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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

邓宏兼

北京中林国际林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银川　750000

摘　要：我国现代林业建设进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森林资源管理是制约现代林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森林资源受到一定的破坏与影响，所以需要对管理模式与方法进行优化。需要加

强生态林业建设，准确掌握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优化生态林业建设模式，从而全面提升林业工程质量。对新形势下森林

资源管理和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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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森林资源管理与生态林业建设概述

1. 森林资源管理

森林资源管理涉及对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的增加，森林资源的

可持续管理变得至关重要。这包括合理的伐木和森林经营实

践，以确保森林资源不被过度开发。在新时代，生态保护已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森林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

护和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减少气候变化

影响至关重要。现代森林资源管理要求森林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木材生产、水源保护、生态旅游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因此，管理策略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方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森林资源的综合效益。现代森林管理越来越强调社会参与和

共同管理。保护当地居民的权益、传统知识和森林的社会文

化价值是关键。

2. 生态林业

生态林业是一种强调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的森林

管理方法。生态林业强调修复和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以增

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弹性。这包括修复退化的森林、湿地

和草地。生态林业注重维护和增强生物多样性，以保护濒危

物种和维护生态平衡。这可以通过创建或维护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来实现。生态林业强调森林对水资源的重要性。通过森

林管理来保护和改善水质，维护水源地的生态系统功能。生

态林业追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当地社区的生计和森

林资源的长期价值。这包括非木材林产品的开发、生态旅游

和可持续的木材生产。森林资源管理和生态林业建设都强调

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性和多功能性。它们需要综合考

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因素，以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在新时代，这两个领域的合理整合和协

