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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动态客观劣势

段寅成

重新布置林业战略

王向东

( 山西省林业勘测设计院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 )

提 要

山西省有静态的自然优势
,

也有动态的客观劣势 , 静态的自然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不

会失去
,

而动态的客观劣势不是逐渐消除或转化
,

而是越来越强烈
。

这种动态的客观劣势就

是森林覆盖率低
,

水资源严重缺乏和水土流失剧烈
。

这三者互相联系
,

互相制约
,

成 为障碍

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
。

要扭转这些动态的客观劣势
,

必须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
,

调

整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
,

重视林业的战略地位
,

加速发展林业事业乞

山西有静态的 自然优势
,

也有动态的客观劣势 ; 静态的 自然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不 会 失

去
,

而动态的客观劣势不是逐渐消除或转化
, 一

而是愈来愈强烈
。

这种动态的客观劣势就是森林筱

盖率低
,

水资源严重缺乏
,

水土流失严重
。

三者互相联系
,

互相制约
,

成为阻碍山西经济发展的

客观因素
。

要改变这些动态的客观劣势
,

必须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调整 目前的经济发展战咯
重视林业的战略地位

,

加速发展林业事业
。

森林危机的挑战

要加速发展山西林业
,

必须掌握世界
、

全国
、

全省森林资源现状
,

这对制定林业政策和发展

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根据
“
五

’

·

五
”
森林资源清查

,

山西省有林地覆盖率是 5
.

2%
,

全 国

平均 12 %
,

世界平均 22 %
,

山西排在全国的第 22 位
,

中国排在世界的第 1 20 位
。

根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对 2 0 0 0年世界森林资源预测
,

森林资源将继续下降
,

而发达国家则呈继续上升趋势
。

发达国

家将森林的社会效益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

对林业采取扶持政策
,

保护和扩大 自己 的
`

森 林 资

源
,

永续发挥森林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
,

对森林的社会效

益重视不够
,

继续开采森林资源
, 叱

使世界森林以每年 1 ,

80 。一 2 ,

00 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
,

造成人类

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

使林业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

.

十一届三 中 全 会 以

后
,

国家对林业建设一直很重视
,

先后多 次发出保护森林资源的文件
,

制定了 《森林法》
。

但由

于 旧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使得森林消耗难以控制
。

直至 1 9 8 5年
,

全国

森林生长量与消耗量的赤字达 1 亿立方米
,

1 9 8 7年又发生 了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
,

给国家造

成了惊人的损失
,

全国出现森林资源危机
。

山西省在省委
、

省政府
、

林业厅领导下
,

森林资源没

有遭受特大损失
,

造林事业也有重大突破
,

特别是林业区划
、

规划
、

设计
、

施工
、

验收和建档一

条龙
,

以及工程造林
,

开创了新时期林业建设的新局面
,

’

取得了宝贵经验
。

但是
,

林业在经济发

展战略中的地位没有重大突破
,

满足不了工农业以及人民生活发展的需求
。

因此
,

我们在取得成

绩的同时
,

应该借鉴外省的 先进经验
,

迎接全国乃 至全世界林业的挑战
。



经济发展的迫切性

木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木材差不多有 50 %用来造纸
。

现

在
,

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平均每年消耗 4 公斤纸
,

全国还需进口纸浆
、

纸张和木材 约 1 00 万 吨
,

平

均价格每吨 1 ,

00 0元
,

就是 10 亿元
。

根据山西省轻工业厅行政管理处的统计
: 1 9 8 8年以来

,

山西省进
:

口木浆 1 ,

20 0吨
,

每吨 67 3美元
,

已花掉 80
.

76 万美元
。

仅临汾造纸厂就生产机制纸 1
.

22 万吨
,

每

吨消耗木材 3 一 5 立方米
。

全省纸浆
、

机制纸原材料供不应求
。

再从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特殊性考

虑
,

全省煤储量为 8
,

70 0多亿吨
,

按照技术设备先进的国家统一煤矿计算
:
每产 1 万吨煤

,

消耗

矿柱材 50 立方米
,

全部开采
,

需要 4
.

35 亿立方米的矿柱材
。

目前
,

全省的木材生产力只有16 万立

方米
,

社会需求量是 8 00 万立方米
,

消耗量是 28 0 万立方米
,

大量时木材从东北调进
,

运费每立方

米45 元
。

如果用 45 元钱搞速生丰产林
,

10 年后净得 1
.

