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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苗木供需分析 

（一）全国苗木供需总体情况回顾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绿化的形势与任务的转变，以

及耕地保护政策的逐步落实，全国苗木生产正处于“优化整合、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全国育苗面积、苗木产量以及苗木需

求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统计，2022 年全国育苗面积约为 112 万

公顷，年可出圃苗木（可供造林用苗量）约为 287 亿株，苗木实际使

用量为 95 亿株，相比 2020 年分别减少了 20%、22%和 26%。全国苗

木供应总量过剩、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常规“大路货”

低端苗木存圃量较大，严重滞销；而优质苗木如珍贵乡土树种苗木、

抗逆性强的树种苗木、油茶等木本油料良种苗木，以及用于城乡绿化

的大规格苗木、全冠苗等高质量苗木供不应求。 

2016-2022 年全国育苗面积及苗木供需趋势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全国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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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苗木供需趋势 

表 1 全国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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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红叶石楠 
苗高

30~50cm 
0.20-0.50 梭梭 1 年生 0.06-0.20 

油松 2-1 1.00-3.00 刺槐 1-0 0.18-1.00 

红松 2-2 0.50-3.00 杨 1-0、1-1 0.50-3.00 

云杉 
苗高

20~25cm 
1.80-2.80 金叶女贞 

苗高

30~50cm 
0.25-0.55 

樟子松 
苗高 

80~150cm 
5.00-21.00 海棠 

地径 

4~8cm 

120.00-160.

00 

杉木 
苗高

60~120cm 
3.00-6.00 山杏 1 年生 0.50-1.30 

侧柏 2 年生 2.00-5.00 榆树 
苗高 

80~250cm 
1.50-5.00 

桉 
苗高

15~25cm 
0.50-0.80 国槐 

胸径 

3~6cm 
15.00-55.00 

红花檵木 
苗高

40~120cm 

25.00-100.0

0 
木荷 

苗高

30~50cm 
0.40-2.00 

油茶 
2 年生 

嫁接苗 
2.90-4.50 沙棘 1~3 年生 0.10-3.00 

注：苗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表示苗木在原地的年龄，第二个数字表示第一次移植后培育的

年数，以短横线间隔，以此类推；各数字之和为苗木年龄，称几年生。如：1-0 表示 1 年生，未移植；2-2

表示 4 年生，移植一次，移植后继续培育 2 年。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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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2026 年度全国苗木需求预测 

“十四五”以来，我国苗木供需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土

绿化和生态治理理念看，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科学造林绿化明

确了要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要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

种，做到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从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重

点看，北方特别是“三北”地区以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

战役、全面开展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持续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重

大工程为重点；南方特别是南方集体林区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促进森林资源提质增效为重点。这就要求苗木生产要做出相应调整以

适应新变化。 

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结合当前全国苗木生产和使用现状，预计

2024-2026 年我国苗木供需将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1.全国苗木需求量将稳中有升。随着“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的推进和《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十

四五”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等政

策的带动，预计 2024 年全国造林苗木需求量为 100 亿株左右，较 2023

年增加 5%左右；2025-2026 年年均全国苗木需求量将增至 110 亿株

左右。抗逆性强的生态修复用苗、2 年生以上油茶良种苗、珍贵乡土

树种和经济林树种苗木的需求量将明显增加。 

2.苗木供需结构性矛盾将逐步得到缓解。近年来，随着《“十四

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等规划的逐步落实和耕地保护政策的深入实施，苗木产业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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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预计 2024-2026 年，全国育苗面积及苗

木产量将持续下降，苗木产量大、需求少的“大路货”树种、同质化

和低质苗木将逐步被市场淘汰，苗木过剩趋势将逐渐缓和，产业结构

将进一步优化，林木种苗产业将逐渐走出低迷，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 

3.对苗木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绿化的形势与

任务的深刻转变推动着市场对苗木质量要求的提升。《林草种苗振兴

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国主要造林树

种良种使用率达到 75%以上，2023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良种使用

率纳入林长制考核指标。预计未来三年，良种苗、轻基质容器苗等高

质量苗木的需求量将持续增大。 

 

在分析苗木供需整体发展的新趋势和变化的同时，重点工程和重

点产业用苗的供需情况要重点关注，特别是“三北”工程建设和油茶

产业发展更是重中之重。 

----在“三北”工程建设方面。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

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要突出治

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三北”地区地域辽阔，是我国

林草植被最稀少、生态环境最脆弱、生态产品最短缺的地区，防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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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又是一个长期的生态工程与历史任务，因此对“三北”工程相关用

苗的长期需求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三北”工程规划范围包括了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775 个县（市、区、旗）。据了解，2023-2030 年，

需要开展综合治理的沙化土地面积为 5200 多万亩，非沙化土地上需

要造林种草的面积约 5400 万亩。预计 2024-2026 年，“三北”工程

苗木需求量会有所上升，年均需苗量在 18.5 亿株左右，其中乔木树

种苗木约 10 亿株、灌木树种苗木约 8.5 亿株。从当前“三北”工程

区苗木生产供应情况来看，耐干旱、耐盐碱、耐瘠薄等抗逆性强的树

种苗木供应不足，如吉林省的云杉、樟子松、红松和油松，内蒙古自

治区的梭梭，陕西省的山桃和刺槐等“三北”工程使用量较大的苗木，

均在 2023 年供给严重不足。预计 2024-2026 年，油松、云杉、樟子

松、梭梭、杨、山杏、榆树、沙棘、柠条锦鸡儿等“三北”工程的主

要树种苗木的需求量将会持续上升。 

----在油茶产业发展方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

实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油茶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2022 年底，

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加快油茶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2023-2025

