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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非公有制林业发展，建立生态保障

体系的几点思考

杨永奎，苏洪梅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林业局，白城　１３７０００）

摘　要　该文紧紧围绕生态建设这一主题，总结了白城市洮北区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有效经验，

分析了制约林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实现林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全社会关注林业、投资林业，做好技

术服务，加大资金投入等方面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的持续发展，实现全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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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２５　杨永奎、苏洪梅均为助理工程师

　　广义上的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
尤其是农、林、牧三业更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

缺一不可。林业的发展为农业、牧业、渔业提供良

好的生态屏障
［１］
。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通过加

快林业生态建设的产业化，突出发展非公有制林业

建设，为该市的农牧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

用。为了做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非公有

制林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思想认识上、资

金筹措上、技术攻关上、产业联结上还需进一步加

强。

１　洮北区非公有制林业情况和基本经验

洮北区位于吉林省西北边陲，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 “两省一区”的交界处，全区辖区面积

１８１８８８ｋｍ２，辖７乡５镇，１４０个行政村，９个街
道办事处，总人口 ４７万。洮北区自然资源得天独
厚，土壤以黑土、草甸土、沼泽土为主，有机含量

高，土壤结构及基础肥力较好，适宜多种林木生

长，林地构成主要是果桑园等经济林，山杏白刺等

生态林和农田防护林等防风固沙林。几年来，经过

不懈努力，该区的林业事业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

退耕还林等林业优惠政策的出台，非公有制林业得

到迅猛发展，个体造林人数不断增加，资金投入不

断增大，造林规模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好。截至

目前，全区林业用地面积约为 ２５３万 ｈｍ２，有林

地面积１６７万 ｈｍ２，蓄积量约８５万 ｍ３。其中，用
材林面积０９万 ｈｍ２，蓄积量约 ４０万 ｍ３；防护林
面积 ７８００ｈｍ２，蓄积量约 ４３万 ｍ３；特用林面积
８８ｈｍ２，蓄积量 ６６３０ｍ３。规模造林大户 ４０余户，
森林覆盖率为７６％，为洮北区建造了一条条天然
的绿色屏障。现将该区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基本经

验总结如下。

１１　全面落实林权制度改革
非公有制林业不仅在该区林业发展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对解决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起到了

重要作用。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大户承包方式有

所增加，但主要还是各家各户平均到户的责任制形

式，很难形成规模效益。为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的发

展，形成全民都来发展林业的大好局面，该区按照

“明晰所有权、搞活使用权、放开经营权”的思

路，采取拍卖承包等形式落实产权，按照 ２００３年
６月２５日国家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实行 “谁造谁有、合造共有”

的原则，鼓励企事业单位、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跨

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开发经营林业的政策，努

力实现林业经营主体多元化，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

业。逐步建立起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又符合

林业特点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对承包后的林地颁发林权证，明确权属。同时结合

各乡镇实际情况，在简化转让承包手续、扶持信贷



资金、减免部分税费等方面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

使洮北林业建设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

国家对林业的各项政策落实，充分调动了全社会对

林业投资的热潮。

１２　广泛宣传发动，转变了群众观念
以 “适应发展新形势、更新观念抓调整、做

大做强林产业”为主题。一是各级领导带头宣传，

切实转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观念。使广大干部群众

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新时期林业的地位和作用，认

识到发展非公有制林业是大势所趋，是加速林业跨

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由林业部门组织每个乡

镇利用印发宣传材料和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大力

宣传重点林业项目，使全社会关注林业，进而投资

林业和发展林业。

１３　实行典型引导，推进了全区林业的均衡发展
为使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林业发展的主体，该区

实行多元化投资机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产业发展

的典型乡镇的林业大户。比如：植桑养蚕大户易绍

福，投资１００余万元建设植桑养蚕基地。还有高平
绿化苗木种植基地，以其规模大、质量好、标准

高、品种全，迅速占领了林业科技前沿。从建立到

现在，成功培育红刺梅、沙地柏等苗木 １０余种，
中草药２０余种，各类苗木草药１０余万株，在白城
市苗木种植中有技术示范和科技领军作用。

２　非公有制林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对林业的认识不足
由于林业发展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有些群

众只看到眼前利益，对林业具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认识不足，缺乏发展林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２２　规模小，投入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该区非公有制林业大多是个体分户经营的小生

产和分散化的经营方式，一般规模较小，投入少，

加上林业政策辐射能力有限，使生产持续投入难以

为继，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投资林业的积极

性。

２３　技术网络不健全，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率低
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健全技术网络，技术指导和

服务滞后，一些林业新成果、新技术、新经验得不

到及时全面的推广和应用，使造林成效受到一定影

响。

３　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为使非公有制林业能够得以稳步健康发展，必
须遵循林业的自身规律和特点，从有利于促进林业

整体发展和致富林农出发，积极对其加以扶持和引

导。

３１　以市场为导向，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
在发展非公有制林业过程中，林业部门在引

导、规划、服务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工作：一是搞

好规划设计。在林地落实产权过程中，林业主管部

门要组织专门人员加强技术指导，对承包的宜林地

进行逐一丈量、确权发证，并进行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提高规模效益。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搞好树

种引进工作。目前该区还是以杨树为主，虽然近年

来大力发展了桑产业，但还处在试验推广阶段。要

根据社会对良种的需求，进行名、特、优、稀经济

林树种和用材绿化树种的引进、繁育、示范和推

广，增加该区优质树木品种，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

市场竞争力。

３２　突出非公有制林业的重要地位
要广泛宣传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重要意义及其

在整个林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非公有制林业在

造林绿化、发展经济、促进改革、保持稳定等方面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全社会形成共识，为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３３　落实林业政策，为非公有制林业拓展空间
制定优惠政策是非公有制林业巩固和发展的根

本保证，认真落实林业政策是调动群众造林积极

性，推动林业产业化的动力源泉。要进一步深化林

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坚持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

下，利用竞标拍卖、承包、租赁、返租等形式，公

开转让林地使用权，并制定保护林农权益的相关优

惠政策，使林地使用权和活立木可依法流转、继

承，确保经营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２］
。

３４　加大在资金、科技上的投入
必须加大对非公有制林业的资金和科技扶持力

度，将其做大做好，提高层次，实现质的突破。一

是加大对林业项目的争取力度，以项目建设为载

体，以生态产业工程为手段，加大对非公有制林业

资金的投入。二是加大对造林者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大林业发展软环境建设力度，杜绝一切凭一己之

私损害招商引资大局的现象出现。三是积极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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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林业新技术、新成果，实行果树保护地栽培，进

行高密度定植优质早期丰产技术研究，逐步提高科

技含量。大力发展林牧、林菜等多种形式间作，以

短养长，提高经济效益。利用电视讲座、培训班、

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技术指导，提高林农的管

理水平。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非公有制

林业依靠科技进步来提升经营管理层次，提高产品

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４］
。

３５　加强林政稽查措施
林政稽查等林业执法部门及时解决非公有制造

林中出现的纠纷和困难，严厉打击毁林违法行为，

制止在林业产权流转过程中的乱砍滥伐现象，及时

查处各类案件，切实保护非公有林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对毁林案件要及时严厉查处，维护非公有制造

林者的合法权益，为非公有制林业发展创造宽松环

境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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