同发展将有助于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二、新形势下森林资源管理优化措施

1. 加强幼林抚育，做好低产林优化

提高幼林管理和抚育技术水平，确保栽植的幼树健康

生长，以及对低产林地进行评估和采取合适的改造措施，

是关键的森林资源管理策略。选择适合当地环境的树种和品

种，确保良好的起始条件。根据树种和气候条件，选择最适

合的植树季节，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幼树的成活率。定期进行

灌溉，保持土壤湿度，同时进行适当的施肥，以提供所需的

养分。实施定期的病虫害监测和管理，确保树木健康。对于

某些树种，适度修剪可以促进生长和树冠的形成。通过土壤

测试确定土壤的特性，然后施行合适的改良措施，如施加有

机肥料或矿物肥料，以提高土壤肥力。对于老化或低产的树

木，实施适当的更新计划，包括砍伐老树，重新种植年轻树

木。确保低产林地的水资源合理管理，以维护土壤湿度和防

止侵蚀。政府或相关机构可以提供奖励和补贴，以鼓励林地

所有者参与幼林抚育和改良计划。为林地所有者提供培训和

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和抚育年轻树木和改良低产

林地。与当地社区、林地所有者协作，共同制定和实施有效

的林业管理计划，以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加强采伐限额管理，依据等级开展监管

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采伐限额应建立在可持续林业

管理原则的基础上，考虑森林资源的生长速度、生态系统

的承受能力和保护需求。采伐限额的制定应综合考虑生态因



环境与发展 5 卷 11 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66

素，如栖息地保护和水资源保护，以及社会因素，如当地社

区的需求和权益。鼓励选择性采伐，避免大规模清除，以维

护森林的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确定合适的采伐周期，

以确保森林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恢复和再生。规定禁止采伐的

区域，如河流沿岸、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等，以确保这

些区域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利用卫星遥感和 GIS

技术进行监测和分析，以实时监测森林状况和变化。要求采

伐者使用数字记录，报告采伐活动的详细信息，以提高透明

度和监管能力。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和社会因素，对采伐进

行分类和等级，以确保合规采伐和保护敏感生态系统。建立

健全法律和执法体系，对非法采伐行为进行严惩，以威慑非

法伐木活动。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和举报非法采伐行为，

以增加监管的有效性。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对于跨境非法

采伐问题，以减少非法木材贸易。综合这些措施，可以确保

合规采伐、减少过度采伐和非法采伐，以实现森林资源的可

持续管理和保护。这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维护生物多

样性，并确保森林资源的长期可利用性。

3. 加强林区监察，优化基础建设

培训森林监察人员，使其具备现代监测和技术的知识

和技能，包括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等。利用

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森林覆盖变化、火灾、非法采伐等，提供

实时和高精度的数据，用于决策制定和监察。建立和维护

GIS 数据库，帮助监察人员分析和可视化森林资源信息，以

更好地理解和管理森林。确保定期巡逻森林，检查和记录任

何非法伐木、野生动植物非法捕猎和其他违规行为。使用监

控摄像头、传感器和卫星技术，远程监控关键地区，快速响

应突发事件。使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分析监测数据，以便更

好地预测和预防非法采伐和其他森林资源犯罪。建立和维护

适当的巡逻道路，使监察人员能够进入森林并进行巡逻。设

立监测站点，配备必要的设备，如监控摄像头、通讯设备和

电力供应，以支持监测和数据收集。提供监察人员可靠的通

信设备，以确保与中央指挥中心和其他监察人员之间的有效

沟通。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如林业、环保、警察和军队，共

同开展监察活动。与国际组织和邻国开展合作，特别是对于

跨境森林资源犯罪，共同应对非法采伐和木材走私。通过建

立完善的森林监察体系，采用现代技术和设备，以及强化跨

部门和国际合作，可以提高监察的效率，减少非法伐木和其

他违规行为，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保护。这有助于

维护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调控功能。

4. 完善森林资源管理方案，实现生态和谐发展

确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长远目标，明确发

展战略和路线图。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管理的核心，强调

森林的生态功能，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护、气候调节等。

明确生态修复和恢复措施，包括对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栖

息地保护和改善等。制定措施保护森林中的各种生物群落和

物种，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当地社区合作，了解他们对

森林资源的需求和关切，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与

NGO、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参与森林资源

管理，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监测体系，定期对森林资源

的状态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管理策略。依赖科

学研究和数据支持，为管理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建立健全法规体系，明确权责，规范森林资源的利用

和保护行为。确保政策和法规的有效执行，打击非法伐木和

其他违规行为。通过以上措施，可以确保森林资源得到全面

的、可持续的管理和保护。同时，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促进

了生态和谐发展，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满足了当地社区和

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这有助于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生态环境的稳健发展。

5. 优化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违规行为整治

审查和改进法律法规，确保森林资源管理制度与可持

续管理原则一致。强化执法和监管，加强对违规砍伐、非法

采伐和破坏森林的违法行为的打击。提供激励措施，奖励遵

守规定的森林资源管理者，鼓励他们采取可持续的管理措

施。综合考虑上述措施，可帮助实现森林资源的优化管理，

以确保森林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并促进生态和谐发展。这些

措施需要政府、森林所有者、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森林资源管理挑战。

三、新形势下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分析

1. 生态林业的科技性发展方向

加快智能林业管理系统的发展，利用先进的传感器技

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实现森林资源的精准监测和管

理。推动生态林业科技创新，包括生态修复技术、森林生态

系统服务估价技术等，以提高生态林业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加强基因改良研究，培育抗逆性强、高产性的林木品

种，以适应气候变化和病虫害压力增加的情况。

2. 多元开发林业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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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非木质林产品的研发和利用，包括野生果实、药材、

树脂等，以提高生态林业的经济效益和附加值。推动林下经

济的发展，通过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林下种养等多元

化经营模式，提高森林经济的综合效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交易，鼓励对生态系统服务

提供者进行经济奖励，激励其保护生态环境。

3. 生态经济林构建发展

强调生态林业的生态功能，鼓励构建生态经济林，如

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等，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

推动可持续林业经济模式的发展，建立生态经济林种植基

地，如经济林果树园、生态种植园等，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

4. 管理科学化发展趋势

建立科学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包括精细化管理、智

能化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以提高森林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水平。推进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包括林业信息化管

理系统、数字化监测平台等，实现对森林资源全生命周期的

全面管理和监控。强调政策与法规的科学制定和执行，建立

健全的森林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生态林业发展的

政策支持和监督。

四、结束语

综合上述分析，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包括科技性发展、

多元开发林业经济价值、生态经济林构建发展以及管理科学

化发展趋势。这些方向有助于提高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能

力，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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