年要完成新增油茶种植 1917 万亩、改造低产林 1275.9 万亩，确保到

2025 年全国油茶种植面积能达到 9000 万亩以上、茶油产能达到 200

万吨。根据油茶产业发展任务测算，预计 2024-2025 年年均需要油茶

2 年生以上良种嫁接苗约 7-8 亿株。据统计，目前全国油茶苗木产量



6 

 

为 8.65 亿株，其中可供下年造林用苗量 6.03 亿株。预计 2024 年 2 年

生以上油茶良种嫁接苗供应严重不足，将会有 1 亿株左右的缺口；

2025-2026 年油茶苗木生产供需将逐步平衡。 

从“新华·中国（合肥）苗木价格指数”来看，油茶苗指数自

2022 年 8 月起开始回升，表明市场对相关政策的反应非常敏感，油

茶苗需求增加明显，市场预期推动指数快速持续上涨。 

2021-2023 年新华·全国油茶苗价格指数年度运行对比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2021-2023 年度新华·全国油茶苗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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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地区苗木供需分析 

（一）东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包括伊春森工、黑龙江森工集团）、吉林

省（包括吉林森工、长白森工）、辽宁省以及内蒙古森工集团、大兴

安岭林业集团所在区域。 

1. 东北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东北地区拥有优质自然资源和农林生产基地，是国家最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在保障国家北部地区生态安全、国家粮食主产区产能安全、

木材等战略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界江（河）国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相比 2021 年，2022 年东北地区育苗面积略有

下降，可供造林用苗量明显下降，苗木实际使用量有所上升，总体过

剩趋势依然明显。2016-2022 年该地区育苗面积及苗木供需趋势如下： 

 

图 4 东北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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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北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2 东北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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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红松 2-2 0.50-3.00 长白落叶松 1-1 0.10-1.00 

云杉 2-2 0.10-2.00 侧柏 1-1 0.10-0.30 

樟子松 2-2 2.00-4.00 白桦 2-0 0.20-1.50 

油松 2-1 1.00-3.00 沙棘 1~3 年生 0.10-3.00 

刺槐 1-0 0.18-1.00 蒙古栎 1-1 0.30-3.00 

兴安落叶松 1-1 0.80-1.00 柳树 1-0 0.90-4.50 

杨 1-0、1-1 0.50-3.00 辽宁杨 1-0 1.50-2.50 

水曲柳 1-0、2-0 0.15-1.50 金叶榆 2-0 0.45-0.50 

山杏 1-0 0.50-0.70 文冠果 1-0 1.00-1.50 

小黑杨 1-0、2-0 0.50-5.00 榆树 1-0 0.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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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东北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东北地区重点开展科学国土绿化、国家储备林基地、村庄绿化、

生态屏障等建设。2023 年 8 月 3 日，国家林草局在辽宁省彰武县章

古台林场召开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片区推进会。该工程片区

涉及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对“斩断”京津地区风沙

源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东北地区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划、工作

方案、实施意见。《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

《生态强省规划（2020-2035 年）》《吉林省林草种苗发展“十四五”

规划》和《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全面加强生

态保护修复，建设一批林草种质资源保存库、良种繁育基地、保障性

苗圃。此外，《黑龙江省造林绿化“十四五”规划》《农田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作（2021-2023 年）》和《辽宁省“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

指出，科学实施国土绿化，切实提升乡村绿化美化效果，全面提升林

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快形成本地区林草“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大兴安岭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该地区的林区经济转型实现新突破，主要发展

寒地浆（坚）果产业，加快森林经营的开展和中药材种植繁育基地的

建设。根据近几年苗木供需现状，结合上述规划政策及建设重点，预

计 2024 年东北地区造林苗木需求量略有上升，约为 16 亿株；

2025-2026 年年均造林苗木需求量与 2024 年持平，维持在 16 亿株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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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东北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0 种（R1＞2.5），分别是：糖槭、

丁香、榆树、银杏、日本落叶松、柳树、黄杨、长白落叶松、沙棘、

文冠果。与去年分析相比，糖槭、丁香、榆树、银杏、长白落叶松、

沙棘、文冠果的供应依旧严重过剩，柳树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严重过

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1 种（1.5＜R≤2.5），分别是：色

木槭、黄檗、胡桃楸、杨、侧柏、蒙古栎、旱柳、水蜡树、水曲柳、

小黑杨、刺槐。与去年分析相比，黄檗、胡桃楸、杨、侧柏、水曲柳

供应依旧相对过剩，蒙古栎、小黑杨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相对过剩。

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7 种（1＜R≤1.5），分别是：金叶

榆、云杉、白桦、樟子松、刺五加、红松、中荷 64 杨。与去年分析

相比，云杉、白桦、樟子松由供应严重过剩转为基本平衡，红松由供

应相对过剩转为基本平衡，刺五加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基本平衡。

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适当发展。 

                                                   
1 R=√R1 ∗ R2， 

相对比值 R1=2021 年可供下年造林用苗量/2022 年实际使用量； 

相对比值 R2=2022 年可供下年造林用苗量/2022 年预计下年用量（受数据更新的限制，使用 2022 年预

计下年用量作为 2023 年实际用量的替代值）。 

在本次分析与预测中，参考各行业市场通用的“1.5 倍安全库存法则”做如下定义： 

① 可供造林用苗量是实际使用量的 2.5 倍以上（R＞2.5）被定义为苗木供应严重过剩； 

② 可供造林用苗量是实际使用量 1.5 倍以上、2.5 倍及以下（1.5＜R≤2.5）被定义为苗木供应相对过剩； 

③ 可供造林用苗量是实际使用量 1 倍以上、1.5 倍及以下（1＜R≤1.5）被定义为苗木供需相对平衡； 

④ 可供造林用苗量是实际使用量 1 倍及以下（R≤1）被定义为苗木供应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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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7 种（R≤1），分别是：兴安落叶

