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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问题研究*

苗丰涛1，2，刘碧强2

( 1. 厦门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016)

摘要: 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分析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存在的问题，结果表

明: 国有林场生产经营水平低、社会支持较少、政府管理及政策待完善是产生林地林权有争

议、林下经济发展差、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待提高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故，从政府、社会、林场

三方面提出促进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的针对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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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林区是中国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有林场经营模式又是亚热带林区重要的森林经营

模式，因而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对中国林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学者针对国有林场经营

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林场可持续经营观念不强、资源禀赋受束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林权纠

纷、国有林场改革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1］; 指出国有林场实际处于非事非企地位，

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经营体制严重制约可持续经营［2］; 国有林场林木资源存量和质量偏低，产业结构

不合理，产品单一困扰其经营发展［3］; 国有林场位置偏远，工作条件艰苦，职工薪酬福利相对较低，

国家对林场职工的福利政策也没有很好落实到位，很难吸引并留住人才［4］; 应通过改革国有林场现有

管理体制，依法转换林场经营权并合理定价，引入外部资本发展国有林场［5］; 建议调整林种、树种结

构，转变以杉木和松木为主的资源结构，增强生物多样性; 科学界定国有林场，划分出生态林场和商品

林场，进行分类管理; 健全职工社会保障，缩小林场间、林场与其它行业间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提高林

场职工积极性［6］; 提出实现林场可持续经营，应集约化经营，应以营林为基础，发展多种类型林业业

务［7］。中国国家林业局《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 林业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森林大数据

融合程度低，互联网等现代先进技术应用不足，不能主动将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地融入林业发展任务中，

服务林农群众的手段落后; 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革刚刚展开，存在困难较多、历史包袱繁重、改革动

力不足、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滞后、社会保障薄弱、产业转型困难等问题［8］。外国学者认为，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森林可持续经营具体指标内容及其测量方式持有不同看法和见解，因而要根据地区实

际制定适合当地林业发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评测体系［9］; 研究新西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专家指出，

采用非化学手段治理森林病虫害，进行科学研究以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和侵蚀，有助于实现森林可持续

经营［10］; 研究非洲部分国家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专家指出，通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发非木材林产品生

产，发展林下经济，拓宽非木材林产品加工产业链条，可以增加就业、增收和减贫［11］。多数研究者认

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主要包含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可持续，对人力及其管理、外部社会环境等因

素重视不够，仅侧重于主要因素森林，试图将国有林场森林可持续经营等同于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忽

略了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因素对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的影响。因此，深入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进行实

地调查，研究该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系统性的解决对策，并选取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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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S 国有林场进行验证，希望研究有益于中国亚热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及其标准指标体系的制定。

1 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存在的问题

借鉴原有研究成果及调研情况，从林场可持续经营保障、森林及其状态可持续、林场生产、林场人

力资源、林场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对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12］。
1. 1 林场可持续经营保障问题
1. 1. 1 部分林地林权归属存争议

林地是森林经营与受益的基础，林地权属清晰是经营主体进行林地经营、收益和处分的先决条件。
中国南方集体林区的林地大部分归集体所有，而国有林场的林权归国有林场和国家管理。有些市县因历

史原因，存在部分林地权属、林权归属划分不清的问题，出现地方和林场争地争林的现象，甚至发生村

民围攻林场场部的恶性事件。以福建省 S 国有林场为例，其近 80%的林地是属于集体所有的，约有

13. 33 hm2 林地权属不清，存在争议，致使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1. 1. 2 经营理念滞后

尽管中国森林经营、林场管理理念不断发展，从以木材生产利用为主转变为以森林多功能开发为

主，但在林场经营现实中，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分类集约经营、近自然森林经营等理念仍不能落实，

依旧沿着以木材生产为主的老路行进，尤其是对森林经营前沿的碳汇经济、林下经济等代表林业发展方

向的理念认识不到位，仍旧处于从“砍树经济”向“看树经济”过渡阶段。
1. 2 森林及其状态可持续问题
1. 2. 1 生态多样性差

表 1 S 国有林场树种结构
Table 1 Tre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S state-owned forest farm

