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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林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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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工林面积和蓄积连续４０年稳步增长，森林恢复成效显著。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
推进人工林建设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取得的成功经验。通过分析历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中国人工林

发展尚存在现有林质量较低、生态稳定性弱、资源保护压力增大、可造林绿化地数量多难度大、森林抚育任务

艰巨等不足，并从人工林建设的思路、体制、管理、落实和科技支撑五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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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恢
复和重建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林木产品、增加森林

碳汇、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

我国历来重视人工林资源培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人工林资源持续大幅增长，森林恢复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１　我国人工林发展状况
１１　人工林基本内涵

人工林，顾名思义，指的是通过人工措施形成

的森林。根据《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

人工林即指由植苗（包括植苗、分殖、扦插）、直播

（穴播或条播）或飞播方式形成，包括人工林采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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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抚育而形成的森林。人工林是一种人为痕迹

非常明显的植被类型，其经营目的明确，树种选择、

空间配置及其造林技术措施都是按照人们的要求

来安排的。

根据《造林技术规程》，我国造林方式主要包

括人工造林（更新）、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 ３
种［２］，近年来我国营造林面积还包括退化林修

复。人工林受人类种植经营、利用活动和自然条

件的影响程度大，其数量、质量和资源消长变化

状况是林业发展政策和人工林培育措施最直接

的反映。

１２　我国人工林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经济建设需要木材

所限，坚持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思想占主体，重砍轻

造，造林绿化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限［３］。

２０世纪中期，虽然倡导大力造林、普遍护林，但
是人们对森林重要性认识不足，森林资源依然遭受

了一定程度破坏，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未能得到有

效落实，人工林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造林绿化作为社会主义

建设的一项重大内容，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速

推进人工林建设，并取得显著成绩［４］。对北方自然

灾害严重地区以营造防护林为主；南方自然条件优

越的山区以栽培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广大平原农

区普遍开展平原造林和水系绿化；人烟稀少的山区

和偏远地区实行飞机播种造林；城镇、矿区、校园、

营区和“四旁”隙地，发动全民义务植树和部门（单

位、系统）造林绿化。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８６％提高到２１６６％，人工林保存面积
达６９３３万ｈｍ２，居世界首位［５］。

１３　我国人工林资源现状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２０８亿ｈｍ２，其中人工
林面积６９３３万ｈｍ２，占有林地面积３６％，占国土面
积７２２％；人工林蓄积２４８３亿 ｍ３，占森林蓄积的
１７％［６］。对比分析多期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全

国人工林保存面积和蓄积都实现了连续４０年稳步
快速增长（图１）。比较第二次清查至第八次清查结
果，人工林保存面积增加了 ４７１４万 ｈｍ２，增长了
２１３倍，同期人工林蓄积增长了约５倍［７］。

图１　我国森林资源历次清查结果人工林面积蓄积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１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ｂｙ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

　　从全国分布情况来看，人工林面积较多（占全
国面积５％以上）的省（区），有广西、广东、湖南、四
川、云南、福建，６省（区）人工林面积、蓄积合计均占
全国的４２％。广西人工林面积最大，占全国的９％；
福建人工林蓄积最多，占全国的１０％。从人工林优

势树种（组）组成来看，面积排名前１０位的优势树
种（组）为杉木、杨树、桉树、落叶松、马尾松、油松、

柏木、湿地松、刺槐、栎类，面积合计３４３９万 ｈｍ２，
占人工林面积的 ７３％；蓄积合计 １８５２亿 ｍ３，占
人工林蓄积的７５％。从人工林的林种结构来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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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林４７０７万ｈｍ２，占６８％；经济林１９８５万ｈｍ２，
占２９％；竹林２４１万 ｈｍ２，占３％。人工乔木林中，
用材林和防护林比重较大，分别占 ５８１％和
３８２％（表１）。

表１　人工乔木林按林种统计表
Ｔａｂ１Ａｒｂｏ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ｙ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林种结构 防护林 特用林 用材林 薪炭林