松、红豆杉、西伯利亚红松、山杏、银中杨、辽宁杨、油松。与去年

分析相比，西伯利亚红松供应依旧严重不足，红豆杉由供应严重过剩

转为严重不足，油松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严重不足，山杏由供需基本

平衡转为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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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各省（森工集团）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3 东北地区各省（森工集团）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黑龙江省 

蒙古栎、色木槭、云

杉、糖槭、山杏、银

中杨、柳树、红豆杉、

樟子松、丁香、长白

落叶松、白桦、榆树、

杨、沙棘 

胡桃楸、兴安落

叶松、水曲柳、

小黑杨、黄檗 

红松、刺五加  

吉林省 

银中杨、丁香、榆树、

色木槭、糖槭、金叶

榆、山杏、柳树 

黄檗、兴安落叶

松、杨、文冠果、

蒙古栎、水曲

柳、胡桃楸 

沙棘、白桦 

云杉、长白落叶

松、樟子松、红

松、红豆杉、油

松 

辽宁省 

胡桃楸、云杉、沙棘、

樟子松、红豆杉、水

曲柳、金叶榆、黄檗、

白桦、色木槭、蒙古

栎、榆树、文冠果、

银杏、日本落叶松、

红松、黄杨、长白落

叶松、小黑杨 

银中杨、侧柏、

油松、旱柳、水

蜡树、刺槐 

 
中荷 64 杨、辽

宁杨、山杏 

内蒙古 

森工集团 

蒙古栎、丁香、樟子

松、白桦 
榆树 

云杉、水曲柳、

兴安落叶松、黄

檗 

西伯利亚红松 

大兴安岭 

林业集团 
 云杉  

红松、兴安落叶

松、西伯利亚红

松、樟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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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除

内蒙古森工集团外）所在区域。 

1. 华北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华北地区主要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冬

季寒冷干燥且较长，夏季高温降水较多。受地形影响，华北地区内自

然现象差异显著，展现了我国从东到西的生态变化。相比 2021 年，

2022 年华北地区的育苗面积略有减少，可供造林用苗量和苗木实际

使用量有所下降。2016-2022 年该地区苗木供需的具体数据如下： 

 

图 6 华北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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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华北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4 华北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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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油松 
苗高

150~200cm 
15.00-18.00 柳树 

胸径 

6~8cm 
25.00-40.00 

连翘 2~3 年生 1.60-3.50 沙棘 1 年生 0.20-0.80 

侧柏 
苗高

100~500cm 
10.00-20.00 海棠 

地径 

4~8cm 
120.00-160.00 

梭梭 1~2 年生 0.06-0.20 山桃 1~4 年生 2.80-6.40 

锦鸡儿 
苗高 

60~80cm 
0.12-0.18 白皮松 苗高 2~5m 180.00-800.00 

榆树 
苗高 

80~250cm 
1.50-5.00 

杨树 

（小美旱） 

胸径 

3~6cm 
8.00-18.00 

樟子松 
苗高 

200~250cm 
25.00-80.00 圆柏 

苗高 

150~250cm 
70.00-110.00 

山杏 1~2 年生 2.00-5.20 落叶松 
苗高

50~100cm 
2.00-3.00 

刺槐 1-0 0.20-1.00 
柠条锦鸡

儿 

苗高

20~100cm 
0.70-1.60 

国槐 
胸径 

3~6cm 
15.00-55.00 卫矛 

苗高 

40~80cm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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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华北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近年来，华北地区重点推进林业草原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华北地区是唯一涉及全部三大战役

的地区，包括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所涉及的山西省，科尔沁和浑善

达克沙地歼灭战所涉及的河北省，以及横跨三大战役的内蒙古自治区。

华北地区在防沙治沙任务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此外，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一大批林业草原保护发展的新通知、

政策、规划和工程。河北省印发了《河北省 2023 年城市园林绿化工

作要点》和《关于推进林草种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全省新增

提升城市绿地 1000 公顷，新建绿道绿廊 200 公里，新建高品质口袋

公园 166 个以上；要优化种苗产业布局，发展特色种苗，调整培育结

构，提升质量效益，到 2025 年全省经济林全部实现良种化。《北京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2021-2035 年）》和《天津市自然资源保护和利

用“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构建相对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山西省印发了《山西省加强

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建立系统完备、

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蒙古

进一步开展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工作，并提交《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当前华北地区对树种的需求以乡土树种、彩叶

树种、乔木树种、灌木树种、藤本树种为主。根据近几年的苗木供需

情况，结合上述规划政策，预计 2024-2026 年华北地区造林苗木需求

量略有回升，2024 年约为 19 亿株，2025-2026 年年均可达 21 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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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华北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7 种（R＞2.5），分别是：樟子松、

云杉、杨、沙棘、油松、白蜡、山杏、国槐、卫矛、柠条锦鸡儿、华

北落叶松、白皮松、榆树、色木槭、榆叶梅、侧柏、海棠。与去年的

分析结果相比，樟子松、云杉、杨、沙棘、油松、山杏、国槐、卫矛、

柠条锦鸡儿、华北落叶松、白皮松、榆树、海棠的供应依旧严重过剩，

白蜡、榆叶梅、侧柏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供应严重过剩。2024 年育

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1 种（1.5＜R≤2.5），分别是：山

桃、文冠果、叉子圆柏、圆柏、女贞、杨树（小美旱）、中间锦鸡儿、

踏郎（杨柴）、黄栌、扶芳藤、刺槐。与去年的分析结果相比，山桃、

叉子圆柏、圆柏、刺槐依旧供应相对过剩，中间锦鸡儿由供应严重不

足转为供应相对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5 种（1＜R≤1.5），分别是：小檗、

金叶榆、连翘、旱柳、迎春花。与去年的分析结果相比，小檗、连翘、

迎春花的供应依旧相对平衡，金叶榆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供需基本平

衡。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2 种（R≤1），分别是：白杜、梭

梭。与去年的分析结果相比，梭梭的供应依旧严重不足。2024 年育

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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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5 华北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北京市 

