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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经济林产业化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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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经济林树种大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发展经济林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

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经济林产业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经验, 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 主要表现为缺乏长远规划和统一安排, 整体布局、生产结构不尽合理, 科技含量不高, 单位面积产量低, 产业化

程度低, 综合效益低下。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应加强政策引导, 机制激励, 动员社会力量从事经济林产业建设; 并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为经济林产业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同时应注意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规模建

设, 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实施名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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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突出成绩,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

了两番, 综合国力大大加强, 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

小康水平, 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1 ]。但是, 农村

还有 3 000 万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

决, 城镇有将近 2 000 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

以下, 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

未达到小康。加之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

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 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

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 我国

目前达到的小康也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

不平衡的小康,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任重而道远。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 地域辽阔, 人口

稀少, 干旱少雨, 土壤瘠薄, 生态环境质量低下, 贫困

人口集聚, 社会经济条件差, 是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表现最为严重和突出的地区之一, 也是我国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所在。

生态型经济林是集生态、抗旱、水保、经济、观赏

园艺等功能于一体的高效林业。加速生态型经济林

产业化建设, 不仅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目标中产生巨大作用, 而且对促进当前

的城镇化建设, 实施再就业工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实现西部生态经济林产业化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林建设事业取得了

很大成效, 建设规模稳步发展, 产量、产值快速增长。

截 止 2000 年 底, 全 国 经 济 林 面 积 已 达 约

2 733 万 hm 2, 年总产量 6 880 多万 t, 总产值 1 320

多亿元; 年出口干鲜果品、工业原料、木本油料等各

类经济林产品 100 多万 t, 创汇 47. 6 亿美元[2 ]。对改

善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实践证明, 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要实现农业

的跨跃式发展, 单纯依靠传统的方式和技术, 不符合

持续发展的要求, 必须谋求新的抉择, 而优质高效特

色经济林则是最具有光明前途、充满希望的新兴产

业之一, 并有可能成为山区和干旱塬地降低土质劣

化速度、恢复生态环境及振兴区域经济的首选项目。

经济林产业一方面以较少的投入为社会提供品质

好、数量大、质量高的产品; 另一方面, 又可以保护资

源, 不断增加可再生资源数量, 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

态环境, 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 1　生态经济林树种大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在黄土高原地区, 核桃、柿子、枣、枸杞、沙棘、山

杏、柠条、紫穗槐等都是抗旱、抗寒、广为分布的重要

经济林树种。在新疆地区, 沙枣、无花果的抗逆性也

特强。

元宝枫是我国近几年来开发的一种新的优质油

料和蛋白质资源, 其种壳中的单宁又是我国大量进

口的黑荆树单宁的同类产品, 树叶是提制黄酮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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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酸的良好材料, 其木材是高级工艺材。目前, 陕西、

山西、四川、山东、江苏、江西、安徽、云南、重庆等 10

个省市均已开展了元宝枫资源基地建设[3 ]。元宝枫

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 根

本原因除了其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用途外, 还在于它

具有特殊的耐旱、耐瘠薄、栽培管理方便、早实、丰

产、优质等优良性能。试验研究结果表明[4 ] , 1994～

1999 年是陕西省大旱之年, 在中德西部造林工程

中, 元宝枫在秦岭山区造林成活率名列前茅, 超过油

松、侧柏、山杏、刺槐等抗旱树种。1997 年陕西省又

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勉县元宝枫示范区降雨量

较常年减少近一半, 生长于基岩裸露的石质山坡上

的元宝枫, 在无土缺水的恶劣条件下, 1 年生苗木成

活率在 95% 以上, 2 年平茬苗平均高生长 1. 6 m , 最

高者达 2. 42 m。1999 年, 山西省遭受建国以来的特

大干旱, 全省荒山造林在干旱施工困难的情况下, 元

宝枫平均造林成活率达到 92. 53% , 创造了干旱条

件下荒山造林高成活率的记录, 在全省林业界产生

了轰动效应[4 ]。

1. 2　生态经济林能明显改善生态环境

实践证明, 沙棘具有植被恢复快速的特点, 对于

改善生态环境有明显的作用。过去许多荒山秃岭的

不毛之地, 这些年通过种植沙棘, 很快恢复了植被,

披上了绿装。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从 1987 年开始

种植沙棘, 现已有沙棘林 5. 3 万 hm 2, 在被称为“地

球上的月球”、“环境癌症”的地区创造了奇迹[5 ]。甘

肃镇原县武沟乡, 8 年共造沙棘林 3 500 多 hm 2, 种

植沙打旺 2 000 hm 2, 植被覆盖面积达 40% , 成为干

旱陇原的著名绿洲之乡[5 ]。

1. 3　生态经济林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众所周知, 在黄土高原地区, 地貌千沟万壑, 支