树种类型
面积
/hm2

比例
/%

马尾松 517. 60 12. 49
杉木 2 816. 87 67. 95
木荷 114. 27 2. 76
枫香 27. 00 0. 65
巨尾桉 3. 00 0. 07
楠木 5. 07 0. 12
栲类 1. 07 0. 03
秃杉 14. 73 0. 36
福建柏 20. 07 0. 48
柳杉 6. 27 0. 15
拟赤杨 10. 73 0. 26
毛竹 114. 40 2. 76
其它阔叶树 494. 60 11. 93
合计 4 145. 67 100. 00

说明: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 S 国
有林场生产科 ( 2016) 。

森林系统能成为最丰富的生物基因库之一，得益于森林系统树种和林

种的多样性。混交林能吸引更多的动植物生存，树种多样可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森林病虫危害，这是森林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关键所在。福建地区，

单一树种的纯针叶林森林面积很大，以 S 国有林场为例，杉木树种比例高

达 67. 95% ( 表 1) ，天然林面积较小，杉木天然林面积仅 97. 87 hm2 ; 森

林种类结构不合理，以用材林为主，生态公益林和混交林面积较小。因

此，限制了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
1. 2. 2 森林受破坏面积大

森林受破坏面积指森林遭受病虫害、牲畜啃食及人为破坏的面积。福

建省“十二五”期间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约为 0. 77‰［13］，而部分林

场森林遭受破坏面积远高于全省平均值。如 S 国有林场的成灾率高达

7%，主要是遭受松毛虫、松墨天牛、白蚁等森林病虫害，部分地区受到

野兔危害和牲畜啃食破坏。由于部分林场分布面积较大，客观上难以实现

精细管理和监控，因此在具有争议的林地或林区，出现居民盗伐林木破坏

森林的现象。
1. 3 林场生产可持续问题
1. 3. 1 林下经济发展水平低

林下经济是指利用森林下部空间进行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旅游开

发，以提高森林潜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产业。林下经济对促进林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

如，福建省适合发展林下经济的集体林地面积约为 330 万 hm2，约有 260 万 hm2 有待开发［13］。福建省
从 2013 年开始连续三年，省级财政每年拨付 3000 万元支持林下经济发展; 2016 年《福建省 “十三五”
林业发展专项规划》中指出，将林下经济作为一项富民重大工程，争取至 2020 年福建省林下经济用地

达 66. 67 万 hm2［14］。由此可看出，地方重视林下经济建设发展，但未能提出系统可行的发展规划和引

导举措，不能形成规模，且缺乏产业链支持，林下经济收益占林场总收益的比例极低，林下经济发展处

于孵育阶段。林场获取发展林下经济专项资金后，多用于林下经济用地的修整与准备，林下经济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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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实际水平很低。
1. 3. 2 森林认证与碳汇交易工作不到位

森林认证作为国际间森林规范化经营方式，是各国森林经营交流与合作的基石，是规范森林经营，

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然而，鉴于木材市场处于卖方市场，且森林认证也需投入大量的人力

和财力，故侧重于海外市场木材交易的林场会热衷于开展森林认证工作，而有些国有林场对开展森林认

证工作认识不到位，相当数量的国有林场还未开展森林认证工作。森林认证是开展森林碳汇交易的基础

和前提，个别国有林场已进行森林认证，并与相关方展开碳汇交易工作的前期协商，而相当数量国有林

场未进行森林认证，无法开展森林碳汇交易工作。很多国有林场，如 S 国有林场因未进行森林认证而未

将森林碳汇交易工作纳入林场工作计划，这无疑会降低其未来可持续经营能力。
1. 3. 3 信息化与机械化水平低

由于受技术、资金、地形、机械研发不足和林道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致使林场信息化与机械化生

产经营水平较低，加之未来继续进行定岗缩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生产压力。美国一个营林区约

需要管理森林 2 万 hm2 至 12 万 hm2，由固定 10 名职工负责造林、森林保护、林道建设及其维护工作，

其生产效率之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化与机械化经营模式。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自 1996 年以来信息

化机械化经营水平有所提高，但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截至 2016 年，很多林场在制定森林经营方案、
监控森林病害、动物危害、森林防火等方面未能建设林场信息化监测预警平台; 也未购置或租用大型育