小檗、刺槐、旱柳、文

冠果、云杉、圆柏、油

松、迎春花、海棠、白

杜、金叶榆、女贞、樟

子松、色木槭、山杏、

叉子圆柏、国槐、白皮

松、榆树、杨、卫矛、

华北落叶松、榆叶梅、

山桃、侧柏、连翘、白

蜡、黄栌 

   

天津市 

白杜、金叶榆、国槐、

白蜡、榆树、海棠、色

木槭、油松、杨、白皮

松、刺槐、连翘、山桃 

榆叶梅、卫矛、

黄栌 
侧柏、女贞  

河北省 

华北落叶松、云杉、樟

子松、油松、沙棘、柠

条锦鸡儿、色木槭、白

皮松、女贞、榆树、山

桃、山杏、杨、国槐、

白蜡、海棠 

卫矛、榆叶梅、

侧柏、文冠果、

圆柏、叉子圆

柏、黄栌 

旱柳、金叶榆、

小檗、迎春花 

白杜、连翘、刺

槐 

山西省 

圆柏、榆叶梅、卫矛、

樟子松、白蜡、沙棘、

柠条锦鸡儿、云杉、白

皮松、旱柳、侧柏、油

松、刺槐、国槐 

山桃、华北落

叶松、白杜、

山杏、扶芳藤 

连翘、榆树、海

棠、色木槭、女

贞 

黄栌、文冠果 

内蒙古

自治区 

女贞、连翘、榆叶梅、

山桃、国槐、山杏、云

杉、樟子松、刺槐、叉

子圆柏、白蜡、榆树、

卫矛、华北落叶松、侧

柏、油松、海棠、沙棘、

柠条锦鸡儿 

文冠果、色木

槭、杨树（小

美旱）、中间

锦鸡儿、踏郎

（杨柴） 

 梭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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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地区 

该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区域。 

1. 西北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西北地区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地理区域，被称为“中国的西大门”，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之一。当地的森林、草原和湿地等生态系

统对抵御沙尘暴、保持土壤水分、改善空气质量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面积相对较小，但仍

然具有重要的生态与经济价值。同时，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经营也对西

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相比 2021 年，2022 年西北地区

的苗木新育面积和苗木产量有所减少，可供造林用苗量减少明显，苗

木实际使用量有所下降，总体过剩趋势有所缓解。2016-2022 年该地

区育苗面积及苗木供需趋势如下： 

图 8 西北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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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西北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6 西北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油松 
苗高 

80~100cm 
7.00-10.00 榆树 

胸径

5~8cm 
50.00-200.00 

侧柏 
苗高 

80~100cm 
2.80-6.00 白蜡 

胸径

3~5cm 
8.00-50.00 

云杉 
苗高 

80~150cm 
8.00-18.00 女贞 

苗高

35-40cm 
1.20-1.50 

梭梭 1 年生 0.10-0.20 山桃 
地径

0.5~1cm 
0.80-2.80 

樟子松 
苗高 

80~150cm 
5.00-21.00 国槐 

胸径

5~8cm 
90.00-180.00 

垂柳 
胸径 

5~8cm 
11.00-35.00 叉子圆柏 

苗高 

120~150cm 
45.00-50.00 

杨 胸径 3-5cm 8.00-25.00 紫穗槐 1~2 年生 1.00-3.00 

柠条锦鸡

儿 
1~2 年生 0.50-1.00 山杏 1 年生 0.50-1.30 

华北 

落叶松 

苗高

80~150cm 
12.00-20.00 沙枣 1~2 年生 1.00-2.00 

柽柳 1~2 年生 0.50-2.50 枸杞 1~2 年生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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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西北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近年来，西北地区针对生态保护修复和荒漠化治理不断发力。本

地区各省（自治区）均处在“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项目分布

地上。其中，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项目在西北分布于陕西省、甘肃

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项目分

布于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落实西北地区荒漠化治理对推进新

时代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西北地区出台和实

施了一系列与苗木发展有关的政策规划。其中，陕西省于 2023 年 3

月发布了《陕西省林木良种名录》，表明了规范林木和草品种的重要

性。青海省印发《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提

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中国有机枸杞产业先行示范区、面积百万亩年

产值过百亿元的现代枸杞产业。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布《2023 年林业

和草原工作要点》，提出要强化系统思维，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

行动，聚焦生态为民，大力发展林草特色产业。诸多其他政策也均指

出要科学推进系统治理，在不同的生态保护修复区，适度开展人工造

林、封山育林，加强湿地保护修复，修复治理退化林地草地，实现生

态系统良性循环。根据近几年苗木供需情况，结合有关规划政策，预

计 2024-2026 年西北地区造林苗木需求量略有上升，2024 年约为 18

亿株，2025-2026 年年均可达 22 亿株。 

3. 2024 年西北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21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4 种（R＞2.5），分别是：云杉、

华北落叶松、华山松、白蜡、国槐、榆树、沙棘、油松、杨、刺槐、

沙枣、青海云杉、樟子松、山桃。与去年相比，云杉、白蜡、国槐、

榆树、油松、刺槐、沙枣、青海云杉、樟子松供应依旧严重过剩，山

桃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供应严重过剩，沙棘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严重

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2 种（1.5＜R≤2.5），分别是：枸

杞、花椒、小叶锦鸡儿、胡杨、黄杨、柠条锦鸡儿、山杏、桃树、苹

果、侧柏、女贞、柽柳。与去年分析相比，枸杞、柠条锦鸡儿、侧柏

供应依旧相对过剩，胡杨、山杏、苹果、柽柳由供应严重过剩转为相

对过剩，女贞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相对过剩，花椒由供需基本平衡转

为相对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5 种（1＜R≤1.5），分别是：紫叶

李、紫叶矮樱、连翘、茶、叉子圆柏。与去年分析相比，紫叶李、连

翘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供需基本平衡。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