离破碎, 水土流失严重, 很难治理。生物措施效果不

理想, 主要原因是气候干旱少雨, 土壤瘠薄, 导致林

草的成活率、保存率很低。沙棘、元宝枫等经济林不

仅能治理坡面水土流失, 而且能有效控制沟道的水

土流失; 不仅能在一般土壤条件下生长, 而且能在土

壤非常瘠薄的砒沙岩地区生长。其冠丛茂密, 根系发

达, 对治理沟道、拦截泥沙的效果非常明显[5, 6 ]。宁夏

彭阳县过去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水土流失严重, 近 5

年来, 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林, 林木覆盖率已由过去的

3% 提高到现在的 13. 9%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178. 7 km 2, 全县林果总产值达到 31 169 万元, 比

治理前增长了 8. 4 倍, 既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又

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出现了“水不下山, 泥不出

沟, 林草并茂”的新景象[5 ]。内蒙古准格尔德胜西乡

黑毛兔沟种植沙棘 7 年后, 植被覆盖度达 61% , 侵

蚀模数由每年每平方公里 4 万 t 减少为 5 000 t [6 ]。

山西右玉县苍头河、马营河两岸营造沙棘纯林和混

交林带 223 km , 形成了大水冲不垮, 风沙吹不动的

“生物长城”, 全县每年因此可减少黄泥沙 300 万 t

以上[7 ]。

1. 4　生态经济林能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生态经济林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近些年来, 凡

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林产业的地方, 大都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促进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经济林在不少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项主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贵州省从

江县经济林面积已经发展到 2. 27 万 hm 2, 全县农民

因 此 人 均 年 增 收 806 元[2 ]。 陕 西 韩 城 市 的

0. 7 万 hm 2花椒林年产值达 2 亿元以上, 而且采椒

已成为当地农民与周边地区群众的一项重要经济来

源。新疆精河县大力发展枸杞产业, 枸杞产业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的 30% 以上, 特产税收入占县财政收入

的 25% 以上, 农民年人均增收 900 多元[8 ]。山西省

右玉县沙棘龙头企业每年为县财政提供的直接和间

接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20% , 同时为畜牧业的发

展提供了保障[9 ]。

2　西部经济林产业化建设面临的突出
问题

2. 1　缺乏长远规划和统一安排, 造成整体布局和生

产结构不尽合理

许多地方在山区开发、发展经济林的过程中, 往

往未做充分的市场调查, 不顾本地特点和优势, 一哄

而上, 带来许多盲目性, 不仅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

浪费, 而且造成经济林树种结构和品种结构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低效经济林多、高效经济林少, 普通品种

多、名特优新品种少。据统计[7 ] , 我国低产、低质和低

效经济林面积及普通水果种植面积占经济林总面积

的 50% 以上, 而名优特新品种、错季型品种面积不

到总面积的 30%。

2. 2　生产管理粗放, 科技含量不高, 单位面积产量

低

主要表现为广种薄收, 技术落后, 优良新品种选

育进程缓慢, 推广应用不力, 单产低而不稳。如全国

板栗平均每公顷产量 375 kg, 仅为美国、伊朗的

1ö8; 全国核桃平均每公顷产量 300 kg, 仅为日本、

法国的 1ö7 [10, 11 ]。大多数木本粮油树种的良种化程

0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2 卷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度不足 30% , 低产林面积占 60%～ 80% [7 ]。人工林

