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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林场的生态化建设,不仅能够实现空气环境的净化,同时能够为自然生态提供稳定基础,防

止水土流失。因此林业部门需要针对长远发展形成针对国有林场的生态绿化管护工作,来针对性开展科

学的管控措施体系建设,保证林场树木能够健康成长,保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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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purification of air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vide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natural ecology and prevent soil erosion. Therefore, 

forestry departments need to form ecological greening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work for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view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o as to carry out targeted and scientific control measures system 

construction,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rees in forest farms and ensu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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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的生态化建设是我国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绿化发展的质量直接关系着森林生态整体环境以及自然生

态可持续发展水准。伴随着社会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逐渐成为全社会在建设和发展当中

的公共议题。 

1 林业发展中生态保护的基本趋势和可借鉴经验 

1.1生态保护的国际社会一般经验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生态保护提出了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要求,

希望通过搭建国际组织、加强社会宣传、打造全民参与等方式,

来形成生态保护的新局面。对于国有林场的生态化建设与发展

来说,国际社会中生态保护相关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

国际社会中生态保护主要发展趋势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希望

提供过建立全球生态保护联盟方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实时

性低成本的 国际性信息交流,打造标准化行动机制,实现项目

集成、专家集成和信息集成；其二,希望建立可持续财政机制,

通过私募基金、政府原著和全球环境基金会等渠道,为生态保护

项目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其三,是借助市场保护机制,借助市

场资源来推进生态保护,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制度体系,完成市

场化的体系建设；其四,要建立社区公众参与机制,通过积极的

渠道宣传,打造外部环境的广泛支持。 后,通过新能源政策,

进行能源结构全面调整,尝试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能源管控,从而

实现高质量的生态化发展。从目前的生态保护与体制建设形式

来看,制度支持、社会参与和技术支持,是生态化建设的核心和

主要通路,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在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所采取的

一般经验。 

1.2国内林业生态建设的主要思路 

我国自建国以来确定的林业产业建设发展总体方案便是以

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为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后,党

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国内林业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林业产业的全面发展。随着发展建设,林业

产业开始由原本的单纯经济产业转型成为兼具社会公益的社会

性产业。其除了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更是我

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关键环节。伴随着社会公众对于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森林环境在国家生态保护当

中的主导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其中针对森林资源所开展的保

护和实现的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已经成为当前国家生态建设

中林业建设的核心要求。国有林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充分体现

出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的重要使命。我国目前生态

状况相对脆弱,森林生态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森林作为

陆地上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生态系统当中具有分布面积 广、类

型 为丰富、结构系统 为复杂的特点。在我国,国内绝大多数

森林均归属于国有林场系统,因此国有林场需要充分认识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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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建设发展当中的重要使命,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科学系统

建设来持续进行生态保护管理机制的转型升级,切实可行地推

进生态保护的系统化建设和管理制度完善。 

2 目前国有林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主要策略 

2.1国有林场建设管理中面临的生态困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工作高度

重视,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管理战略,来提高生态保护的力度,

使一些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出现了好转,实现了一定程度

的改善。但是从目前国内国有林场的整体环境来看,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建设仍然面临巨大的困境。其中主要问题体现在几个方

面。首先是生态环境整体相对脆弱,目前国内干旱、半干旱、高

寒、喀斯特地貌、黄土高原等地质区域占据国土面积超过百分

之六十,生态环境脆弱范围较大；其次是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不足世界一半。但

是单位GDP能耗水平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明当前中国生态环

境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其三是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以及

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生态保护法律系统,仅有

针对某一具体要素的法律。相应的未能形成保护投入,能够应用

于生态保护的资金量稀少,生态治理水平较差； 后是科技支持

能力不足,面向生态保护方面的科研力量薄弱。其中诸如生态监

测等应用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能够掌握的信息量和信息渠道

不足,无法为管理提供支撑。 

2.2国有林场生态林建设的基本方案 

生态林是我国国有林场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措施。国有

林场主要通过培育生态林的方式来推进森林抚养,以实现内部

生物多样性和林区生态均衡。目前国内较为典型的生态林建设

为行将、东北等地区。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 主要通过管

护工作人员深入管理的方式,来进行实时巡查,定点巡查,并采

用逐家逐户进行林业法律知识宣讲等方式,进行生态林保护知

识的普及工作。东北地区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主要针对山区、林

场环境开展资源恢复型建设工作。其中主要工作机制包括合理

规划森林覆盖率,确定森林覆盖总量。同时加强改善林建设,提

高林区环境的整体生产力,采用经营措施提升森林资源的整体

质量。建立以生态化标准为核心的林业经营方案,通过科学的生

态建设标准来制定的规划和实施策略。其中生绿化建设的重点

向山区倾斜,通过加大绿化工作整体力度的方式,有效提高当前

绿化档次。 

2.3国有林场生态建设的创新策略 

近年来伴随着旅游经济的 兴起,借助旅游产业发展来推进

生态建设,成为了部分国有林场在生态保护方面的重要创新策

略。从整体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的生态旅游项目主要以生态资源

要素作为核心内涵,将生态文明作为旅游基础,通过开展生态经

济和生态智慧的方式来推进系统优化和管理开发,实现游憩和

生态教育的相互结合。在地方生态旅游建设中,借助生态经济与

社会服务的相互配套方式,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新形态。

在一些生态脆弱区的旅游产业建设当中,通过搭配专业化的生

态旅游服务团队和扩大资金投入方式,能够使当地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生态建设的速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社会公众形成更为