可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4 种（R≤1），分别是垂柳、水蜡

树、紫穗槐、梭梭。与去年分析相比，紫穗槐、梭梭由供应相对过剩

转为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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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7 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陕西省 华山松、花椒 

樟子松、山杏、

云杉、国槐、

黄杨 

女贞、紫叶李、

油松、连翘、

杨、苹果、榆

树、茶、桃树 

叉子圆柏、刺

槐、紫穗槐、

侧柏、紫叶矮

樱、山桃 

甘肃省 

苹果、沙枣、白蜡、

国槐、华山松、杨、

紫穗槐、华北落叶松、

云杉、桃树、胡杨、

油松、樟子松、刺槐、

侧柏、山桃、垂柳、

黄杨、紫叶李 

枸杞、小叶锦

鸡儿、沙棘、

紫叶矮樱、花

椒、柠条锦鸡

儿、榆树、柽

柳、连翘、山

杏 

 水蜡树、梭梭 

青海省 

樟子松、刺槐、山桃、

国槐、沙棘、山杏、

榆树、柠条锦鸡儿、

油松、青海云杉、垂

柳、梭梭、沙枣 

 柽柳 连翘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柠条锦鸡儿、小叶锦

鸡儿、华北落叶松、

华山松、白蜡、国槐、

樟子松、杨、油松、

桃树、枸杞、刺槐、

苹果、榆树、山桃、

青海云杉、沙枣 

紫叶矮樱、紫

叶李、黄杨、

水蜡树、侧柏 

山杏、连翘 
紫穗槐、柽柳、

沙棘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樟子松、国槐、水蜡

树、榆树、白蜡、云

杉、杨、苹果 

沙棘、桃树、

紫叶李、紫穗

槐、胡杨、沙

枣 

 

柽柳、梭梭、

枸杞、华北落

叶松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云杉、樟子松、白蜡、

柽柳、沙棘、桃树、

胡杨 

苹果、榆树  
沙枣、紫穗槐、

梭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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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中地区 

该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所在区域。 

1. 华中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华中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岗地、平原、丘陵、盆地、山地为主。华

中地区历史文化厚重，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是全国工业农业的

心脏和交通中心之一。相比 2021 年，2022 年华中地区的育苗面积有

所下降，新育面积呈稳步下降趋势，可供造林用苗量有所下降，实际

使用量也有所下降，总体过剩与结构性不足依然存在。2016-2022 年

该地区育苗面积及苗木供需趋势如下： 

图 10 华中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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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华中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8 华中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油茶 
2 年生 

嫁接苗 
3.00-5.00 连翘 1~2 年生 0.40-3.00 

侧柏 2 年生 2.00-5.00 香樟 
苗高 

35~80cm 
0.80-2.50 

红叶石楠 
苗高 

30~80cm 
1.00-2.50 红花檵木 1~3 年生 1.00-8.00 

杉木 
苗高 

≥60cm 
3.50-4.00 湿地松 1~3 年生 2.00-9.00 

杨 

苗高 

100~400c

m 

3.50-6.00 楠木 1 年生 1.00-3.00 

女贞 
苗高 

40~100cm 
1.00-6.00 刺槐 1 年生 0.50-1.50 

栾树 
苗高 

60~100cm 
0.50-5.00 紫穗槐 

地径

0.5~1cm 
0.30-2.00 

玉兰 
苗高≥

30cm 
1.00-2.00 白蜡 

球径≥

2.5cm 
2.50-4.00 

桂花 
苗高 

40~50cm 
0.80-2.00 柏木 1 年生 1.50-3.50 

柳杉 1 年生 0.50-2.00 梓 
苗高 

50~120cm 
1.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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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华中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华中地区深入推进科学绿化，重点加强林业资源保护，以做强做

优林业产业为目标。《湖北省油茶产业扩面提质增效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指出要加强种苗保障，大力培育油茶良种壮苗，

强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形态。另外，2023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预示着华中

地区的油茶需求量将迎来大幅提高。结合华中地区重大工程项目及苗

木供需现状，预计 2024-2026 年华中地区造林苗木需求量略有上升，

2024 年约为 11 亿株，2025-2026 年年均在 12 亿株左右。 

3. 2024 年华中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3 种（R＞2.5），分别是：紫薇、栾

树、梓、桃树、女贞、枫香树、悬铃木、香樟、色木槭、桂花、白蜡、

玉兰、湿地松。与去年分析相比，紫薇、栾树、女贞、悬铃木、白蜡

的供应依旧严重过剩；桃树、香樟、色木槭、桂花由供应相对过剩转

为严重过剩；枫香树和湿地松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严重过剩；玉兰由

供应严重不足转为严重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

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1 种（1.5＜R≤2.5），分别是：黄

杨、红叶石楠、紫穗槐、柏木、山桐子、侧柏、黄檗、茶、杉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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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檵木、杨。与去年分析相比，红叶石楠的供应依旧相对过剩；黄杨、

紫穗槐、柏木、侧柏由供应严重过剩转为相对过剩；茶、杉木、杨由

基本平衡转为相对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1 种（1＜R≤1.5），是红椿。2024

年育苗建议：此树种可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10 种（R≤1），分别是：油茶、

落羽杉、苹果、杜鹃、刺槐、中华蚊母树、月季花、楠木、柳杉、连

翘。与去年分析相比，落羽杉、刺槐依然供应严重不足；油茶、苹果

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

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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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各省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9 华中地区各省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河南省 