土壤肥力衰退、病虫害严重, 是造成经济林劣质、低

产、低效的主要原因。

2. 3　经济林产业化程度低, 二、三产业滞后, 综合效

益低

目前, 全国经济林产品贮藏保鲜量不到总产量

的 15% , 加工量不到 10% ,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工

量已达到 50% 左右[5 ]。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分散经

营, 组织化程度低, 贮藏保鲜和加工龙头企业发展滞

后, 产品流通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以陕西省为

例, 一方面果品销售渠道不畅, 果品销售市场只是初

级市场, 果品畅销时, 经销者竟相抢购, 滞销时压级

压价或不再经销。有些中介组织还是不成熟的组织,

没有和果农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生产和销

售没有紧紧地连在一起。另一方面果品加工能力差,

产后损耗大, 产品档次低, 缺乏竞争力。目前除渭北、

陕北一些地方外, 大多数地方果品基本上处于低档

次生产状况, 许多地方还远远没有摆脱以追求产量

为主的状态, 而对提高果品质量重视不够。例如, 蒲

城、礼泉生产的酥梨, 过去含糖量高达 12%～ 14% ,

现在减少为 7%～ 8% , 甜味变淡。其原因是只施化

肥, 不施有机肥, 突击浇水, 片面追求高产而造成品

质下降, 导致价格下跌, 增产减收。再如陕西一些地

方为了使花椒、红枣、苹果等果品提前上市, 普遍存

在采青现象, 一般采果提前 15～ 20 d, 严重影响了糖

分积累和果面着色, 虽然和国外是同一品种, 但进入

市场后, 却很难竞争过别人。此外, 果品贮藏加工能

力严重不足, 而且采用技术落后, 果品保鲜时间短,

诸如果品打蜡、真空包装、辐射防腐等先进的保鲜技

术运用很少。在果品加工方面, 除一些较大的果汁厂

外, 绝大部分加工摊点都是小批量生产, 手工作业,

干干停停, 产品质次价高, 包装落后。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各级领导和群众思

想认识不足, 政府管理力度不够, 政策机制不活, 投

入严重不足, 生产基础设施落后。

3　促进经济林产业化建设的对策

加快经济林产业化进程, 是贯彻落实“十六大”

精神, 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迫切需

要, 是更广更深地激发农业活力向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目标奋进的必然选择。目前,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市

场经济从不知所措到初步适应, 果品产区的果农对

果品产业化经营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强烈的现

实要求。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 勇于探索, 大胆实践,

与时俱进, 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才能推动经济林产

业化跨越式发展。

3. 1　政策引导, 机制激励, 动员社会力量从事经济

林产业建设

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 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身到经济林产

业化建设的行列中来, 要为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者找

出投资发展经济林产业的切入点。要加强政府对非

公有制经济的扶持, 切实减轻林业的税收负担, 使林

业经营者有利可图。要兼顾和保护好各方利益, 建立

公开、公平、公正的林地承包制度和林地使用权自

愿、有偿流转的机制, 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在

自愿、有偿的原则下, 通过法定程序和市场流转, 促

进林地规模经营。

3. 2　深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为经济林产业

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各级政府和林业部门在发展经济林产业过程中

不能当裁判员, 而是要当好服务员。当前要进一步深

化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

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创造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

经济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创造招商引资、吸引外资

和民间资本发展经济林产业的基础条件。非公有制

经济林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当地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 或财政投资, 或动员民间投入, 用社会力量

来加以建设。要加大依法保护力度, 保护非公有制经

济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已经产生的各种问题要积极

帮助予以解决。

3. 3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规模建设

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 东西部地区要因地

制宜, 区别对待。东部地区要突出经济指标, 以发展

商、工、贸生产为主; 西部地区要突出生态指标, 因地

制宜地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林和特色经济林产业, 并

要按照地域条件, 对经济林生产进行合理布局, 努力

提高基地建设水平。就陕西省来讲, 首先要继续坚持

“山区重点抓发展, 平原重点抓提高”的调整方针。山

区要把发展放在干果和优质果方面, 因地制宜发展

板栗、核桃、柿子、红枣和优质苹果[12 ]。平原以提高

果品质量为重点, 控制苹果、梨的发展, 适当增加以

澳洲青苹为主的加工专用苹果的比例, 每年通过老

树淘汰、高接换头等技术逐步把树种结构调优。当前

的首要工作是: ①优化区域布局, 因势利导地将非适

生区已配置的经济林向优生区集中。②搞好品种结

构调整, 有计划地更换优质品种, 搞好早、中、晚熟品

种搭配。③以建设百万亩商品化外贸基地为突破口,

17第 1 期 樊金栓等: 西部地区经济林产业化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现技术、质量、机制的创新。要坚定不移地抓好渭

北 40 万 hm 2 优 质 苹 果, 6. 67 万 hm 2 柿 子,

6. 67 万 hm 2花椒, 渭河与无定河之间13. 33 万 hm 2

优质梨, 秦岭北麓 2. 67 万 hm 2 猕猴桃, 黄河沿岸

13. 33 万 hm 2 优质红枣、6. 67 万 hm 2仁用杏, 陕南

6. 67 万 hm 2板栗和 4 万 hm 2 核桃等基地建设。其

次, 要连片开发, 建设成具相当规模的果园。凡有条

件的地方, 都要变零散栽植为集中连片发展。特别是

陕北、陕南山区和沟壑区, 要以流域为治理单位, 在

一个流域重点发展 1～ 2 个经济林树种, 通过几年努

力, 力争建成多个面积 600 hm 2 以上的果园。再次,

要在提高果品质量上狠下工夫。一要改造低产、低

质、低效果园, 对目前已进入结果期和尚未结果的劣

质果树要坚决更新换优, 对有发展前途的“三低”果

园, 要普遍进行嫁接改造, 加强科学管理, 上产量, 上

质量。二要继续抓好示范样板园。各级林业部门要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 组织科技人员承包果园,

