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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森林经营思想之我见
Ξ

李卫忠, 吉文丽, 赵鹏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回顾了森林经营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及“生态优先”经营思想提出的背景; 阐述了“生态优先”的理

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及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其实质是在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的前提下, 进行

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 将“生态优先”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分析了实施“生态优先”思想存在的一些矛盾;

最后指出了实施“生态优先”经营思想的实践途径包括: (1) 增强全民的生态环境意识, (2) 重视生态规划、合理利用

森林资源, (3) 建立森林生态环境预警系统, (4) 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 (5)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

度。

[关键词 ]　生态优先; 经营思想; 生态环境; 森林经营

[中图分类号 ]　S75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129387 (2003) 0520163204

　　自从人类有目的地经营森林以来, 伴随着社会

的进步以及人类对森林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 森林

经营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 从朴素的永续利

用思想发展到现阶段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思想, 经历

了漫长的历史阶段[1 ]。近年来, 有关森林经营思想的

讨论十分活跃, 各国专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但总的

来说, 仍然没有达成共识[2, 3 ]。在我国, 随着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全面确立和实施, 特别是新时期林业发展

战略的转移, 有必要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林情, 探

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经营思想和实践途径。

1　对“生态优先”森林经营思想的历史
回顾

人类社会关于森林经营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远古

时期。我国古代朴素的森林永续利用思想的萌芽, 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时代。先哲们提出了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朴素自然生态观和以“取

之有时, 用之有节”的森林资源永续利用思想, 蕴含

了朴素的“生态优先”的经营思想。在国外, 德国是森

林经营理论的鼻祖, 近 200 年来, 德国林学家先后提

出了许多森林经营理论。如 1826 年, 洪德斯哈根

(H undeshagen J C) 提出了法正林理论; 1898 年, 盖

耶提出了“近自然林业理论”[3, 4 ]; 20 世纪 50 年代

后, 德国又出现了“林业政策效益论”、“船迹理论”、

“和谐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等。这些早期的森林

经营理论最初主要强调经营方法, 后来强调森林生

产力以达到森林的永续利用, 最后注重森林的生态

效益。特别是“近自然林业理论”, 由于强调了接近自

然的生态优先理念,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林业经济学家克劳森和塞乔等提出了

“林业分工论”, 确立了以森林多种效益主导利用为

主体的森林经营指导思想[4, 5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美国林学家提出的“新林业理论”、“生态林业理论”

和“生态系统经营理论”[6 ] , 突出了森林经营要以充

分考虑森林生态效益为核心的理念, 成为强调“生态

优先”的代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以这些理

论为指导, 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放在首要位置。1992

年, 世界环发大会前后形成的林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进一步丰富了“生态优先”的理论内涵, 并以不影响

子孙后代为前提, 发挥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

益。可以说, 森林经营理论从早期的“法正林理论”开

始, 到目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是森林经营思想从强

调森林收获 (即经济效益优先) , 继而注重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 最后强调生态效益优先、三大效益兼顾

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林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

成和实践过程, 可以说是森林经营思想从“经济优

先”到“生态优先”的转变和发展过程。

纵观世界森林经营理论的形成和实践, 不同的

森林经营理论在特定的时期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了林业的发展。但只有强调优先考虑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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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森林经营理

论, 特别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才能真正成为指导

森林经营的理论思想。

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 只有充分考虑森林生

态效益, 确立优先解决森林生态环境的“生态优先”

思想, 同时兼顾森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才能真正解

决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问题, 通过实施优先考虑生

态问题的林业重点工程, 推动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

展。森林生态效益的持续有效发挥, 有助于逐步改善

生态环境, 保障国土生态安全, 继而促进生态文明社

会的发展。

总之,“生态优先”的森林经营思想是针对以木

材生产为中心的传统林业而提出的全新的林业发展

理念, 生态优先就是在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的前

提下, 进行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 把“生态优先”

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2　“生态优先”的理论基础

“生态优先”林业经营思想的实质, 就是在林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 要严格地遵循生态经济规律, 自觉

地协调生产经营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把保持生

态系统良性循环放在现代林业发展的优先地位, 一

切都应当围绕着改善生态环境而发展[3, 7 ]。由此可以

看出,“生态优先”的理论基础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 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公平、和谐

