，也不准擅自更改生态公益林用途。目前，

部分企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生态公益林进行恶意

的掠夺、侵占。长期以来，我国生态公益林产权界定不

清，致使有关问题处理得比较含糊；这对于生态公益林

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造

成了非法砍伐，以及没有及时补充和培养新的树木，导

致林木量不断减少。

（二）初期维护不力

目前，我国的生态公益林建设还处于初级开发阶

段，种类较少，动物资源相对较少；由于其自身的调控

功能不强，对天然林地的补偿功能不强，其经济效益也

不高，说明其在初期投资与养护上的投入相对较少。此

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存在着

许多的监管漏洞，导致了干旱、闪电和其他自然灾害的

频繁出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为此，有关单

位应建立健全森林经营制度，聘用适当的养护人员，对

森林资源进行科学、高效的经营；大力推动生态公益林

的发展。

（三）未得到有效开发

公益林建设达一定的面积后，必须进行适当的利

用，既可以利用林地的天然资源来提高生态环境，又可

以利用其经济效益；大力发展林业，提高林业经济效

益。目前我国的公益林发展方式较为单一，无法与其他

经济林有机地融合，从而制约了公益林的社会作用。实

际上，通过整合其他经济体，可以提高公益林的经济效

益。在发展生态公益林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经济效

益，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在二次发展中，应避免

盲目地只注重经济利益，忽视了发展速度；造成可持续

发展策略的失败，不仅要把经济的资源向外部输送，而

且要强化对公益林的保护和维护。

四、生态公益林建设与发展的策略

（一）科学界定生态公益林

在生态公益林划分时，要从低到高依次来划分，要

把握好两类林比例，要把握好整个大局；强化整体规

划，根据生态公益林的选址需要进行分区划分，并根据

分区划定的成果，将用地面积和林地的比重向上级部门

报告，以确保公益林区划的合理性。

（二）保持公益林地块的稳定

由于工程建设导致了公益林地的占用，必须进行占

补平衡，因此，地方当局必须对公益林进行动态的调

控。假如在划分公益林的时候，已经实行了由下至上的

造林模式，那么，当有项目施工占用了公益林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调整。在审批或批准工程建设中，要注意林

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联系，要妥善解决

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绝不能只顾着发展，忽略

了公益林的承受性，这不仅可以促进当前的发展，而且

可以保证以后的发展。在公益林的保护工作中，必须严

格按《森林资源保护与使用计划》的规定，实行分类管

理，不要为了经济利益而任意为项目开发和改造。从生

态环保角度来看，能建设的项目才能建，不能建的项目

坚决不能建，以保证公益林地块的稳定，保证执行计划

的精确和高效。

（三）加快完善公益林补偿机制

为了建立健全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一是扩大抚育基金的来源，加大对民间资本的

扶持和指导，积极吸纳各类社会资本，从而实现了投资

和筹资的多样化。第二是要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增强森

林自身的补偿功能，确保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行科

学的管理。一旦补偿的水平提升，林农得到了实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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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林业部门的工作就会更加的顺畅，也会为林业部门

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为了使我国生态公益林的补偿

制度更加健全，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补偿，避免在同一

个区域内造成赔偿数额与劳动报酬不统一。

（四）合理经营，提高防护效益

为了改善林业经营的质量，可以对林种和区位进行

分类管理。林业经营是指在生态公益林中有国防林、自

然保护林和试验林、风景林、生态保护林、母树林、护

岸林、防风林等，是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手段，并

据此提出了生态公益林的保护与运营管理措施；明确经

营目标、经营路线、经营方向，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

由于地域的差异，生态公益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也不尽

相同，因此，应按地域划分；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要按照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和当

地经济、经济、文化等因素来确定；结合树种、林分和

生态功能类型，将生态公益林分为核心区、生态缓冲区

和保护区、相应的文物古迹区、革命地区等进行相应的

保护与开发。对那些在砍伐后很难复原的生态环境较差

的区域，要进行彻底的封闭，而在保护区以外的区域，

要进行合理的开发；例如开展森林旅游，发展林业产

业，以增加林业的整体收益。

（五）发展林业科技实现科技兴林

要实现生态公益林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必须加大

资金的投资力度，加大对森林资源的保障力度，增强森

林体系的建设；除了要大力推进森林资源的开发、林地

产权制度的改造、解决历史问题之外，最主要的是要解

决好森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要发展林业，发展科技，

大力发展科技森林。应积极研究和推广林业科技，采

取混交、间伐、人工造林等方法，以提高林分的更新水

平；要加强森林资源的管理，严格禁止开垦和取土；要

强化林业害虫的控制，增强火灾、灾害预测、紧急处置

的综合管理，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系统为依托；培养

优秀的人才，推动生态公益林健康、可持续发展；要通

过多渠道的宣传，全方位提升区域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给生态公益林保护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要针对在

生态公益林保护方面表现优异的组织或个人予以适当的

表扬和物质奖励，并通过各种平台载体进行有效正面宣

传，让这些组织或个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群众充分

参与其中，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五、结束语

从总体上来说，某林业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对森林资

源质量与数量均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民收入

中非木质林占比较高或者非农业收入占比较高，则生态

公益林建设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小；反之，则农民收入影

响较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态公益林建设支

持态度。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影响着森林可持续

经营，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维持与保护。当前人们可以通

过舆论宣传强化人们生态公益林建设的思想意识，调动

起人们的主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保护和建设生态公

益林的道路上来；通过坚持公益林生态建设理念指导实

践，就能创新思维，因地制宜地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

方式助力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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