重点建设一批不同品种的优质高效示范样板果园,

使之成为引进优良品种和推广先进技术的前沿阵

地, 在技术推广、信息服务、产品销售、品牌建立等方

面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三要积极推广微肥、生物肥、

化疏、化促、化控、套袋贴字、反光膜、着色剂、果品上

蜡保鲜和辐射保鲜等新技术, 创出精品, 参与竞争,

增加效益。

3. 4　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实施名牌战略

经济林产业是林业、园艺、生物、化学、工程、机

械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产业。随着高新技术在这一

产业发展中的不断应用, 在苗木繁育、果品采后保

鲜、加工增值、综合利用等各个产业链条上, 应增强

科技在这一产业中的转化率和贡献率, 加大科技创

新和推广应用的力度。要更新产品品种, 提高市场占

有率和产品竞争率。借鉴国外的经验, 制定严格的产

业规范, 融科技、管理、经营于一体, 贯穿于产前、产

中、产后的各个环节, 加强对各层次从业人员的素质

培训, 提高行业整体素质水平。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

时, 强化品牌意识, 建立高质量、高标准的名、特、优

经济林商品化生产基地, 建立农户+ 基地+ 企业的

科工贸现代产业集团和经济林产品科技产业化工

程, 加强科技指导,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林产品上规

模、上水平, 实现可持续发展。

3. 5　积极培育龙头组织, 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经济林产业化的关键是选准、办好能够开拓市

场、带动千家万户的龙头组织, 有了具备较强经济实

力和服务手段的龙头组织, 才能开拓市场、扩大规

模、带动基地、联结农户。龙头组织可以是加工企业、

专业市场, 也可以是各类中介组织。当前, 要重点抓

好以下几点: ①狠抓果品流通环节的储藏保鲜。在果

品的集中产区, 要规范现有的恒温保鲜设施的管理,

积极引导各储藏户进行集团化联合, 使之成为集储

藏、销售为一体的龙头组织。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储藏

销售组织中, 重点推广先进的储藏技术, 提高保鲜能

力, 延长保鲜时间。②继续培育果品销售市场。搞果

品产业化, 必须树立市场意识, 要认真分析市场, 及

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 在综合分析掌握国际、国内大

市场的同时, 重点培育当地的专业市场。③增强加工

能力, 生产对路产品。对现有加工企业要有重点地进

行技术改造, 着力提高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④发展

和壮大中介组织。在果品集中产区, 以供销社为依托

吸引果农成立果品专业合作社, 或以专业大户为核

心成立果农协会。分别由果品专业合作社、果农协会

按照果农入股的形式组成利益共同体, 签定合同, 明

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通过专

业合作社和果农协会及时给广大果农提供信息、技

术、物资、储果、销果等系列服务。

3. 6　加强和完善与产业化相配套的社会化服务

经济林产业化的主体是广大农民, 广大农民的

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经营能力直接制约着产业化

的程度。为此, 要把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实施林果

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现代化生产体系。要强化服

务职能, 鼓励科技人员和广大果农结成利益共同体,

以现有的技术推广站、骨干果园、示范果园为基地,

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等多种

形式进行技术培训, 传递各种生产信息, 提高果农的

技术水平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先

行者的作用, 使其成为推进果品产业化的骨干, 把周

围群众带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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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 ssion and suggest ion on fu rther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ic fo rest in w est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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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 e of F orestry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a l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 if icance to fu lf ill the indu stria liza t ion of econom ic fo rest in W est Ch ina, fo r

its funct ion s of p reven t ion so il and w ater from ero sion, imp rovem en t of environm en t, enhancem en t of

farm erπs incom e. A lthough there are gained experience and lesson s of indu stria liza t ion in arid and sem i2arid

area since the imp len ta t ion of open ing and refo rm po licy. T he facing p ro jected p rob lem s are: sho rtage of u2
n ited p lan and arrangem en t; un reasonab le st ructu re of p roduct ion; low con ten t of sci2tech; low p roduct ivity

and low efficiency. A fter deta iled invest iga t ion and the study, the paper subm it fou r st ra teg ic m easu res :

mob ilizing socia l fo rce to engage in the con struct ion of econom ic fo rest by po licy induct ion and m echan ism

encou ragem en t; deepen ing the system refo rm and tran sfo rm ing governm en t funct ion to create a fine condi2
t ion fo r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ic fo rest; p lann ing and design ing scien t if ica lly in scale sound; st rengthen 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inpu t, imp lem en t ing famou s2b rand p roduct st ra 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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