紫薇、梓、湿地

松、桃树、女贞、

悬铃木、色木槭、

白蜡、玉兰 

香樟、黄杨、杨、

红叶石楠、紫穗

槐、侧柏、桂花、

栾树 

枫香树、刺槐 

落羽杉、苹果、

月季花、杉木、

油茶、连翘、山

桐子 

湖北省 

黄檗、枫香树、

紫薇、女贞、栾

树、柏木、山桐

子、桂花 

红叶石楠、湿地

松、杉木、香樟、

茶 

侧柏、红椿、杨 

杜鹃、红花檵

木、中华蚊母

树、玉兰、油茶、

刺槐、楠木、柳

杉 

湖南省 

紫薇、栾树、桂

花、香樟、红叶

石楠、山桐子 

红花檵木、红椿、

湿地松、玉兰、

杉木 

柏木、黄檗 
油茶、杨、楠木、

枫香树、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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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东地区 

该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

山东省所在区域。 

1. 华东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华东地区纬度跨度大，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

地形起伏，中部、北部多平原，西部、南部多丘陵、山地。适宜的气

候和多变的地貌为以油茶为主的木本粮油产业、竹产业等优势特色产

业及林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相比 2021 年，2022 年华东地

区的育苗面积继续下降，新育面积小幅减少，苗木产量略有降低，可

供造林用苗量明显下降，苗木实际使用量略有降低，总体过剩趋势仍

然明显。2016-2022 年该地区育苗面积及苗木供需趋势如下： 

图 12 华东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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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华东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10 华东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红叶石楠 
苗高

30~50cm 
0.20-0.50 黑杨 

地径

2.5~3cm 
5.00-8.00 

红花檵木 
冠幅

20~30cm 
0.56-2.30 香樟 

苗高

50~80cm 
0.60-1.80 

杉木 
苗高

60~120cm 
3.00-6.00 白蜡 

胸径

4~5cm 
38.00-45.00 

金叶女贞 
苗高

30~50cm 
0.25-0.55 榉树 

苗高

60~100cm 
1.10-5.00 

木荷 
苗高

30~50cm 
0.40-2.00 悬铃木 胸径 5cm 20.00-25.00 

侧柏 
苗高

50~80cm 
0.75-2.00 卫矛 

苗高

40~50cm 
0.30-0.40 

油茶 
2 年生 

嫁接苗 
0.60-1.00 杨 

地径

2~4cm 
4.00-15.00 

枫香树 
苗高 

≥40cm 
0.70-1.00 栾树 

胸径

3~5cm 
30.00-40.00 

湿地松 
苗高 

≥40cm 
0.50-2.50 忍冬 

苗高

30~40cm 
0.75-1.50 

桂花 
苗高

30~50cm 
0.25-1.80 黑松 

苗高

60~120cm 
1.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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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华东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近年来，华东地区结合林业发展特点，各地对发展规划与目标进

行了细化。《上海市森林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3-2035 年）》明确

全市林地保护利用方向，完善林地管理制度；《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林草种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重大需求，强化良种选

育；浙江省《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安徽省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福建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 年）》及《江

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省林业局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强调促

进包括油茶产业在内的木本粮油产业和包括林下中药材在内的林下

经济的发展；《山东省“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持续加

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力度，增强碳汇能力。根据近几年苗木供

需情况，结合相关规划和政策，预计 2024-2026 年华东地区的造林苗

木需求量略有下降，年均稳定在 19 亿株左右。 

3. 2024 年华东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5 种（R>2.5），分别是：南天竹、

女贞、桂花、国槐、白蜡、悬铃木、樱花、紫薇、榉树、栾树、香樟、

黑杨、杜鹃、苹果、忍冬。与去年分析相比，南天竹、女贞、桂花、

国槐、白蜡、悬铃木、樱花、紫薇、榉树、栾树、香樟、黑杨的供应

依旧严重过剩，杜鹃、苹果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严重过剩。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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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1 种（1.5<R≤2.5），分别是：龙

柏、黑松、红叶石楠、杨、海棠、侧柏、红花檵木、桃树、黄杨、枫

香树、桉。与去年分析相比，龙柏、杨的供应依旧相对过剩，红叶石

楠、海棠、侧柏、红花檵木、桃树、黄杨由供应严重过剩转为相对过

剩，枫香树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相对过剩，桉由严重不足转为供应相

对过剩。2024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6 种（1<R≤1.5），分别是：杉木、

木荷、梨、湿地松、金叶女贞、卫矛。与去年分析相比，杉木、木荷

的供应依旧基本平衡，湿地松、金叶女贞由供需相对过剩转为基本平

衡。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3 种（R≤1），分别是：油茶、龟

甲冬青、茶。与去年分析相比，油茶由基本平衡转为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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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各省（直辖市）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11 华东地区各省（直辖市）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上海市 

杨、桂花、红花檵木、

女贞、南天竹、枫香

树、桃树、悬铃木、

红叶石楠、榉树、紫

薇、梨、香樟、樱花、

栾树、黄杨 

   

江苏省 

红花檵木、红叶石

楠、南天竹、女贞、

悬铃木、榉树、桂花、

紫薇、黄杨、樱花、

桃树、海棠、栾树、

国槐、白蜡、香樟 

枫香树、杨、

卫矛 
 龙柏 

浙江省 

樱花、桂花、香樟、

海棠、紫薇、栾树、

榉树、女贞 

杜鹃、龙柏、

枫香树、黄杨 

木荷、红花檵

木、金叶女贞、

杉木、湿地松 

油茶、红叶石

楠、龟甲冬青 

安徽省 

桃树、海棠、桂花、

女贞、栾树、榉树、

香樟、紫薇、国槐、

红叶石楠、樱花、杨 

杉木、龙柏、黄

杨、枫香树 
茶、侧柏 油茶 

福建省 
红叶石楠、湿地松、

桂花 

香樟、红花檵

木、枫香树 

桉、木荷、杉

木 
油茶 

江西省 
桂花、女贞、香樟、

红叶石楠 
栾树、杉木 

枫香树、木荷、

湿地松 

油茶、红花檵

木、紫薇、桉、

侧柏、杨 

山东省 

茶、桂花、杜鹃、国

槐、栾树、白蜡、龙

柏、枫香树、悬铃木、

樱花、紫薇、榉树、

女贞、黑杨、红叶石

楠、金叶女贞、苹果、

忍冬、南天竹 

黑松、侧柏、

海棠、桃树 

黄杨、梨、卫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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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南地区 

