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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西岸现代林业发展战略”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同时还是一个与生产实际、与政府
需求紧密结合的研究项目，对全国现代林业建设，促进福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海峡
两岸交流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论著是以彭镇华教授与项目组全体专家经过几年深入研究的成果荟萃，是全体项目领导和专家集体
智慧的结晶，本书的出版，将为相关省市的林业建设提供可借鉴的依据，也必将推动我国现代林业的
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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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途径 （1）改变一些观念 农民是村庄的主人，农民也是村庄
人居环境的受益者、实施者。
农民在村庄整治中的主体地位要使农民认识到人居环境改善不仅仅是盖新房子、住大院子、修大马路
等。
村庄人届环境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农民自己。
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充分发扬自主、自强、勤勉、互助、奉献精神，自力更生建设家园，使农民
得到实际利益。
 （2）完善农村的体系规划、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 加强农户之间的紧密性联系，为提高农民组织
化程度、发展乡村文化创造了条件，便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大大降低通电、通信、通气、通水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和公共设施的管理成本；便于集中治理环境污染，发展循环经济；便于农民生产专
业化分工，便于节约的土地进入农村。
要做好村庄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编制村庄整治规划和行动计划，合理确定整治项目和规模，提
出具体实施方案和要求，规范运作程序，明确监督检查的内容与形式。
同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来提高自身的人居环境质量。
制订长期行动计划和试点示范先行方案，通过村庄整治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
 二、经济发展与林业产业 林业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它以森林资源为主要对象，包括林业产
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涵盖了第一、二、三产业，但不包括林业生态建设。
随着京都协议书的制订，碳汇交易机制的形成，现代林业产业的概念又有了新的拓展。
即：林业产业是保护、培育、经营和利用森林资源，向社会提供林产品和森林服务的兼具公益事业性
质和物质产品生产性质的事业。
 现代林业产业主要包括：①林业第一产业，即培育业。
主要包括森林资源培育业（林、果、竹）、花卉业、野生动植物驯养繁殖业、森林采伐运输业、林副
产品生产业（食用菌、野菜、药材种植和天然林副产品采集等）等；②林业第二产业，即加工业。
主要包括森林采伐运输业、木材（含竹材）加工业、木竹藤家俱及工艺品制造业、制浆造纸业、林产
化工业（含生物制药业）、动植物产品加工业、林副产品加工业等；③林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主要包括森林生态服务业、森林旅游服务业、碳汇产业、其他森林服务业（为教学、科学、国防服务
）和林业信息及物流业等。
 （一）福建林业经济发展现状 福建具有发展林业经济的良好条件和优势。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国家林业分区发展格局中，属于"南用"区域，也是闽台林业
合作的重要窗口，区位优势明显；作为全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自然条件优越，森林资源丰富。
全省现有林地面积9.07×106公顷，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一位；活立木蓄积量4.97亿立方米
，居全国第七；2007年商品木材产量为685万立方米；竹材产量为3.25亿根，居全国第一，资源优势明
显；同时，福建省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作为全国唯一的林业改革与发展综合试验区，政
策优势明显。
福建土壤水热条件优越，非常适宜林木生长，林木综合生长率达9.51%，超过全国平均5.51%的水平。
福建省应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优先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林业产业升级，加快林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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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峡西岸现代林业发展战略》项目研究提出了"和谐绿色海西，高效持续林业"的核心发展理念，筛
选了包括生态、产业、文化和保障等四项内容的18个核心指标和具有福建特色的发展指标，确定了不
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从区域景观背景出发，运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建设理
论、"林网化——水网化"建设理念和系统生态学与规划学原理，提出了"一带三区三群多点"为一体的林
业发展空间布局格局，并首次在省域尺度分生态、产业和文化三个方面提出布局；针对林权制度改革
和现代林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林业建设保障体系，对海峡西岸现代林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全国现代林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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