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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耕还林工程是党中央国务
院总揽全局, 从炎黄子孙可持续

繁荣富强的高度作出的伟大决

策, 是治理生态环境、带动农业和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经

济可持续稳定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保

证,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非凡

气势, 也为林业发展带来了重大

机遇。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 温家宝总理再次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必须/扎实

搞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

保护、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等重

点生态工程0。这项投资之多、规
模之大、效益之广在全世界绝无

仅有的浩大工程继续如火如荼的

展开。

然而, 由于退耕地区主要是

山区,也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

当地农民主要靠耕地生活, 退耕

后的人地矛盾和收入问题更加突

出,加之地方政府和当地百姓希

望借退耕还林的大好契机脱贫致

富的愿望迫切, 发展经济林以在

较短时期内就产生效益而直接增

加政府财政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

的优势促使地方的积极性很高,

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林在退耕还林

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忽视, 对经济

林在退耕还林中的从属地位不很

理解, 导致一些地方经济林比重

明显超标, 一些地方发展经济林

的积极性反而超过了发展生态

林, 导致经济林多, 防护林、生态

公益林少, 一些地方经济林的比

例甚至已经超过了 50% , /国家要

生态, 农民要经济0的矛盾比较突

出,甚至部分学者也从保证退耕

还林切实可行的角度重新提出生

态林 80%的比例是否过高的问

题。因此, 强调经济林在退耕还

林中的从属地位非常必要。

 一、经济林的从属地位是

由退耕还林的目的决定的

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生态工

程,根本目的是恢复或重建生态

系统, 恢复或重建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环境基础。我国的退耕

还林工程是在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生态灾害不断加剧、环境经济

负担越来越重、生产生活环境遭

到严重威胁的大背景下开始的,

正是因为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

遭到了破坏或正在遭到破坏, 才

需要进行退耕还林, 没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 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就依旧没有保障。

虽然退耕还林工程遵循/逐
步改善退耕还林者的生活条件0

的原则, 但退耕还林工程最主要

的是注重生态效益, 强调生态优

先。虽然应当切实兼顾经济效

益, 但经济林、用材林、薪炭林等

只有在确保生态林主体地位不受

影响的条件下才能适当发展, 只

有在坚持生态效益主体目标和生

态林主体地位不动摇的条件下才

能适当发展,以真正实现/生态退
耕0。退耕还林的主要目的是生

态效益, 是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 而不是眼前的直接经济

利益。退耕还林需要实现的是国

家以粮食换生态的目标, 生态目

标的实现始终是第一位的。

退耕还林以恢复或重建生态

系统为目的, 以生态地理条件和

植物生物学习性为基础, 强调植

被的自然恢复和自然演替, 强调

森林类型和动植物种类的多样

性, 强调封山育林、减少人畜干

扰, 强调多层多种、疏密自然、层

次丰富、高低错落,注重乔灌草相

结合、深根性植物与浅根性植物

相结合、喜光植物与喜荫植物相

结合、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相结

合, 避免物种单一、树龄一致、规

则排列,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

展生物多样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

生态效益。而所有这些, 都是单

纯的经济林不容易实现甚至是无

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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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林的生态服务功

能决定了经济林在退耕还林

中的从属地位

生态服务功能是指自然生态

系统及其物种共同支撑和维持人

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 包含气体

管理、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分

管理、水分供给、侵蚀控制和层积

物保持、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废

弃物处理、传粉、生物控制、庇护

(栖息地)、食物生产、原材料、遗

传资源、休闲、文化等共 17 类。

与天然林、生态林相比, 经济林的

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脆弱, 处于次

要地位。在生态功能上, 经济林

无法与天然林、生态林相比, 更不

能代替天然林、生态林。主要原

因包括:

