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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必然需求,从目前国内林业经济建

设情况来看,林业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着转型所带来的内部矛盾和内部压力。对于高

质量可持续的林业经济发展来说,除了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规范进行持续升级,同时还需要从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多方面平衡出发,探索出一条发展道路,找寻到林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实现林业

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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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dema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forestry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e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ut it is also 

facing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internal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transformation. For high quality sustainable 

fore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to continue to upgrade the existing system standard, at 

the same time also need to economic benefit and ecological benefit, social benefit balance, explore a 

development road, general rules to find the fore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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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建

设,成为了社会关注度话题,林业经济作为农村基层经济形式,

在新时期的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但就目前国内林

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林业经济在种类、类型方面过于单

一、科研技术水平不足、资金投入力量欠缺、未形成面向全局

的统筹规划以及农村基层的生态环境意识相对薄弱,成为当前

困扰林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1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基层建设发展林业经济的主

要优势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被逐渐淘汰,继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化企业。林

业经济在时代背景下,同样呈现出从耗能产业向集约产业转型

的基本态势,林业经济所具有的绿色、生态、可持续特征被逐渐

体现了出来。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经济发展需求战略突破,农

业经济需要从原有的对于单纯地 种植业依赖中走出,尝试探索

多种经济形式,达到“百业兴旺”。从今年来基层经济建设以及

国内部分林区的产业转型经验来看,林业经济发展将成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助力,也成为国内基层经济新格局的核心和关

键。林业产业本身所形成的生态动态平衡和可持续,能够带动

产业供应链条的稳定,从而提供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从产业

经济层面出发,林业经济本身利用的林业资源以及所采用的

产品循环加工技术业已成熟,对于林业产品的市场供应来说,

极大地环节了链路压力,解决了以往产业环境当中蹴之奶的

供应体量紧张的问题；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持续投入,带动

了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各类型智能数控设备的产业服务,为林

业经济的生产、销售和市场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我国

传统林业在转型升级当中取得了突出的优势,其中如广西黄

冕林场、云南普洱示范区、黑龙江伊春市绿色林业等,在生态化

转型中获得了阶段性成功,为其他国有林场的林业经济发展提

供了经验和创新思路。 

2 现行林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2.1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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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业经济是农业产业支柱性经济业态之一,随着市场

化发展,林业经济在生产模式、产品以及销售方式、市场投资等

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生产模式主要是指在现

有的 产业分布上,各个林区发展都坚持以科技投入和文化建设

为中心,通过挖掘森林资源的内在潜力,尝试进行新的经济类型

的创新突破,其中林下养殖、森林旅游等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基本

态势；林业经济产品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在技术创新背景下,越来

越多新技术手段融入,提高了产品体量和整体质量,为市场提供

了更为丰富、可选择更多的优质产品；销售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主要是指在网络信息时代,电子商务销售机制成为农村基层林

业经济的重要销售形势,同时企业战略合作,互赢销售等形式也

成为了可选的产品销售形势；市场投资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表现

在地方政府以及投资市场等方面对于林业经济的青睐。 

2.2表现出多功能发展态势 

生态化建设看似是对于林业经济发展的一次严格管理,事

实上,生态化建设也成为了高质量林业经济发展的助力。基层林

业经济在发展当中,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自然和谐,其中大量的

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项目,突出体现了轮作、和谐和多功能发展。

目前国内林业经济意境经历过高速发展阶段,其所形成的格局

不再是单一经济模式,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彼此之间林业

产品的生态互补,其中绿色森林环境提供了优质的旅游经济,同

时带动了诸如林蜂、林菌等种植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2.3呈现出规模化趋势 

在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基层林业经济呈现为以家庭为主的

生产新态势,其中家庭参与种植带动了区域资源整合,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林业经济的共同发展。规模化建设的一大表现在于

共同参与下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引入,基层农村林业经济在新时

期,积极投入大面积的生产建设设施设备,极大地提高了森林产

业的生产水平,提升了经济效益,实现了林业资源的 大利用度,

以及规模化的经济效益。 

2.4形成了智能化发展态势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现阶段国内林业经济在

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产生了一定的资源整合效用。越来越多的

国有林场、基层林区在发展林业经济中,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进行相关信息的整合和处理,为林业经济在产业生产、运营和

市场推广当中提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林

业产品的市场定价的优化调整,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够较为

全面地完成市场需求的分析,针对各类产品价格波动状况进行

观察,从而确定 优的市场定价,保证林业经济在市场影响方面

具有突出优势。 

2.5产生了一定的创意营销能力 

传统林业经济依附于农业经济体制背景当中,受到卖方市

场影响深远,缺少在市场当中的议价权,导致无法形成主动性。

随着发展,现代化林业经济开始形成了独立的营销体系,能够自

主自由地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获得市场话语权,重新拥有主动

性。其中创意营销成为林业经济终端环节的创新导向,其中较为

典型的营销策略如推进合作机制,开展行业组织建设；针对发展

力较强的企业提供扶持,推动企业联合,形成产业链条；打造品

牌优势,构建品牌市场口碑,创新特色产品,增强自身的 市场影

响力。 

3 国内林业经济当前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目前我国林业经济在快速的市场发展和优势的政策环

境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优势业态,产业特色逐渐显

著。但是从生态化建设的可持续角度分出发,林业经济仍然面临

着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产

业改革和职工就业之间的双向隔阂。 

3.1生态环境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 

伴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国内政策对于林业资源

保护持续进行资源倾斜,这些优势条件保证了林业经济能够在

新的市场环境当中更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获得较为身后的

基础性保障。但是同时,在快速发展当中,这些资源倾斜也导致

了部分地区林业经济发展收到了一定的制约,其中以木材加工

企业所受到的影响 为显著。根据相关报道和统计数据现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东北地区木材加工产业发展程度 高,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但是在2015年以后,由于天然林商业采伐开发