林、采伐等机械设备，其造林、抚育、采伐、集材等工作多是依靠人力进行，如 S 国有林场近百人职工

队伍管理 4000 hm2 林地。由此可窥中外林场生产管理效率差距之大。
1. 3. 4 历史包袱沉重

国有林场依旧肩负着相当大的社会经济压力，包括因机构撤并整合而遗留的债务问题及原有未纳入

社保体系的职工养老医疗问题。在以往国有林场撤并整合过程中，国有林场系统所辖医院、学校实行归

口管理，撤并整合进卫生、教育系统，而原来所辖医院和学校机构离退休人员、遗属人员养老医疗则仍

由国有林场承担。时至今日，部分林场仍在赡养部分过世职工遗属，体现了国有林场社会担当和人文关

怀，但也增添了压力。在经济发展转型期，社会将部分本应承担的职责推给国有林场和林场职工，使林

场承担了过重负担，致使其承担过多历史包袱，掣肘其可持续经营。
1. 4 林场人力资源可持续问题
1. 4. 1 人才结构不合理

国有林场人员类型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作为事业单位属性的国有林场面临着

职工结构类型不合理问题，管理人员比例偏大，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比例较低。2015 年 6 月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国有林场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指出 “管理岗位一般不高于

单位岗位总量的 20%，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40%，森林管护等林业技能岗位一般

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35%，后勤保障、服务等一般性工勤技能岗位一般不高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5%;

承担国家林木良种基地等科研实验任务的林场，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45%，可相

应核减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比例”［15］。因此，S 国有林场响应中央和地方事业单位定岗定员暨转岗

分流工作进行减员: 生产人员减少最多，一方面是因为林场生产水平相对提高了，另一方面反映出林场

生产人员招聘和留人难; 管理人员依旧占有较大比例; 专业技术人员自 2006 年以来就一直保持 40 人，

专业人才队伍规模未能随林场的发展而壮大。这与林业发达国家从业人员高学历、专业化、专才化发展

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1. 4. 2 职工队伍建设难度大

国有林场因事业单位属性，在人才引入和发展方面严格执行事业单位人才管理规定，又因其工作地

点、工作环境及收入方面不存在明显优势，甚至存在劣势，因而在人才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林场虽然缺

乏人才，但现行事业管理体制不允许其广泛地选拔人才，很难招募到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加之工作任

务、工作收入及发展前景等因素的影响又使其很难留住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高技术工勤人员。林

场需要招聘一定量工勤人员，并必须为其办理保险，因薪资、发展前景等因素的制约，不易招到年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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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而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又因年龄大不能办理保险而不能招募。例如，福建省 2015 年城镇单位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 5. 871 9 万元，事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7. 341 4 万元，而农林业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 4. 576 4 万元［16］，林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普遍低于同等级事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工资

收入低也是制约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
1. 5 林场社会经济可持续问题
1. 5. 1 林场文化传承不足

林场多是贯彻和执行上级管理精神，对自身经营历史和组织文化建设宣传不够，未形成自身特有的

经营理念和文化，缺少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缺乏人文精神传承。由于经济压力、认识不到位等因素的

影响，林业系统和林场对林业人才奉献精神和勇攀科研高峰精神宣传不足，甚至是不到位。如南京林学

院陈岳武教授，生前绝大部分工作时间在福建省度过，从事杉木良种选育工作，主持 “杉木良种选育”
( 第一代种子园) 项目，与福建省林木种苗总站、S 国有林场、G 国有林场合作研究，使用选出的杉木

一代良种苗木造林，比一般杉木材积增产 15%～20%，其中最优家系子代良种增产 60% ～70%，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全国林业系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长期从事杉木遗传育种工作的陈岳武先生积劳成疾仍坚持工作，终年 50 岁。由于舍不下对杉木

的情谊，陈岳武先生立下遗嘱，要求将其骨灰分别葬于南京、S 国有林场、G 国有林场 3 处。但与陈岳

武先生相关的精神文化传承工作开展有待加强。
1. 5. 2 林场休闲观光产业建设滞后

国有林场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色优势，部分林场保育有珍稀树种，具备发展林场休闲旅游的

