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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林业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辽宁省凌源市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

具备不可替代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但是，在凌源市现代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林业资源建设

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现代林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应通过提高林业资源总量、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吸

引专业技术人才、加强林业实用技术推广应用等措施予以解决，进一步发展凌源市林业经济，实现地方经济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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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Lingyu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has irreplace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because of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restry economy in 

Lingyuan, such as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lack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ry resources, and 

too simple modern forestry economic structure.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total amount of forestry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forestry economic structure, attracting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orestry practical technology, so a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forestry 

economy in Lingyuan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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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与社会经济状况 

1.1 气候特点 

凌源市位于辽宁省最西部，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处在暖温带向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地区的过渡

地带。凌源市年平均气温 8.3℃，流域内大于 10.0℃的

有效积温为 3324.5℃；无霜期 140d 左右；年平均降水

量 540.6mm，7—9 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60%以上，年平

均蒸发量为 1974.3mm，全年降雨集中，以干旱气候为

主。 

1.2 自然社会经济状况 

凌源市总人口 65 万，农业人口近 50 万，行政区

域总面积 3278km2，包括耕地面积 6.000 万 hm2、林

业用地面积 20.113 万 hm2。现有经济林面积 0.667 万

hm2、坡耕地 2.000 万 hm2，地方经济以农民外出打工、

农业、畜牧业和林果业为主，人均收入不足 5000 元，

属辽宁欠发达地区。 

1.3 自然植被状况 

凌源市森林覆盖率达 51.8%。凌源市南部青龙河

流域以蒙古栎等天然林为主，北部以油松人工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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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等经济林以及河岸杨柳等商品林为主。凌源市原生

经济作物种类丰富，具备发展高效经济林的优越条件。 

2 林业经济的发展意义 

凌源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

定了当地林业发展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兼顾

林业经济。首先，青龙河流域作为京津冀环首都经济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为青龙河下游涵养 1.5 亿 m3

优质水资源，大面积的天然林是保障科尔沁沙地南侵

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青龙河流域内的国家级和省级

自然保护区也是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发挥巨大生

态与社会效益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凌源

市有近 50 万农业人口，林业经济是当地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商品林木材和

经济林果实等产出、药材和森林旅游产品等获得。基

于此，凌源市需要走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即林业生

态经济协调发展，重视林业工程建设，加大退耕还林

面积，增加森林覆被率，达到增加林地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双赢的目标。通过加大经济林总量以及改善经

营方式，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

环境，发挥最大化社会与生态效益；政府实施有效的

人才措施，提升当地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有效推动林

业建设，实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3 林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林业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区域差异 

近年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人们对林业经济

的认识不断提高，从最初的以林木出材量为标准对林

分进行评价，逐渐发展到对其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及

经济价值等进行综合评价。受此影响，在凌源市北部

地区大面积油松林的经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以采

伐木材量为重要经营砍伐标准，一些偏远地块的营林

质量较差；造林过程中，以一些杨树速生林为主，凌

源市南部地区的青龙河流域大面积封山育林，相对开

展较晚。由于林木种类单一，林业产业的资源支撑严

重匮乏，造成林业产业基地质量较低，对经济效益的

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3.2 林业资源建设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 

凌源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林业资源建设和

管理方面难以吸收、保留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从事基础林业建设和管理的技术人员严重匮乏，造成

技术管理缺乏创新，林业科技贡献少之又少，这种科

技上的迟滞发展对地方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

影响，导致林业经济发展效果不尽理想。 

3.3 现代林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 

从当前的林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高投入、高产

出的林业经济实体为数不多，林业经营水平相对较低，

一些高产出的采摘园面积及规模较小，生态有机产品

也凤毛麟角，如刘杖子葡萄等，适应本地区发展的中

草药种植产业规模较低。单一的产业结构、较低的林

产品附加值、较小的规模和较低的技术含量等，致使

凌源市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3.4 社会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目前，凌源市由财政拨款主要支撑着林业经济建

设与管理工作，其他社会化林业发展建设筹资机制和

路径不够发达。如果政府对林业经济建设投入资金有

所变化，就会导致林业建设受到较大影响。另外，在

林业建设和管理方面，广大民众缺乏较高的参与热情，

社会资金筹措方面渠道有限，一些中小型林业经济建

设工程没有充分吸引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 

4 促进凌源市林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4.1 提高林业资源总量 

森林资源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不断提

高林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使地区林业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要想提高林业资源总量，