(1) 经济林生物多样性水平

低。经济林林地里树种少、层次

少,多数情况下是只有一种主要

树种,甚至是一种品种, 很多情况

下林下没有其它小乔木、灌木,在

全锄垦林地里, 甚至杂草都很少

生长, 整个林子是/ 壳青青0的/空

心林0, 病虫害防治难度大, 化肥

农药残留多, 土壤结构受到破坏,

土壤有机质少,林内动物种类少,

土壤生物种类少, 群落自然演替

受到严重影响,群落稳定性差,不

论是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

性, 还是物种多样性或遗传 (基

因) 多样性水平都远远比不上天

然林和生态林。

( 2) 经济林稳定性相对较差。

林地稳定是林地发挥良好生态效

益的基本前提, 林地稳定性可以

用林地保存率和林地平均年龄两

项指标进行初步评价, 林地保存

率越高、平均年龄越长, 林地就越

稳定, 生态效益就越好。葛宏立

等对全国 16个省区市经济林林

地稳定性的研究表明, 经济林的

平均保存率为 6614% , 而作为比

较的其它有林地(用材林、防护林

等)的平均保存率为 86. 6% ,前者

比后者低 20个百分点,说明了经

济林的更替速度大于其它有林

地,稳定性较差, 因而生态效益也

较差。在对该 16 个省区市 1990

~ 1994 和1995~ 1999两期森林资

源连清样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后,葛宏立等得出的结论是,前期

经济林平均年龄为 11. 62年,而其

它有林地(用材林、防护林等)平

均年龄为 22. 85年,后期经济林平

均年龄为 11. 59年,而其它有林地

(用材林、防护林等 )平均年龄为

24107年,经济林的平均年龄大大

低于其它有林地的平均年龄, 说

明林地变更快, 稳定性差。

不仅如此, 经济林更替时的

砍伐和重新开垦对环境的影响不

可忽视, 由于林地不断更替而始

终占一定比例的幼年经济林的生

态效益也相对较差。研究表明,

不同森林类型涵养水源的能力不

同: 近成熟人工林林分平均为

1384. 94 吨/公顷, 幼龄人工林为

490. 53 吨/公顷, 相差 177. 80%;

不同森林类型的防蚀保土功能不

同:在 1. 4毫米/分钟(共 3分钟)

和5. 3毫米/分钟(共 3分钟)两个

雨强的模拟条件下, 近成熟人工

林林地土壤流失量比幼龄林低

32. 44%和 140. 76%。

( 3) 经济林水土保持功能弱。

刘剑斌对杉木林水源涵养功能的

研究发现, 天然杉阔混交林和天

然杉木林的林下植被持水量分别

是杉木人工林的 7. 0和 8. 1倍,林

下枯枝落叶层持水量分别是杉木

人工林的 7. 8和 7. 2倍。杉阔天

然混交林、天然杉木林和杉木人

工林林分总持水量分别为 2520.

02 吨/公顷、2148. 15 吨/公顷和

1810. 48 吨/公顷, 说明天然林涵

养水源能力明显高于人工林。李

德生等研究表明, 林下植被对降

水的吸附量为灌丛草地> 刺槐林

> 柿子林> 板栗林, 林下枯枝落

叶物对降水的吸附作用明显表现

为刺槐林> 灌丛草地> 柿子林>

板栗林。

不同森林类型涵养水源的能

力不同:天然林平均为 1332. 98吨

/公顷,人工林为 709. 86吨/公顷,

相差 87. 78% ;不同森林类型的防

蚀保土功能不同:在 1. 4 毫米/分

钟(共 3分钟)和 5. 3 毫米/分钟

(共 3分钟)两个雨强的模拟条件

下,林地土壤的产流时间天然林

比人工林平均延长 1. 55倍和 0.

41 倍, 泥沙流失量少 29168% 和
130. 0%。邓新华等的研究表明,

湖南天然林一次最大涵养水源量

为 1326. 51吨/公顷, 比人工林大

87. 67%。石培礼等对川西天然林

的研究表明, 就天然林的三大效

益而言,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分别占总价值的 77. 51%、

17. 10%和 5139%, 这反映了天然

林生态系统极明显的生态功能。

与经济林相比,天然林、生态林具

有较优化的树种组成和层次结

构,生物多样性丰富, 林地枯落物

多, 根群系统复杂, 新陈代谢旺

盛,有机质对林地土壤改良作用

大,水土保持能力更强。

 三、我国经济林的现状决
定了经济林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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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主要经济林栽培树

种200多个,直接产品、原料产品

1 000余种。到 2002年底,全国经

济林面积已达 2 800万公顷, 并还

在以年均 13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

增加, 在全国 16. 55%的森林覆盖

率中, 经济林已占 2. 11%。2001

年果品产量 6 700万吨, 2002年 6

900万吨, 总产值 2 000 亿元。年

出口干鲜果品、工业原料、木本油

料等各类经济林产品 100多万吨,

创汇 4716亿美元。由国家林业局
命名的 / 中国名特优经济林之

乡0、/全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基地0
共300多个,全国经济林产品流通

市场近万个, 经济林产品加工企

业1 万多个, 贮藏保鲜企业达 10

万个,一些经济林主产区, 每年都

要举办如经贸洽谈会、订货会、交

易会、新闻发布会、产品推介会等

以当地经济林产品为主题的各种

全国性节会经贸活动。

显然, 我国经济林产品需要

解决的已经不是数量问题, 而是

质量问题。经济林产品质量普遍

较低,没有价格优势,而且质量还

在继续下降, 价格还在继续下滑,

大路水果面积占经济林总面积

50%以上, 名特优经济林面积只

占经济林总面积的 18. 3% , 除少

数种类外, 基本进不了香港和国

外市场, 优质果品率不到果品总

量的 10% , 达到出口标准的高档

果品不足总产量的 5% ,市场果品

过剩,而实质上是劣质果品过剩。

全国形势是: 低效林多, 高效林

少; 大路品种多, 名特优新品种、

加工品种和错季型水果品种少;

产业化程度低,经不起市场风浪;