先天条件。然而资源开发不到位、交通不便和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其未进行旅游休闲观光建设或建设

滞后。据调研结果显示，除了少数林场设立森林公园外，福建省国有林场多数未开展林场旅游休闲观光

产业的相关项目。

2 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经营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经营问题利用 SWOT 方法进行原因分析，其面临挑战: 在新中国成立后，

国有林场迅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果，但因财政投入不足、林场管理政策定位不当、政策反复、法律法

规建设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致使林权界定不清、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从林

场自身看，经营弱势是林场未能积极转变经营理念: 经营观念落后，生产技术粗放，森林资源结构不合

理，林分质量不高; 经营机制僵化，缺乏与周边社区和社会交流，获得社会支持较少; 严格的事业单位

人才管理模式，加上福利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低等原因，造成林场职工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队伍素质

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林场的经营机遇是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并着手进行国有林场改革，增加财政资

金和政策支持，改善林场职工福利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林场建设，为亚热带地区国

有林场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和物质条件。林场自身优势包括森林经营的自然资源条件较好，悠久的森林经

营传统，具备发展生态观光、林下经济等朝阳产业的先天优势。可以得出: 外部发展环境不利和自身弱

势造成林场经营存在种种问题，因而应当抓住生态建设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解决或改善存在的问题。

3 对策与建议

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中林场生产、森林及其状态、可持续经营保障、林场社会经济、林

场人力资源等内容都涉及林场、政府、社会等主体，故从此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3. 1 林场层面
3. 1. 1 提升森林培育质量

国有林场存在林种、树种单一问题，极大制约林场森林培育质量，应在保护现有天然林基础上，以

培育高品质森林和改造低效林为重点，稳步提升森林培育质量。首先，各林场应重视天然林保护，严格

落实禁伐天然林管理规定，科学开展天然林、混交林经营，扩大天然林经营面积。其次，应推广苗木良

种，增加乡土树种林种经营面积和战略性林木经营面积，大力培育珍贵用材和大径材，如增加闽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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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树为代表的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面积。同时，设定禁伐区和保护区，强化林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提

高林区生物多样性。
3. 1. 2 转变林场经营理念

林场需积极学习借鉴先进森林经营理念，用 “近自然林”思想指导森林经营，转变 “砍树经济”
经营思维，追求实现林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之和最大化。继续加强和扩大与国内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单

位的交流合作，组织林场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生产人员组成考察团，学习借鉴西方林业发达国家森林

经营理念和技术。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结合林业和林场发展实际状况，创新经营管理理念，探索具有特色

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林场可持续经营管理道路。
3. 1. 3 深化人力资源开发

林场务必继续落实国家地方有关国有林场人才改革政策，优化职工结构和提高人才队伍水平。首

先，依照《国有林场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缩减管理人员规模，结合林场业务增加专业技术人才数

量。可通过业绩考核和科研岗位阶段性竞聘，置换高素质人才及增加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减少管理人员

岗位，增加森林管护和后勤保障人员，提升林场人才队伍规模和质量。其次，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技术和

技能交流，加强林场职工培训，鼓励参加林业经营管理技能竞赛，到示范性国有林场参观学习。最后，

还应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内外兼修以建设专业化高素质职工队伍。
3. 1. 4 把控林业发展趋势

林场应立足长远，把握林业工作发展趋势。首先转变不正确观念，重视开展森林认证、碳汇交易等

林业新兴工作; 森林认证是进行碳汇交易的前提，要按照森林认证标准调整经营工作和展开认证工作。
其次是通过认证后，着手开展森林碳汇交易，广泛接触潜在客户寻求合作机会; 还应借鉴开展森林认证

和碳汇交易工作模范单位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再次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一定程度上林下经济发展水平

已成为衡量森林可持续经营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申请政府补助资金，抓住林下

经济建设发展机遇; 探索发展符合自身情况的林下种植、养殖、休闲观光产业; 强化与企业合作，延长

林下经济产业链条。
3. 1. 5 健全林场文化建设

健全林场文化建设，既包含林场组织文化建设，又包含林场历史文化建设，是促进林场发展和发挥

林场社会人文价值的必由之路。林场组织文化建设可增强林场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林场职工精神