与发展。在公平方面, 既要求代内公平, 也要求代际

公平; 在和谐方面, 既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要求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由此可以认为, 可持续发展

理论规定了社会经济发展, 必须在生态环境的承载

力允许范围内, 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的需要。因

而可以说,“生态优先”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林

业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充分贯彻“生态优先”

这一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原则。

2. 2　生态经济理论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这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表明, 现代经

济社会是自然和社会融合的生态经济实体, 在这个

有机体中, 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 因此, 只有

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及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供给

的基础上, 才能够长期地、稳定地支撑现代经济社会

的健康发展。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是确保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核心和关键。因此, 在森

林经营中, 应大力宣传生态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基础

这一思想, 把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提高环境承载

力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 3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

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 生态系统是第一性的, 是起决

定作用的。生态规律是复合生态系统的支配规律, 是

经济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 因而, 复合系

统中的经济活动应该首先遵循生态规律。人类作为

“复合生态系统”的主体和调控者, 越来越认识到“生

态因素”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

强大因素, 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3　实施“生态优先”森林经营思想面临
的现实问题

“生态优先”不仅是社会对林业认识上的飞跃,

而且是国家对新世纪林业发展的准确定位。实施生

态优先战略,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林业与农业、牧

业、水利等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 处理好资源保

护与发展、培育与利用的关系以及投入与建设速度

的现实问题, 把“生态优先”贯穿于森林资源经营的

全过程。

3. 1　实践—理论—实践的矛盾

毋容置疑, 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在过去的实践

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六大林业生态工程”的相继

实施, 将有力地促进和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我国国民的生态环境意识

还远远没有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 不少林业

单位还没有真正将生态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地

位[3 ]。因此, 既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宣传, 又要加强

对以往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使“生态优先”的经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但同时应

看到, 先进的森林经营理论在我国没有得到很好的

实践和应用, 林业经营中追求短期利益, 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的现象屡见不鲜, 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

传统林业经营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这一切与“生

态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因此, 先进的森林经

营理论对林业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 尚需进一步加

强。

3. 2　大规模建设与低水平投入的矛盾

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林业专题) , 我

国当前生态环境建设面积广, 任务重, 需要治理的水

土流失面积约 367 万 km 2, 需要防治的荒漠化面积

约 262. 2 万 km 2。然而,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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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足, 特别是地方配套资金无法落实。同时, 由

于投入机制、管理体制等原因, 资金投向客观上不得

不面面俱到, 使有限的经费难以重点投放, 大大影响

了生态建设的进度与质量。

3. 3　建设中的数量与质量的矛盾

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面积和蓄积的“双增长”,

但森林的质量却不高, 如何解决数量与质量并重问

题及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

协调保护与治理的关系等, 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并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真正将提高建设质量列入议事

日程。

3. 4　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矛盾

随着新时期林业建设发展战略的转移, 我国政

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方

针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林业发展和森林的可

持续经营。然而,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存在着严重的

滞后现象。与此同时, 一些关系重大的政策又迟迟不

能出台, 给“生态优先”经营思想的贯彻执行带来许

多不便。例如, 生态补偿基金制度至今还未建立 (尽

管国家已经开始试点生态补助资金试点工作) , 在实

际运作上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4　实施“生态优先”经营思想的途径

“生态优先”不仅仅是一种主张, 而且是需要付

诸实施的行动准则。实行生态优先, 其途径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4. 1　增强全民的“生态优先”意识

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 对于实施生态优先的主

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调整人类的行为具有

直接的作用。因此, 要把环境教育纳入到全民教育体

系中来, 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

保护环境的意义, 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发展观、

消费观。通过环境教育, 使人们懂得人类只有在生态

平衡的自然中, 才能创造人类物质文明。

4. 2　重视生态规划, 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生态规划是实行“生态优先”的基础性工作。要

根据不同地区、部门、行业、城乡等具体情况, 制定相

应的生态规划, 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发

展规划中, 实行社区和生态区统一布置、综合安排。

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 对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综合规

划, 以便充分、有效、科学地利用各种资源, 促进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 跳出“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

再治理”的怪圈。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 要在重点

抓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基础上, 对农、林、水、气、

环保等相关事业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使林业在国土

整治、国家安全、改善环境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 3　建立森林生态环境预警系统[8 ]