面积／万ｈｍ２ １８００ １４７ ２７３４ ２６

蓄积／亿ｍ３ ８４０ ０８７ １５５２ ００４

１４　经验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政策法

规，推进林业“三大改革”［８］，实施系列生态建设重

大工程，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扎实推进部

门绿化和社会造林，统筹协调城市和乡村绿化，促

进了人工林资源的快速发展。主要经验为：

１）立法促进。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提出“林业建设实行以营

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

用的方针。”要求“大力植树造林，不断增加森林覆

盖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国家和各级革命委员会”，

要按照规定制定规划，“限期完成造林绿化任务”。

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次年，国务院颁布《关

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将群众性

植树活动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１９９８年，
修订后的《森林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植树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地区提高森林

覆盖率的奋斗目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

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

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

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还规定，铁路公路两旁、江

河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有关主管单位因地制

宜地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

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由各该单位负责造

林。森林法、全国人大把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明确

为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定责任，赋予各部门（单位、系

统），乃至适龄公民个人的法定义务。

２）改革推进。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１９８１年颁布《关于保
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造林保

护和国土绿化工作普遍得到加强。１９８２年，中央召
开林业“三定”（即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

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会议。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召开全国林

业工作会议，提出把改善生态状况、加强生态建设、

维护生态安全作为林业建设目标，确立了以生态建

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２００８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２００９年，召开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提出了林业改革
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由此开启全面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由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到分

户承包经营山林，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做到权、

责、利相统一，极大地激发了集体及个私组织培育

森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破解了农村林业发展

难题，为集体林区国土绿化注入了不竭动力。通过

改革，承包经营户不仅享有山林的权利，而且担负

着造林、育林、护林的责任，有助于把发展森林资源

真正落实到经营主体、落实到山头地块。从２００９年
起，对良种、造林、抚育等实行中央财政补贴，并可

兑现到实施者个人，实现社会面上特别是个人造

林、抚育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历史性突破。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２０８６亿元，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约４８０亿元。
３）工程带动。１９７８年我国启动实施了“三北防

护林工程”。１９９８年又相继启动实施了“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长江、珠江、沿海、平原、太行山、林业血防等系

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
代，南方十二省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灭荒”造林工

程。林业重点工程造林占全国荒山荒地造林的比

重，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不足２０％，提高到近
１０年平均每年占６０％左右。大工程带动大造林，实
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奠定了我国以工

程造林为主，部门、社会及个体造林为辅的造林绿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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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整体

进入到巩固、发展、提升的新阶段，实施成效进一步

显现，完善了造林绿化治理结构，增加了森林植被、

提升了森林质量效益。三北工程实施４０年来，累计
造林保存面积２９１８５万ｈｍ２，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１９７７年的 ５０５％增加到 １３０２％，森林蓄积量由
７２亿ｍ３增加到２０９８亿 ｍ３［９］。退耕还林工程累
计完成造林０３亿ｈｍ２（４４７亿亩），工程区森林覆
盖率平均提高３６个百分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实施１６年来，累计完成工程造林８１６３６万 ｈｍ２，工
程区风沙危害程度有所减弱［１０］。长江等流域防护

林建设工程启动以来，完成工程造林面积２６２４８９
万ｈｍ２，大江大河流于水土流失状况明显减轻，沿海
地区对台风、风暴潮的防护能力进一步增强［１１］。平

原地区防护林体系日臻完善，人民生产条件和城市

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４）全社会参与。义务植树是全社会参与植树
造林、建设生态文明最直接的形式。１９７９年２月，
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 ３月 １２日为中国植树节。
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系统、从政府到民间、从

团体到个人，在城市和乡村，适龄公民以各种方式

履行植树义务。中国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已成

为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浩

大、影响最深远的一项群众性运动。３７年来，全国
适龄公民累计 １５５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 ７０５亿
株（含折算），推动国土绿化取得巨大成就。同时，

各地积极推行“身边增绿”，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创建活动，不仅让森林上山，更让