面貌; 进行林场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是指林场发掘梳理自身历史文化，通过建设林场历史文化馆或文化

长廊，宣传林场的优良传统和敬业奉献精神。结合国民林业教育需要，与林业专业学校、中小学校进行

合作，建设林业教育实践基地和林事活动体验中心，结合林场休闲观光建设逐步完善林场文化建设，并

不断提高林场文化建设水平。
3. 1. 6 探索机械化与信息化建设

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机械化育林、生产、管理的先进经验，从林场生产经营的实际出发，分阶段引

进国外林业培育、采伐设备，并联合国内机械制造单位合作研发林业机械设备。应认识到林场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性，响应国家地方进行林业信息化建设的号召，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加强林场管理经营信息平

台、执法监管平台、资源监测预警平台的建设，努力实现森林经营和灾害防控信息化，实现林场森林经

营管理升级换代。
3. 2 社会层面
3. 2. 1 尊重和维护林场权益

一是定期开展林场经营历史、林场建设成就展等图片宣传进社区的形式，增强公民对林场的认同

感; 二是培养公民牢固树立国有林场森林与林地不可侵占意识，坚决及时处理非法侵占国有林场森林与

林地案件，加强林场权益保护，增强公民对林场权益的认同与尊重。
3. 2. 2 增强国民对林场的亲近感

林业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加大对国有林场的宣传，使社会认识到国有林场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培养国民知林、爱林、助林意识，搭建林场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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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互动平台，为林业和林场可持续经营发展塑造有利大环境，促使广大国民关心和支持林场事业发展。
3. 2. 3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康养等森林新业态建设

国有林场是国家现代林业建设重要抓手，据国外林业发展规律，中国林业发展潜力较大。社会资本

参与林场建设大有可为: 一是科学规划，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 二是建立机制，为金融行业、
国有企业进入林场提供方便; 三是树立品牌，走特色精品之路。政府主导引导，林场积极建设，社会组

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做大做强森林旅游休闲产业，大力推广森林体验和康养，发展集旅游、医疗、康

养、教育、文化、扶贫于一体的林业综合服务业［17］。
3. 3 政府层面

政府强化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顶层设计，继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明晰林地产权，推广先进营林理

念，制定科学经营方案，加强林业重点工作引导等促进国有林场可持续经营。
3. 3. 1 深化国有林场改革

在国家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指导意见基础上，结合地方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意见，借鉴以往林

业、林地改革经验，合理协调国家、集体和林农利益，精确界定林地所有权归属，并保证林地林权划分

的权威性和持久性。如《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按照产权规律和林业经营特点分置三权，落

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加强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文件精神，以法律约束和

三方协商为基础，对所有权存在争议的林地进行划分，稳定林地承包权，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合作模

式。国家地方出台法律法规时，要清理过去所发布与其有抵触的条文、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并考虑延

长林地经营权周期，以林业生产经营周期为基础，采取几倍于林业生产经营周期的林地经营承包方式，

以保障经营者权益，同时提高林地经营者责任意识。深化林场改革，合理界定林场功能定位，开展分类

经营，针对生态型国有林场，将林场定性为生态事业单位，林场经营费用由财政拨付，林场职工纳入事

业单位编制，享受同等福利待遇; 针对商业型国有林场，进行林场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

制，建立林业生产经营公司，自负盈亏。按照伙伴关系理论，制定社会资本参与林场经营的政策法规，

明确权利义务。
3. 3. 2 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在国有林场进行分类经营，即在生态和商品经营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生态补偿经验制定科学的生态补

助补贴机制，增加生态型林场生态补助和财政拨款，针对商品型林场所发挥的生态效益也进行补贴。建

立森林认证和发展林下经济的规划，并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各级林业部门和财政部门继续支持和引导林

场发展林下经济外，并对林下经济经营产业链进行适当支持和补贴，完善林业经济产业服务体系，以减

少发展林下经济风险，增强林场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提高林下经济发展水平。应建立健全林下经济