加工贮藏技术能力弱, 如我国平

均贮藏保鲜率为 13. 5% , 平均加

工率 11%,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加

工率已达到 50%左右; 全国板栗

平均亩产 25 公斤, 仅仅为美国、

伊朗等国的 1/ 8。

总体上说, 经济林产品的国

内竞争都已经很激烈, 数量扩张

的空间已经很小。经济林的发展

方向应该是充分发挥传统名特优

产品和独特加工工艺的不可替代

性, 控制数量, 提高质量, 调整结

构, 培育良种, 发展名牌, 注重保

鲜加工, 扩大标准化生产。这是

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更是提高

生态效益的要求。大量发展经济

林, 起不到退耕还林的生态效果,

甚至可能还会对生态环境构成新

的威胁。在生态环境脆弱迫切需

要退耕还林的地区, 必须把生态

效益摆在第一位, 严格控制营造

生态效益差的经济林树种。对于

生态效益较好的经济林树种, 则

需要尽可能延长其平均年龄, 保

持其稳定性, 或者通过转变经营

方式, 将其逐步转变成生态林。

 四、经济林的从属地位早

就已经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

针中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

林业发展的决定6指出: / 林业是
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

业,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

给的重要任务0, /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迫切要求我国林业有一个

大转变0, /林业正经历着由以木

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历史性转变0, /林业不仅要满足
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的多样化需

求,更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

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 生态需求

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0,

林业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生态效益

优先0的基本方针。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
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6中

指出, 退耕还林要/坚持生态效益

优先,兼顾农民吃饭、增收以及地

方经济发展0, /坚持生态建设与
生态保护并重,采取综合措施,制

止边治理边破坏问题0, /坚持尊

重自然规律, 科学选择树种0, /坚
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0

在国务院发布的5退耕还林

条例6中, 第五条 (三)规定, 退耕

还林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

宜, 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 综合治

理0的原则;第四条规定: /退耕还
林必须坚持生态优先0; 第二十三

条更是明确规定: /退耕土地还林

营造的生态林面积, 以县为单位

核算, 不得低于退耕土地还林面

积的 80%0。

所有这些都是在充分论证和

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强

调了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 明确了林业的性质,明

确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极其

重要性, 牢牢确立了林业的生态

优先地位, 牢牢确立了生态林在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主导地位。不

论在任何情况下, 经济林在退耕

还林中的地位都不可能是主导

的、主要的, 而必须是从属的、次

要的。

(下转第13页)

)11)王树东:浅析竹业发展与打造竹产业循环经济



党的十六大提出: /必须把可

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0。

林业宏观战略研究的重要成果是

提出了三生态理论。/改善生态
环境,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

全0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

林业的主导需求, 而作为林业重

要组成部分的竹业, 更具为这一

需求施展作为的空间, 实现竹业

循环经济是这一作为的载体。

在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

长,社会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绩

面前, 新一届中央领导保持清醒

头脑, 求真务实, 适时地提出: 坚

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 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 树立科学发展观这一具有

前瞻性、针对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的理论。同时采取了系列措施纠

正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体制创新不够, 科技创新能力

不强,在发展国民经济中, 各类资

源能源消耗过大, 一些方面很不

协调。据有关方面报道: 一些发

达国家为每提高一个单位劳动生

产率所投入的科技与资源占有的

比例为 4B1,而我国是 1B4,该问题

表现在我国林业与竹业方面尤为

突出,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且到

了应着力解决的时候。而打造竹

产业循环经济是一条有效途径。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通过体

制、科技创新, 使资源能源和物化

劳动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 在

以产业链与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形

成循环经济, 简言之,使资源能源

变废为宝进而达到社会经济统筹

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同时, 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活

空间。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竹业的长

足发展, 为一批企业完成了原始

积累, 造就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的旺盛需求。一些企业从家庭作

坊式的生产步入了机械化、半机

械化的相对规模化生产阶段, 为

循环经济奠定了基础, 近几年的

思想解放, 尤其是体制、科技、政

策等方面的不断创新为竹产业循

环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前提条

件。打造竹产业循环经济, 有着

巨大的现实空间, 既有精神需求

又有利益驱动, 以竹材加工利用

为例, 其利用率仅占 40%, 有 60%

的剩余物被废弃, 或作为锅炉燃

料烧掉。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成功地进

行局部的竹材加工剩余物的再加

工利用, 如利用竹材加工的三剩

物制备竹炭、活性炭, 萃取高品质

竹醋液, 精制醋粉,进而深加工成

药品、保健品等多方面的尝试,并

取得了成功, 有的用竹叶提取竹

叶黄酮等系列有效成分, 有的运

用生物方法对膨化分离竹原纤维

后的多种有效成分, 合成食品、饲

料添加剂, 进行全竹利用, 在十大

产品系列中至少有 50%初具循环

经济的运作。目前, 已出现一些

循环经济苗头和实例, 起到了榜

样的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竹产

业循环经济注入强大发展动力,

竹业的综合创新能力的增强为循

环经济提供了前提条件。但要推

动与发展竹产业循环经济, 还必

须做到政府搭台: 制定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企业唱戏: 一些上规模的重点企

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实行专业

化分工协作;科研支撑: 科研与教

学单位组织联合攻关, 为企业解

决那些阻碍循环经济发展的共性

技术及难点技术问题, 促进竹产

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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