5一 3 立方米木材
。

预计 2 0 0 0年全省木材 需

求 1 ,

20 0万立方米
,

消耗 82 4万立方米
,

而本省的生产能力最大只有 1 00 万立方米
,

其余 72 4万立方

米木材还需外调
。

如果现在拿上 72 4万立方米木材的运费搞速生丰产林商品基地
,

既增加了 本 省
`

人民的经济收入
,

绿化了山西大地
,

又改善生态环境
,

给铁路运输也减少了一个包袱
。

这就要求

我们有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眼光
。

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角度剖析
,

山西省的水土流失严重
,

其天然降雨大部分流出省境
,

造成

了全省水资源严重缺乏和农业产量低而不稳
,

也造成了黄土高原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和黄河

下游提防
“
越险越加

,

越加越险
” 的恶性循环

,

形成了水库淤积
、

冲毁
,

水土资源严重流失
,

生

态环境恶化的局面
。

对此
,

我们必须重视森林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调节气候的社会效益
。

推广

建国以来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
,

在此仅举正反两例进行对比
:
中阳县陈家湾水库建成 28

年来
,

淤积泥沙量 占总库容的 30 %
,

水库已超过设计寿命
,

然而仍能延长利用几十年
。

这主要是

由于水库上游覆盖率高达 78 %的森林起了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
。

而偏关老营水库 1 9 5 8

年修建
, 1 9 6 0年拦洪

, 1 9 6 7年淤满冲毁
,

其主要原因就是水库上游没有成林
,

水土流失严重
。

用

群众的话来说
: “ 山上多栽树

,

等于修水库
,

雨多它能吞
,

雨少它能吐
,

.

永保绿色头
,

地下水常

流 , ” 又说
: “ 山上砍完树

,

沟底淤水库
,

农业无保障
,

群众遭灾荒
” 。

森林调节气候的功能也是实践的结晶
。

近几年来
,

山西省平原地区大搞农 田防护林
,

使单位

面积的粮食产量提高10 一 17 %
。

特别是生长在雁北的杨树林
,

对雁北的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防护

效益
,

粮食单产逐年提高
,

风沙危害逐渐减少
。

森林的这些防护效果主要是由于森林一方面涵养

水源
,

保持水土 ; 另一方面
,

又通过森林地面和森林树冠对水分的蒸腾来调节局部气候
。

有人做

过这样的试验
:
每公顷生长旺盛的森林每年要向空气中蒸腾旦

,
0 00 吨水蒸气

,

折水层是 80 。毫米
,

大于一般海面的蒸发力
,

水蒸汽遇冷产生降雨
。

山西省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

十年九早
,

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

如果我们大力造林
,

迅速扩大

森林授盖率
,

使其最少达到 40 %
,

那么
,

全省将有 6 23
.

1万公顷森林
,

每年至少生产木材 3 , 0 00 万

立方米
。

每公顷有林地比无林地最少多储蓄水 20 立方米
, 6 2 3

.

1万公顷森林 最 少 蓄 水 1 86
.

9 亿

吨
。

这样
,

不但可以控制水土流失
,

为工农业生产提供木材
,

而且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山西的

生态环境
。

从更新观念中突破

国家确定山西省为能源重化工基地
,

这在现在以至未来几百年的时间内
,

长期稳定不变
,

显

然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近几年来 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对全国经济建设所起的重



大作用
,

、

但也应该重视与能源基地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

根据环境保护局资料
:
太原市地面

二氧化硫平均值达每立方米 0
.

26 毫克
,

超标率为 5 7
.

6 % ; 致癌物 3 ,
4
一

苯并蓖每 1 ,
0 00 立 方米 4

.

1 ,

微克
,

是外国标准的 41 倍 ; 粉尘超标 9 一21 倍 , 一氧化碳超标 1 1 5
.

5倍 , 二氧化碳超标 9
.

7倍
。

更

重要的是水源的污染和植被破坏
,

矿渣淤塞沟渠而引起新的水土流失
。

全省每年增加沟道泥沙量

约 6
,

的 。万吨
,

占全省总输沙量 4
.

6亿吨的 1 3
.