资助补贴项目的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资源、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探索亚热带地区国有林场林

业金融服务新途径，制定出台地方性林业金融管理服务意见或条例，尝试引入 PPP 合作模式。
3. 3. 3 强化林业工作引导

在战略上，林业部门应努力创新和推广先进经营理念和技术，引导林场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具体

上，各级林业管理和财政部门要继续引导和支持林场进行大径材林、混交林和乡土树种经营，鼓励增加

混交林面积。将森林认证和碳汇交易列为林业发展工作重点，出台支持性政策，研究探索此类工作规则

和模式，引导培育碳汇交易林。应看到森林机械化生产管理的必然趋势，由林业部门牵头，借鉴国外机

械化营林、护林经验，除引进设备和技术外，还应尝试研制生产机械，选择林场试点，探索机械化生产

管理模式。加快林场基建及信息化建设，中国国家林业局 《林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指出加快林场

水电设施、道路、管护站点等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林业工作线上审批平台、林业数据开发和智慧决策平

台; 建设林业资源数据库和动态监管系统、智慧林区综合服务平台、智慧营造林管理系统等，为林业核

心业务提供精准信息服务和优化的解决方案［17］。
3. 3. 4 加强林业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对于林业发展壮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作用，结合林业发展制定人才建设和发展目标，有重点适

量引进顶级专家人才; 分步骤有规划地优化林业系统、林场系统人力资源结构，缩减管理人员规模，增

23 林 业 经 济 问 题 第 38 卷



加生产、科研方面专业人才数量。林业主管部门主导研究亚热带地区人才发展需求，以域内林业高校科

研单位培养为主和域外引进为辅，搭建林业生产单位与林业人才培养单位沟通桥梁。继续开展林场职工

技能竞赛等，促进人才交流与培养; 建设既能满足生产需要又能支撑林场不断发展创新的高素质林业人

才队伍。继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完善生态补偿和碳汇交易等市场机制，为职工增收奠定基础，提高其

福利水平。加强投入并善用各类资源，改善林场职工住房、办公条件。最后，还要加强省市县林业执法

队伍建设，实现森林公安“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18］目标。
3. 3. 5 处理林场历史包袱

国有林场历史包袱多是因过多承担社会责任或是经营管理不善造成。林业和财政部门应在国有林场

系统进行历史包袱排查，针对承担社会责任过重问题［19］，如养老医疗等遗留问题应由地方财政支持统

一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针对经营不善等人为因素，应当由相关管理部门查清问题，划清责任，调整管理

队伍，针对违法犯罪问题应依法进行追究，以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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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⑴ Background———Subtropical forest reg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ina，an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s an important forest management mode in subtropical forest re-
gions． Therefore，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subtropical region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 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China，a series of reforms and policy adjustmen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⑵ Methods———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the current management
status of state-owned forests and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orted out，an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were analyzed． The paper also investi-
gated the production，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 the representative S
state-owned forest farm in Fujian Province，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mall-scale survey of forest farms and recor-
de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forest farms． Through interviewing forest farm principals，forest farm staff，
forest farm neighboring residents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officials，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 so as to collect various data involved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useful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state-owned forests and state-owned forest farms，countermeasures were found
out by combining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research situation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⑶ Ｒesults———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re found:
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 of some forest land，lagging management concepts，poor ecological diversity，large
area of forest damage，low development level of under-forest economy，lack of forest certification，low level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d mechanization and heavy historical bur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theses
problems are due to insufficient financial input，inappropriate positioning of forest farm management policies，
repeated policies，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theses problems are due to the failure to actively change their business philoso-
phy，backward management concepts，extensive production technology，unreasonable forest resources struc-
ture，low forest stand quality，rigid operating mechanism，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nd society，less social support，and strict personnel management mode of institutions and so on．

⑷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investigated
is good，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hinde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society and forest farm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man-
age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Forest farms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 cultivation，change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forest farms，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control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stry，vigorously develop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improve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forest
farms，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society should respect and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orest farms，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closeness to forest farms，and encourage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est formats such as forest rehabilitation; government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increase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forestry work，build a contingent of forestry talents，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ization
of forest farms，and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forest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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