森林进城，极大地改善了城乡面貌和人居环境［１２］。

“十二五”期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４０２２％，比“十一五”提升２个百分点；绿地率达
３６２９％，提升２１个百分点。全国城市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１３５ｍ３。随着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
“四旁”绿化，美丽村屯建设方兴未艾，房前屋后见

缝插绿、田间地头造林增绿蔚然成风，一大批乡村

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美丽

乡村。

我国人工林的发展得到了党中央和国际社会

的高度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参加首都义
务植树活动时强调：长期以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广

泛参与、积极行动下，我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成为

新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ＦＡＯ
２０１０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
上森林面积增长最多的国家。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植树造林和森林自然扩展使其
每年森林总面积实现净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近

年来在无林地上实施了大面积造林”。认为“进入

新世纪以来，亚洲地区森林面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净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大

规模植树造林。”

２　人工林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现有人工林质量较低

一是林分结构单一。人工林的林龄结构以中

幼龄林为主。中幼龄林面积 ３３８１万 ｈｍ２，占
７２％；蓄积量 １２８４亿 ｍ３，占 ５２％。近成过熟林
面积仅占人工乔木林的２８％。树种组成简单，人
工乔木林按优势树种（组）分，面积比例排名前十

位的优势树种（组）面积合计３４３９万 ｈｍ２，占人工
乔木林面积的 ７３％；蓄积合计 １８５２亿 ｍ３，占人
工乔木林蓄积的７５％。二是单位蓄积量不高。我
国森林单位蓄积量总体不高，每公倾８９７９ｍ３，其
中天然林 １０４６２ｍ３，人工林 ５２７６ｍ３。根据第八
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经综合评价，森林质量指数

０６０，其中天然林 ０６２，人工林 ０５６。人工林质
量整体低于天然林。

２２　生态稳定性较差
我国人工林多为同龄纯林，结构功能单一，生

态系统简单，稳定性较差，抵御灾害能力较弱［１３］。

人工乔木林中，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面积比

例为５８∶５∶３７，针叶林所占比重大于阔叶林，针阔
混交林比重极小。１１７９％的人工林遭受过不同程
度的各种灾害。其中，中度受害和重度受害的比例

达到了４６％以上（图２）。人工林生态功能等级为
好的面积仅占０１７％，中等的面积占５２２６％，等级
为差的高达 ４７５７％。人工林生态功能指数为
０４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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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人工林受灾程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ｅｄ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２３　资源保护压力增大
随着天然林保护不断加强，森林采伐由天然林

向人工林快速转变，人工林资源消耗压力越来越

大。据第八次清查，人工林采伐消耗１５５亿ｍ３，较
上一期增加３２２１万ｍ３，人工林采伐量占全国森林
采伐量的比例达到４６４９％。对比分析近几期清查
结果，人工林消耗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图３）。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全面实施，人工林资源的

木材供给压力进一步加大。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全

国“十三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２５４亿 ｍ３，其中
人工林承担２０５亿ｍ３，占８０７１％。

图３　人工林采伐量占森林采伐量比重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３Ｒａｔｉｏｔｒｅｎｄ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ｔｏｔｏｔ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ｃｕｔｔｉｎｇ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一些地区森

林和林地资源消耗日趋增加。第八次森林资源连

续清查期间，全国平均每年违规侵占林地面积１３３
万ｈｍ２（２００万亩）。此外，每年尚有森林火灾、森林
病虫害发生及自然灾害威胁，全国每年新造林４００
多万公顷需要管护以确保成活、成林，还有退化林