2 %
。

新的水土流失 已经抵消了一部分水土保持成

果
。

面对这种令人忧虑的环境问题
,

必须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战略
。

根据研

究资料
,

加拿大杨
、

中国槐
、

桑树
、

泡桐
、

紫穗槐等具有吸收二氧化硫的 }功能
,

而森林吸收二氧

化碳
,

放出氧气的作用却是人人皆知
。

日本科学家认为
,

日本森林的社会效益等于国民收入的总

和
,

为此
,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保护扩大自己的森林
。

对于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来说
,

我们缺少

的资金和技术可 以从其它地方引进
,

但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引进的
。

我们应该彻底改变

依靠林业获取木材的传统狭小经济观念
,

将森林的社会效益摆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
,

从而调整

林业战略
,

加速造林绿化步伐
。

战略 目标与措施

森林的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

木材和林副产品的供不应求
,

迫切要求山西省重新布置林业

战略
。

这对于兴晋富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

(一 ) 林业概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

根据 1 9 8 5年山西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动态分析
,

全省有林地面积 9 9
.

3 3万公顷
,

覆盖率为 6
.

34 % , 四旁树折合面积 3 7
.

n 万公顷
,

孤盖率

为 2
.

3 4% , 农林间作丰产林 .2 4万公顷
,

覆盖率为 0
.

15 % , 灌木林 78
.

7万公顷
,

毅盖率为 5
.

03 %
,

总计森林覆盖率为 1 3
.

86 %
,

按人 口平均只有 0
.

05 公顷
,

仅为全国人 口平均水平的 3 8
.

4% ; 每 人

平均占有林木蓄积量 1
.

6立方米
,

仅为全国人 口 平均水平的 1 7
.

2%
。

另外
,

还有 4 1 7
.

4万公顷宜林

荒地未能开发利用
。

由于森林资源少
,

导致了全省木材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
,

林业企业经济贫困
。

在 9 个林区
,

21 4个国营林场和 12 3个国营苗圃中
,

有 60 %的单位陷入经济危困状态
,

如
:

右玉县油坊国营林家

已经 5 个月的工资发不出去
。

由于经济的贫困
,

营林投入少
,

经营管理不善 ; 只重速度
,

不重经

济效益
;
大量的中幼林未能抚育

,

闲置的荒山未能开发 ; 破旧的营林设备未能更新 , 林区职工塔

少住房 , 等等
。

这些因素
,

严重影响了林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 ,

面对全国森林资源的危机
,

国家

逐步削减木材产量和供应量
,

而且
,

开放以后的木材市场平价调拨的木材质量越来越下降
。

.

为了

摆脱这些困难
,

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发展林业生产力
。

(二 ) 战略方针与目标
。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
,
地形复杂

,

丘陵山区占80 % 以上
。

从能源重

化工基地出发
,

考虑生态平衡
,

山西省的林业战略方针是
: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

,

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
,

充分发挥森林的公益作用 : 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

保障农牧业的稳定发展
。

为此
,

林业

建设方向应在以营林为基础
,

以生态经济和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指导下
,

尽快扩大森林资源
,

全面

搞好林业生产
。

由于林业生产的周期性较长
,

因而振兴林业的 目标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
,

需要经过较长时
·

间的努力才能够完成
。

因此
,

我们在此将全省 1 9 9 0年
、

1 9 9 5年
、 2 0 0 0年的奋斗目标列表如下

。

按照这个目标发展到 2 。。0年
,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
,

森林面积达到 46 9
.

87 万 公顷
,

每人

平均占有森林 0
.

18 公顷
,

是现在的 3
.

6倍
。

每年至少可 以生产木材 50 0万立方米
,

比现在提高了 20
。

多倍
。

尽管如此
,

山西省仍存在木材供不应求
,

人民生活环境继续恶化的威胁
。

全省还有 2 3 4
.

93

万公顷的宜林荒地急需开发
,

还需全省人民在下个世纪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继续努力
,

直到森林畏



森林覆盖率

年 份
( % )

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米 )

每年森林蓄积净增量

(万立方米 )

林业产值

农业产值
( % )

1 9 5 8 1 3
。

86 7 4
。

0 6

1 9 90 1 8
。
0 0 90

。
b 6

19 9 5

0 200

2 3
。
0 0

0 3
。
0 0

4
,
声8 3

。

3 2

5
一
0 0 0

。
0 0

6
,
00 0

。
0 0

1 0 , 0 0 0
.