该地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所在区域。 

1. 华南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华南地区降水丰沛、热量丰富，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

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丰富的雨热资源使得华南地区四季常绿，植

物生长茂盛、种类繁多，是我国许多喜温植物的聚集地。华南地区

2022 年的育苗面积、可供造林用苗量与 2021 年基本持平，实际使用

量略有下降，总体供需呈平衡趋势。2016-2022 年该地区育苗面积及

苗木供需趋势如下： 

 

图 14 华南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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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华南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12 华南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桉 
苗高

15~25cm 
0.50-0.80 罗汉松 1.5 年生 5.00-8.00 

油茶 
2 年生 

嫁接苗 
4.00-10.00 枫香树 

地径

0.7~1.2cm 
80.00-150.00 

红花檵木 
苗高

40~120cm 
25.00-100.00 含笑 

地径

0.8~1.0cm 
4.00-5.00 

马尾松 1 年生 0.60-1.00 香樟 1 年生 3.00-6.00 

桑 1 年生 3.00-5.00 黑木相思 
地径

0.5~0.7cm 
1.80-2.20 

木荷 
地径

0.4~1.0cm 
1.00-3.50 山杜英 

地径

0.8~1.2cm 
2.20-2.80 

红锥 
苗高

50~120cm 
3.50-8.00 大叶相思 1 年生 0.60-3.00 

肉桂 2 年生 0.60-1.00 楠木 1~2 年生 5.00-10.00 

沉香 1 年生 2.00-20.00 木麻黄 
地径

0.8~1.2cm 
3.50-5.00 

八角 2 年生 2.00-3.00 湿地松 1 年生 0.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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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华南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华南地区出台了一系列的与苗木生产有关的政策文件。广东省下

发了《广东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广东省林业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省林木种苗发

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进一步完善生态修复建设，协调林业产

业的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印发《广西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3-2025 年）》《广西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

《广西林草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广西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2020-2025 年）》等一系列规划，促进油茶产业和

林下经济扩面的提质增效，提升森林质量，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印发了《海南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海南省林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红树林保护修复

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 年）》等规划，持续推动生态修复工作和

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中明确指出，广东省和广西省为油茶种植的核心

发展区，海南省为油茶种植的重点拓展区，这预示着华南地区的油茶

产量和需求量将迎来大幅提高。根据近几年苗木供需情况，同时结合

重大工程项目，预计2024-2026年华南地区造林苗木需求量略有上升，

2024 年在 9 亿株左右，2025-2026 年均可达 10 亿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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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华南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 种（R>2.5），分别是：桂花。与

去年分析相比，桂花供应由相对过剩转为严重过剩。2024 年育苗建

议：以上树种不宜继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1 种（1.5<R≤2.5），是：香樟。与

去年分析相比，香樟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相对过剩。2024 年育苗建

议：以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17 种（1<R≤1.5），分别是：十大

功劳、澳洲坚果、含笑、大叶相思、石斛、山杜英、罗汉松、台湾相

思、八角、黧蒴锥、黑木相思、金花茶、降香、木荷、光叶子花、沉

香、杉木。与去年分析相比，十大功劳、山杜英、八角、金花茶、木

荷、杉木供需依旧基本平衡，澳洲坚果和罗汉松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

供需基本平衡，含笑、大叶相思、台湾相思、黧蒴锥、黑木相思、沉

香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供需基本平衡。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

可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16 种（R≤1），分别是油茶、湿地

松、红锥、枫香树、槟榔、木麻黄、桉、楠木、红花荷、肉桂、马尾

松、乐昌含笑、红花檵木、桑、西洋杜鹃、橡胶树。与去年分析相比，

木麻黄、桉、红花檵木、桑供应依旧严重不足，红锥、枫香树、楠木

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供应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

以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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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各省（自治区）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13 华南地区各省（自治区）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广东省  
杉木、湿地松、

桂花、香樟 

楠木、含笑、大

叶相思、山杜

英、台湾相思、

黧蒴锥、木荷 

油茶、枫香树、红

锥、木麻黄、桉、

黑木相思、红花荷、

降香、沉香、乐昌

含笑 

海南省 
桂花、楠木、

香樟、罗汉松 
木麻黄 

沉香、降香、石

斛 

油茶、光叶子花、

槟榔、桉、大叶相

思、橡胶树 

广西壮族自

治区 

木麻黄、桂花、

降香、黑木相

思、大叶相思 

香樟、红锥 

木荷、十大功

劳、枫香树、澳

洲坚果、光叶子

花、含笑、罗汉

松、沉香、八角、

金花茶 

油茶、杉木、桉、

湿地松、楠木、肉

桂、马尾松、红花

檵木、桑、西洋杜

鹃、台湾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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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南地区 

该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所在

区域。 

1. 西南地区苗木供需情况回顾 

西南地区平均海拔较高，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

且地形地貌复杂，植被类型丰富。西南地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的集中

分布区，导致生态环境脆弱，但森林资源较为充足，森林资源禀赋强，

天然林面积比、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等较高。在大规模的生态造

林与植被恢复背景下，该区域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碳汇潜

力区。相比 2017-2021 年较为平缓的波动，2022 年西南地区的育苗面

积有所下降。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可供造林用苗量基本持平、实

际使用量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总体呈过剩趋势。2016-2022 年该地区

苗木供需的具体数据如下： 

 

图 16 西南地区育苗面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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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西南地区苗木供需趋势 