要实行“生态优先”, 有必要建立生态环境预警

系统, 准确预测其可能的变化趋势。生态环境预警系

统以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的组成要素为预警对象,

确定相应的预警指标和产生警情的根据, 在严格监

测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警报程度, 向政府、企业

和公众报告,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现阶段看,

应首先把森林动态、土地沙漠化与水土流失、大气质

量、珍稀动植物资源消耗及其结构、人口增长动态列

为预警对象, 分区域类型制定相关指标, 为生态环境

的有效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4. 4　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

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既与市场失灵 (外部性与

“搭便车”, 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 有关, 也与政

策管理调控不力 (政策失灵, 环境管理不力或法律约

束不强)有关。因此,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实行“生态

优先”, 既要重视政策的干预, 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要合理利用市场的价格、供求、竞争机制, 把环境成

本引入决策过程, 引导资源配置, 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 建立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在资源保护、环

境管理上防止搭便车, 使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同时, 也

使社会收益最大化。自由的市场机制往往容易导致

有害的外部性的产生和发展, 因此, 政府的宏观调控

和生态环境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各级政府应当更

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可

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政策, 完善立法, 加强生态环境的

行政管理等措施来协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推

动“生态优先”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下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

4. 5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实行“生态优

先”经营思想, 应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

开展森林环境价值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毫无疑问, GN P 或 GD P 可以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

一个最为综合的尺度, 其增长率可以用来反映经济

增长和国家的政策绩效。但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很

大的缺陷, 首先是资产核算的不完整, 没有把属于国

有的资源计入资产之中; 其次是没有体现资源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 没有将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

污染、资源损耗作为代价来看待。这样的核算结果为

决策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加深了经济与生态环境

不相干的假象, 引导决策者以发展经济为主, 忽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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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生态环境[9 ]。因此, 有必要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

化的绿色核算体系, 将环境破坏、资源耗损作为负国

民经济指标, 由国民收入提供补偿, 估算国民经济活

动中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代价。在对森林的生态产品

与服务计量评价的基础上,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机制, 是贯彻实施“生态优先”经营思想的重要前提

和有力保障。

5　结　语

贯彻“生态优先”的森林经营思想, 本质上就是

把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放在林业经营的优先位置, 以实现林业的经济效益

与生态安全的有机统一[10 ]。这是人类进入“生态时

代”的客观要求。当前, 我国林业发展战略正处在从

传统林业向生态林业的转型时期, 时代呼唤我们坚

持“生态优先、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林业可持续发

展思想, 走“生态优先”的林业发展道路, 真正做到发

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并举, 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

同步, 林业建设的现代化与生态化协同发展。尽管在

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问题, 但只要我们坚持“生态

优先”的经营思想,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艰

苦卓绝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改善生态、保护环境

的宏伟目标,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山青、水

绿、天蓝”的幸福家园[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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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 ssion on fo rest m anagem en t though t of“eco logy p rio 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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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ing the develop ing h isto ry and the background of eco logica l p rio rity though t

of fo rest m anagem en t, the fundam en ta l theo ry of“eco logica l p rio rity though t”w as expounded, w h ich is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eco2econom y and comp lex eco logica l system theo ry. T he essence of eco logica l

p rio rity though t is to g ive fu ll p lay to fo rest eco logica l benefit as a p rerequ isite to cu lt iva t, p ro tect and

u t ilize fo rest resou rces. Som e ex it ing con trad ict ion s in imp lem en t ing the though t w ere discu ssed, and a

certa in num ber of p ract ica l w ays of imp lem en t ing the though t w ere also pu t fo rw ard: (1) imp roving eco2
environm en ta l con sciou sness of a ll the peop le, (2) a t tach ing impo rtance to eco logica l p lann ing and u t ilizing

fo rest resou rces ra t ionally, ( 3) set t ing up early w arn ing system of fo rest eco2environm en t, ( 4) tak ing

advan tage of m arket m echan ism and governm en t funct ion ra t ionally, and (5) estab lish ing fo rest eco logica l

benefit compen sat ion fund system.

Key words: eco logy p rio rity; fo rest m anagem en t though t; eco logica l environm en t; fo rest m anag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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