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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是现代林业建设的开局之年。
为了把握科学发展的主动权，国家林业局党组继续把林业重大问题调查研究，作为科学决策，推动生
态建设和林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推进。
一年来，调查研究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现代林业建设，突出林业改
革，林业碳汇与应对气候变暖，林业生物质能源建设，森林生态文化建设，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等
重大林业工程建设，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区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产业发展，物权法实施与林业产
权制度建设等重点。
调研工作紧密结合业务需要，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形成了多篇选题准确、分析透彻、建议实用的调
研报告，为出台有关政策文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力地支持了各项林业工作的深入开展。
　  2007年生态建设稳步推进，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产业快速发展，富民兴林成效明显，林业工作领域
不断拓展，森林防火工作明显加强。
林业的内涵和功能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延伸，林业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林业在配合国家“气候外交”，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要求“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
进生态修复。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这为生态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也对林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引领生态建设与林业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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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又快发展　　⋯⋯第四篇　决策指导第五篇　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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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高层关注　　胡锦涛　　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　
　2007年9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建议。
　　胡锦涛指出，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
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为此，胡锦涛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合作应对。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
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
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
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
，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坚持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妥善解决。
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
，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三，坚持公约主导地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最具
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应该维护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地位，将公约确定的原则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的指导原则。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
科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应该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加强人员培训，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提
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胡锦涛还倡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搭建亚太地区各成员就森林恢复和管理
开展经验交流、政策对话、人员培训等活动的平台，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
减缓气候变化。
　　建设生态文明　使中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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