深刻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旅游除了提供生活服务的同时

也承担生态保护教育的重要职责。目前国内国有林场生态旅游

数量逐渐增多,其中较为典型的诸如香格里拉普拉错国家公园、

丽江老君山龙潭片区、金丝厂金山玉湖片区、黎明丹霞地貌片

区、新主天然植物园、傣族龙山等,这些区域的生态林场建设拥

有强烈的民族地域风情,构成了具有独特特色且丰富多样的森

林生态化旅游新形式。 

3 现阶段国有林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存在的主要

问题 

随着系统化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发展,国有林场在生态保

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内

部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3.1生态保护管理单位体制不够明确 

目前国内大部分国有林场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政出多门且

权责不明的现象,其中地区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局、

地方林业局等都是国有林场的主要生态保护单位。同时部分管

理单位存在企业性质,缺少事业经费,同时欠缺企业自主权。政

府部门在拨款方面仅仅投入建设资金,但是在内部生产、技术投

入和管理运行方面的配套人员并未被列在事业单位编制当中,

不投入经费,所有的费用投入通常需要林业局自行承担解决,没

有有效的保障。其中林业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既需要承担较

为繁重的生产经营任务,同时还需要森林管护、森林防火、公益

林建设等相关任务形式,未能体现出事业属性,相关政策也没有

得到充分的落实。从管理机制上来,管理单位制度混乱,管理工

作权责不明,政出多门或一个部门承担多项职责情况较为常见,

导致生态保护建设方面管理问题相对突出。 

3.2员工老龄化现象严重,生态保护意识不强 

员工老龄化现象是国内国有林场的基本情况,大部分林场

在人才招聘方面缺少吸引力,无法对应往届高素质大学生群体

进行有效吸引,导致林场工作人员更多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

高的中老年群体。其中大学生比例不足5%,主要问题体现在林场

本身的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待遇不足,导致难以吸引大学生,能

够长期投身到林场建设管理的大学生群体更是少之又少。同时

林场内部人员结构不合理,其中大龄女职工数量要远高于男职

工,相应的在一些力量要求较高的工作场合中,女职工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效率相对不高。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现有的老龄化职工

也缺少必要的生态保护意识,无法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生态保护

工作当中去。 

3.3未能发展现代化的森林生态旅游经济 

生态旅游经济是近年来部分国有林场开展的生态化产业建

设,主要通过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彼此结合,来带动生态保护建

设的全面创新。但大部分国有林场并没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战

略创新,导致在实际的管理当中存在严重的落后脱节现象,无法

第一时间实现战略升级。部分林场在产业经验方面不足,无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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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理解森林生态旅游经济模式的核心价值和定义,导致生态旅

游体系建设缺乏竞争力,无法真正成为经济战略产业,无法在市

场当中获得优势。 

3.4缺乏投入生态保护建设积极性 

林场现有产业呈现为“散、小、弱、亏”。林场职工激励机

制缺乏,普遍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

饭的思想还一定程度存在。另外,部分林场所开展的建设工程是

国家项目,财政全额拨款,工资社保有保障,使得林场职工人人

都想当工程职工,但也使得林场产业发展缺乏活力。近几年尽管

林场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

是产业获利能力较弱,还没有真正形成林场木材替代性的支柱

产业。因此,对林场生态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4 强化国有林场生态保护、加强体制建设的主要

策略 

4.1进一步进行林场生态保护管理单位职责优化 

针对国有林场的生态保护建设管理在林业生态建设中的地

位、作用和所担负的任务与职能,结合相关国内外生态保护建设

经验的实施,将林场森林资源管理职能与生产经营职能分离。应

将明确对对林业局进行定性,将林业局定性为公益事业单位,行

使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职能。国有林场由林业局实行事业单

位管理体制,并交付由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实现管

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实行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定目

标、定资金、定责任的“六定”制度,强化森林管护,提高生态

功能,人员实行竞聘上岗,工资实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所需经

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全额拨款,按公益事业单位管理；另

外,将林场原先“小而全”的产业组建成公司,通过公司化的模

式进行规模化经营,规范林场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为独立法人

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通过创新经营机制,

盘活国有资产,来提高企业效益。人员实行聘用制,工资实行企

业工资制度。林场通过管护好现有森林资源、扩大新造林面积、

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繁荣林区经济,林场得发展、职工得实惠、

生态得保护目标的实现。 

4.2全面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生态保护建设管理素质 

为了使国有林场生态保护建设管护更加到位,需提高管护

人员的从业素质。本文认为,在未来的林场职工体系建设当中,

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对专业知识匮乏的工作人

员,应加强对他们的技术能力培训,提高管护人员的专业知识,

培训内容包括林业技术、森林资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等。通

过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使管护人员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

管护,有效维护国有林场绿化资源,提高林场经营水平。其次,

国有林场应主动招贤纳士,招聘技术型、管理型人才,引进高

素质林业人员,对整个林场的人员结构进行调整,提高林场现

有人员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提高国有林场绿化管护人员的整

体素质。 

4.3强化技术手段的引入应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各行业都带来

了巨大变化。为了优化国有林场绿化管护措施,有关部门在管护

工作中应合理利用高科技技术。传统的管护工作主要依靠巡林

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资源,无法确保工作的

细致程度,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将科学技术手段合理运用

在国有林场绿化管护措施中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对森林资源

进行管理和保护时,可与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合作,发现可能引

起火灾的天气时,利用无人机技术进行辅助,可及时对出现的情

况做出反应和处理,达到更好的处理效果。 

5 结论 

国有林场的生态化建设,不仅能够实现空气环境的净化,同

时能够为自然生态提供稳定基础,防止水土流失。因此林业部门

需要针对长远发展形成针对国有林场的生态绿化管护工作,来

针对性开展科学的管控措施体系建设,保证林场树木能够健康

成长,保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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