应尊重自然规律，开发原生的经济林树种资源，从树

种的选择、培育、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逐步改善，加

强幼林、中龄林阶段的经营管理，提高树木的存活率

和保存率；对林地及湿地加大生态修复力度，逐步扩

大林业资源发展空间；根据不同的地域特征，发展森

林生态旅游，进一步解决林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提升经济效益；利用互联网和媒体等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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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保护和宣传与青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的

绿色品牌，不断提高林业品牌的影响力，从而缓解地

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4.2 优化林业经济结构 

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发展林业第一产业的

力度，利用得天独厚的大面积坡耕地资源及立地条件

较好的荒山大力发展山杏、大扁杏、山枣、大枣、文

冠果、核桃、板栗和榛子等经济林。同时，应用嫁接

技术，改接山杏、山枣为大扁杏、大枣，进一步优化

经济林品种结构，完成对一些适宜地块的山杏改接“优

一系”等高产大扁杏、山枣改接“凌枣”等优良品种，

并加强技术管理，加大施肥、灌水、修枝、修树盘和

病虫害防治等管理力度，进行集约化经营，提高产量

及产值；发挥专业合作社等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葡

萄等鲜果冷库储存设施等，达到鲜果反季节销售，增

加产品附加值；培育经济林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延

长产业链条，增加林产品附加值，如“开口杏核”、

大扁杏“精选杏仁”、“杏仁露”生产、山楂卷、果

脯生产和罐头生产等，不断扩大经济林规模。 

4.3 吸引专业技术人才 

受凌源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凌源市专业

技术人才远远不足，政府部门应制定地区相关优惠政

策，吸引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一些林业科研与实用

技术领军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发展空

间，做到吸引来、留得下、有干头、有奔头。 

4.4 加强林业实用技术推广应用，促进林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一方面，建设苹果、葡萄等生态采摘园，达到果

品无公害有机生产，结合开发旅游资源，重点掌握几

项措施。一是筛选、栽植优良品种，如苹果富士系列

的寒富，夏黑、提子、巨峰等葡萄品种。二是秋施农

家肥，可发挥许多优势。首先，施肥挖沟后使部分根

系断根，次年断根处更易萌发大量不定根，使植物更

易于吸收养分、水肥等，使植物生长量增大，更利于

下一年形成更多花芽，促进结实。其次，施加有机肥

有利于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量，使土壤

持水性提高，增加植物抗旱和抗逆性，提高结实效果。

三是因凌源市常年干旱，降雨量不均衡，安装微喷灌

设施，可节省水量，使作物灌溉均匀，提高灌溉效率，

保证作物正常生长。四是病虫害防治使用高效、低毒

的天然除虫菊、波尔多液等有机类农药；利用物理措

施，趋避、覆盖、杀除有害生物，保证产品有机无公

害；其他如搭建防雹网，使用引诱剂诱杀害虫，整合

地域性旅游资源建设生态采摘园、生态康养景观园等，

对采摘园建设发挥不同作用。 

另一方面，发展林下经济。新植经济林的初果期

以前，科学利用林间光照、水肥状况、植物根系分布

等的不同，进行立体多层次栽培，获得最大干物质生

长量。可进行林药间作、林草间作，提高产出效益

70%～80%，达到土地最大综合生长量。其栽培模式

为经济林树种（乔木或灌木）+草本或灌木间作，如

栽植薄皮核桃需要四五年，大扁杏三四年，大枣、桃

等栽植后 2a 内林下可间作经营豆类、中草药等经济作

物。中草药品种可选择如黄耆［Stragalusmembranaceus

（Fisch.）Bunge.］、防风［Saposh-nikoviadivaricata

（Turcz.）］、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穿山薯蓣

（DioscoreanipponicaMakino）等多种药用植物。豆科

植物还具有固氮功能，可改良土壤结构。间作种植的

经济作物主要考虑其不同作物生长的经济周期，如紫

花苜蓿 1a 或更长，黄耆、穿山薯蓣等两三年，也有一

些品种可多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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