 

表 14 西南地区用苗量较大的树种价格表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树种 常用规格 

2023 年春 

价格(元/株) 

油茶 
2 年生 

嫁接苗 
5.00-10.00 沙棘 

苗高

30~50cm 
0.50-2.50 

柏木 
苗高

40cm 
0.50-0.80 柳杉 

苗高

30~60cm 
0.30-2.00 

华山松 
苗高

15~35cm 
1.00-3.50 旱冬瓜 

苗高

25~65cm 
0.30-1.00 

花椒 
苗高

20cm 
0.70-1.20 云南松 

苗高 

15cm 
0.90-1.10 

楠木 
苗高

20cm 
1.50-2.50 桉 苗高 20cm 0.50-1.50 

皂荚 
苗高

100cm 
0.80-1.20 麻栎 

苗高

15~35cm 
0.50-0.70 

云杉 
苗高

20~25cm 
1.80-2.80 滇柏 

苗高

40~80cm 
1.50-3.50 

马尾松 1-0 1.00-2.00 黄檗 
苗高

140~150cm 
0.80-1.50 

香樟 1-0 4.50-6.00 国槐 
苗高

20~80cm 
0.80-1.00 

柳树 
苗高

70~100cm 
1.20-1.50 山桐子 

苗高

30~50cm 
1.5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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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2026 年度西南地区苗木需求预测 

近年来，西南地区始终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科学开展国土绿化，精准落实绿化空间，着力建立林草碳汇高

质量发展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明确指出，云南、重庆和四川为重点拓展区，这预

示着西南地区的油茶需求量将有明显提升。此外，西南地区政府制定

了一系列相关规划、工作方案和实施意见。比如，《四川省碳达峰实

施方案》提出加强中幼林抚育，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基地以提升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关于推动精制川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富民增收的

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油茶产业的实施意见》

和《四川省“十四五”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竹林风景线高质量建设规

划》等政策文件，聚焦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多渠道拓展茶、油

茶、竹类用地空间，大力培育推广良种壮苗；《贵州林草种业发展规

划（2022-2035 年）》提出要建立并完善林草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开发

并增强林草良种选育与种质创新能力，提升主要造林树种良种和珍贵

乡土树种使用率；《贵州省林业局贯彻落实新国发 2 号文件推进林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做优特色林业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云南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提出要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城

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并推动核桃产业、特色经济林产业、木竹加工

产业等高质量发展；《重庆市“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以林业

生态修复为目的，致力于国家储备林建设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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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惠民产业，重点围绕木本油料、特色林果等特色经济林提质增效；

《西藏“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规划（2014-2030 年》和《西

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结合区域生态建设

需求建立防护林体系，发展当地特色林木。根据近年苗木供需状况，

结合工程建设规划，预计 2024-2026 年西南地区造林苗木需求量略有

上涨，2024 年约为 8 亿株，2025-2026 年年均约 10 亿株。 

3. 2024 年西南地区分树种苗木供需分析 

分别对 35 种主要造林绿化苗木需求进行区域性分析，结论如下： 

（1）苗木供应严重过剩的有 12 种（R＞2.5），分别是：红豆杉、

李、香樟、紫薇、花椒、缫丝花、楠木、茶、国槐、盐麸木、皂荚和

华山松。与 2022 年分析相比，红豆杉、香樟、花椒、楠木和茶供应

依旧严重过剩，李由供应相对过剩转为严重过剩，皂荚和华山松由供

应基本平衡转为供应严重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不宜继

续发展。 

（2）苗木供应相对过剩的有 9 种（1.5＜R≤2.5），分别是：柳

树、云杉、麻栎、云南松、柳杉、栗、清香木、黄檗和旱冬瓜。与

2022 年分析相比，云南松和柳杉供应依旧相对过剩，云杉由供应严

重过剩转为相对过剩，柳树、黄檗和旱冬瓜由供应基本平衡转为相对

过剩，清香木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相对过剩。2024 年育苗建议：以

上树种可以谨慎发展。 

（3）苗木供需基本平衡的有 4 种（1＜R≤1.5），分别是：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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桤木、杉木和马尾松。与 2022 年分析相比，桤木供应依旧基本平衡，

竹类由供应严重不足转为基本平衡。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

以适当发展。 

（4）苗木供应严重不足的有 10 种（R≤1），分别是：油茶、滇

柏、藏柏、砂生槐、柏木、沙棘、山桐子、桉、樟子松和油松。与

2022 年分析相比，滇柏供应由相对过剩转为严重不足，油茶和柏木

由供需基本平衡转为严重不足。2024 年育苗建议：以上树种可以大

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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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苗木供需情况如下： 

表 15 西南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苗木供需分析表 

省区 严重过剩树种 相对过剩树种 基本平衡树种 严重不足树种 

重庆市 

花椒、香樟、红豆

杉、盐麸木、李、

紫薇、柳杉、楠木 

黄檗、柏木、山桐

子、杉木 
竹类 油茶 

四川省 

红豆杉、栗、山桐

子、楠木、紫薇、

香樟 

竹类、云杉、花椒、

沙棘、柳树 

杉木、柳杉、黄檗、

柏木 

油茶、华山松、桤

木、桉、马尾松、

清香木、云南松 

贵州省 

云南松、红豆杉、

竹类、华山松、李、

香樟、桤木、缫丝

花、楠木、茶、国

槐、麻栎、皂荚、

花椒、盐麸木、柳

杉 

栗 油茶、马尾松 
杉木、柏木、桉、

山桐子 

云南省 
红豆杉、花椒、香

樟、栗、杉木 

华山松、云杉、云

南松、清香木、旱

冬瓜 

 

油茶、竹类、藏柏、

滇柏、麻栎、柳杉、

马尾松 

西藏 

自治区 
   

砂生槐、沙棘、樟

子松、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