试点工作开始后,东北地区原本的木材生产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原有的林场经营模式以及林区的产业类型与当时的政策导向存

在一定的脱节,导致原本发展迅猛的木材产业受到巨大阻碍,木

材资源无法实现有序的市场供给,传统木材加工企业被迫进行

转型。为了能够获得原料渠道,部分木材加工企业开始寻求国外

进口木材资源,导致木材加工企业在实际的产品质量、成本控制

等方面难度增高,市场价格波动起伏较大,市场环境不稳定性增

强。可以认为,产业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可持续

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林业经济

当中的推进,会导致一批以传统耗能产能为核心的企业面临巨

大的经营危机。 

3.2林业产业改革与职工就业之间的矛盾 

林业产业经济改革之后,国内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了

巨大的调整,其中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劳

动密集型的林业产业开始进行转型,逐渐放弃了单纯对于劳动

力的以来,其二是传统木材等耗能企业在改革背景下面临发展

困境,劳动力成本成为了当前企业在前期生产投入当中的重要

成本。两个方面的转变调整,使得传统林业企业只能通过裁员的

方式来进行转型升级,放弃低端产能,尝试进行技术创新。虽然

这种转型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必须经历的阵痛,是依托可持续

发展战略所作出的必然转变,但是对于企业就业职工来说,职工

的大量失业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了双向矛盾。 

4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经济产业模式的调整升级 

4.1助力打造林业经济多元产业新形态 

林下种植、林下养殖以及森林旅游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林

业经济的重点形态,也是取代传统耗能产业模式进行转型升级

的林业经济核心业态。在未来的林业经济产业模式调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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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循三产并重、多元发展、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持续推进

产业建设,实现生态化的林业经济全面升级。结合目前相关林区

的先进经验,国内林业经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业态创新。 

其一,地方可以开展林下药材种植产业模式,森林林区大部

分出在丘陵地区,所处地势坡度相对较高,传统农业种植产物如

水果、蔬菜等并不适合在林区种植生产,为了能够充分发挥林区

种植业的优势,在种植物种选择方面,依托林区生态环境和地理

气候等特色,选择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药科作物。典型的林区种

植的药物如板蓝根、金钱莲、雷公藤、草珊瑚等,都适合林区生

长,其本身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同时具有较高的经济收益。在

林业种植中,通过严格把控规模和密度,能够实现稳固土壤稳定

生态系统的优势作用。 

其二,可以针对地区环境开展林菌生产模式。林区环境氧气

充足,昼夜温差较小,同时大面积的林木遮挡,空气识读较大,光

照强度较低,十分适宜菌类植物繁育生长,其中香菇、灵芝、双

孢菇等实用菌菇符合林区种植特性,通过发展林菌生产能够实

现一定规模的经济效益,同时构建种群之间的生态平衡。 

后是森林旅游项目。森林环境是当前重要的旅游自然资

源,环境优美、氧气充足,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休闲

娱乐空间。针对森林林区环境,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独特性旅游

项目的开发,设置观光、探险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服务项目。地方

政府与地区旅游企业进行合作,应用统筹兼顾和分类管理机制,

实现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产业的全面升级,带动林业经济生态化

系统化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4.2打造林业经济新贸易形态 

互联网信息、5G等通信技术使得传统林业产品拥有了走出

国门,走向国际市场的基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林业经济需要

充分结合现代化的市场机遇,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打开多种贸

易渠道,不断实现产业经济的全面创新。 

首先,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加强了与沿线国家多边

贸易合作,实现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开拓。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为林业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极大地拓宽了林产品的进出

口渠道。其中中欧班列的开通,使得大宗商品流转更加通常,我

国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背景中,主要需要通过木材进口和林

产品出口来实现贸易。在后续的发展当中,应当积极开辟贸易港,

通过配套物流基础设施来构建连接渠道, 大限度降低进出口

贸易整体成本,减少林产品在进出口过程中的通关时间,从而对

以往面临的木材进口成本问题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国内林业传

统耗能产业能够积极作出调整,无后顾之忧地开展转型升级。 

其次,要打造新型的林业产业经济,实现高质量现代化的产

业发展。我国现有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基础保障了现代林业

发展能够遵循高质量、可持续原则推进。根据现代林业经济的

产业业态,林业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创新。其一,

林业经济在生产经营方面,需要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

机制,推进绿色林业、生态林业和智慧林业等林业模式的发展。

针对传统林业生产模式,进行产能创新,生产高附加值的林业产

品,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的林业发展提供活力；其二,要做好现

代化的相关产业规划,针对林业经济现有规模和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目标,针对森林、林业和内部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机制创新,

制定相关制度标准,妥善处理林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通过组织协调生产力、积极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融合等方式,在保证产业形态稳定的前提下,发挥林业

经济本身的社会效益,提高经济效益。 

5 结束语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产业发展的

必然需求,从目前国内林业经济建设情况来看,林业经济发展取

得了突出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着转型所带来的内部矛盾和内部

压力。依托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林业经济产业模式调整升级,既要

从产业经济模式多元化创新角度出发,注重多种产业百业兴旺

的规模体系建设,同时也要注重贸易升级,从现代化贸易视角出

发,形成现代化林业产业经济格局,打造良好的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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