要修复。巩固造林成果，保护好现有林的任务十分

繁重。

２４　可造林绿化地数量大难度亦大
经过几十年大规模持续推进造林绿化，我国可

造林地的结构和分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据统计，

全国３９５８万ｈｍ２宜林地，６７％分布在华北、西北干
旱半干旱地区，１２％分布在南方岩溶石漠化地区，这
些地区自然立地条件差，造林成林越来越困难，成

本越来越高。此外，还有１０００多万公顷可用于城
乡造林绿化的非规划林地、近１０００万 ｈｍ２需要恢
复植被的废弃矿山用地等。这些既是造林绿化的

拓展空间，也是重点和难点所在。

还要看到，当前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造林

绿化用工难、成本高等问题日益凸显；良种壮苗发

展与需求差距较大，特别是珍贵树种、观赏树种良

种壮苗跟不上营造林需求；造林难度越来越大，困

难立地造林绿化的关键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制

约造林绿化事业发展和人工林资源培育的体制机

制障碍也亟待进一步破除。

２５　森林抚育任务艰巨
森林抚育是保障造林成活、成林、成材的关键

措施［１４］。全国现有中幼龄林面积１０６亿 ｈｍ２，每
年还新增幼龄林２６０万ｈｍ２。其中有一半多正处于
快速生长、剧烈竞争阶段，由于初植密度普遍偏大，

急需加强抚育经营。否则，将错过最佳抚育时机，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按照我国的气候条件和现

行经营水平，从幼中龄林到成熟林阶段至少需要抚

育３～５次。按最少抚育３次测算，总的抚育任务量
将达到５０多亿亩次，其中人工林约３０多亿亩次。
２００９年以来，各地以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政策为
契机，加大工作力度，有效减少了森林抚育的历史

欠账。但是，出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还有大面积中幼龄林急需抚育。这也正是增加资

源总量、提升森林质量的巨大潜力所在。

３　人工林发展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文明

建设和推进国土绿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林业改革发展、提高森林质量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社会各界对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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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更加关注，绿水青山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追

求。这些都推动着我国国土绿化和人工林资源培

育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着力推进国土

绿化，营造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人工林，确保我国

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绿色产业

快速发展，唯有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不断深

化林业改革开放，把林业发展推向新阶段。

３１　革新思路
转变观念革新思路，要从栽树转变到生态修

复。造林绿化既抓面又更加突出抓点，既抓造林绿

化又更加注重抓紧抓实森林抚育经营，做到造育并

举、量质并重更加突出提升森林质量和效益。新建

森林的同时抓好现有林的保护。

３２　创新体制
森林资源是林业发展之本，造林绿化是培育森

林资源之基，重塑营造林管理体系是实现林业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造林绿化、森林经营要实行更

加开放的政策，使之成为社会资本最具吸引力的投

资领域。不断创新营造林组织形式，鼓励专业队、

公司、大户造林经营，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国

土绿化。

３３　科学管理
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化祖国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引，积极推进可持续造林，

倡导科学培育、按需经营森林。客观审视现行森林采

伐管理制度，与发展不协调、不给力的管理框框应当

下决心打破，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培育、创新利用森林

资源的助推器，而不是桎梏。加强相关标准规范建

设，实行营造林全过程质量管理。探索新型监管方

式，做到服务与监管并重，讲求质量效益。

３４　着力落实
“着力”一词的含义是尽力、用力，集中注意力、

致力。用这个词，意在“要造、要育、要保护”，三者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一个不能缺，

意志不能移。按照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的战略安排，综合考虑当前林业发展

水平和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需求等

因素，国家局提出了森林面积、蓄积稳步增加，区域

分布更加合理，林种树种结构趋于优化，森林质量

效益显著提高，及其到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５年、２０５０年的

目标和任务。为实现目标，国家局分别于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在内蒙古、江西和青海召开现场工作会，作
出了整体部署、系统安排。关键是义无反顾、务实

全面地抓好落实。

３５　强化科技
勇于吸收和使用国内外的先进育林技术，大力

推进营造混交林、复层林、异龄林，培育健康稳定的

人工林生态系统。与时俱进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标

准规范，确保技术标准全覆盖和管理规范的时代

性，提升造林绿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更加注重

基层管理队伍建设，重视专业施工队伍培养。组织

科研院校开展困难立地造林、人工林近自然化经

营、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重大技术课题攻关，并培

养一大批森林培育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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