0 0

2 0 0
。
0 0

12

2 0

5 0 0
。
0 0

盖率达到45 %右左
,

荒山才能全部绿化
,

生态吓境才能进一步得到改善
。

(三 ) 战略重点与措施
。

实现上述战略目标
,

涉及面广
,

任务艰巨
。

根据山西省是能源重化工

基地这一特点
,

林业工程的布局
,

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根据近年来的考察研究
,

山西

省的战略重点应该是
:

1
、

兴晋富民
,

狠抓太行山
、

吕梁 山的绿化工作
,

这是促进山区治穷致富的一条重要措施
,

也是保证平原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

2
、

抓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
,

重点建设 以沙棘
、

核 桃
、

红 枣
、

山 植
、

柿 子
、

花

椒
、

仁用杏和山桃等千果为主的经济林商品基地
,

发展外向型林业
,

带动山区经济向前发展 ;

3
、

挖掘大同
、

忻定
、

太原
、

临汾
、

运城
、

上党等六块盆地的速生丰产林优势
,

搞好农田林

网 和林粮间作
,

树立商品经济观念
,

发展立体农业
,

做到林茂粮丰
,

早涝保收 ;

4
、

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
,

改善林业企业管理
,

开展多种经营
,

增强企业活力 ;

5
、

重视城市生态林业和农业生态林业建设
。

在城市和城郊营造适当面积的植被
,

使其吸收

大气有害物质
,
既美化了城郊

,

又保障了人民身心健康
。

在大中型水库周围和主要河流区域两岸

营造水源涵养林
,

使其起到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防止水库淤积
,

缓解全省水资源缺乏的矛盾
。

在风沙危害比较严重的雁北地区和忻州地区营造防风固沙林
,

保障农牧业的稳定发展
。

特别要重

视雁北地区 1 3
.

3万公顷成熟林
、

过熟林和小老树的更新和改良工作
,

确保昔 日的风沙危害不再继

续发展
。

综上所述
,

重点是抓好速生丰产林和木本粮油经济林两大商品基地的建设
,

重视各种防护作

用的生态林业 区域绿化
。

为了实现林业战略目标
,

在以上战略重点的前提指导下
,

必须制定以下

战略措施
:

1
、

加强林业法制
,

落实林业政策
。

大力 宣传森林法
,

宣传林业资源的重要性
,

用法律手段护

林保林
,

巩固原有森林资源
。

林业建设应主要依靠广大农民
,

只要把各项林业政策与农民群众的

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
,

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造林育林的积极性
,

坚决做到国家
、

集体和个人

一起上
,

使全省林业在巩固中稳步迅速发展
。

2
、

建立
“
林业领导岗位责任制

” 、 “
林业机关岗位责任制

” ,

将全省各个时期的奋斗 目标

层层分解
,

落实到市地县乡
、

机关和厂矿各级领导头上
,

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

用工程管理和工

程验收的办法检查各地
、

各级领导的林业政绩
,

彻底改变部分人对林业工作年年推着干的局面
,

做到年年有 目标
、

有岗位
、

有战场
,

年年有进展
、

有成效
、

有贡献
,

使造林营林工作 走 向制 度
,

北
、

规范化
。

3
, 、

增加林业投资
,

疏通林业投资渠道
,

建立林业基金制度
。

林业资金是确保林业发展
,

实

现森林越采越多
、

永续利用的重要手段
。

省地县市每年应从财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资金投入林业



生产
,

还可采取无息贷款的形式支持林业发展
。

除此之外
,

还应该征收煤炭
、

电力和矿藏等育林

基金费
,

征收水源涵养费
,

向部分厂矿
、

企业
、

机关征收义务绿化人头费
。

再者
,

从外国
、

外省

和本省其它企业引进资金
,

实行优惠政策
,

定向培养森林
,

走林工商综合集约经营森林的道路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资金方面保证林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

对于林业资金要管好
、

用好
、

用活
,

要与

项 目挂钩
,
与效益挂钩

,

与承包领导挂钩
,

奖罚分明
。

4
、

实行农业
、

林业
、

水利
、
轻工

、

煤炭
、

环境保护
、

园林等各个部 门之间约横向联系
,

形

成高技术型的国土整治指挥机构
,

用科学 的系统工程
,

发展林业事业
。

5 、

搞好动植物
、

中草药基因库的建设
,

开发林区的旅游资源
,

为全方位的开放山西创造 良

好的经济生态环境
。

6
、

将植树造林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

增加群众造林补助
,

大力发展股份林业和个人林业
,

改变扶贫资金的
“
赠输济

”
型

,

实行
“ 干得储

”
型

,

贯彻多轮驱动
,

多计兴林的战术方针
。

7
、

加强林业科技和教育事业
,

建全森林资源管理体制
,

建立森林资源信息库
,

抓好林业区

划
、

规划和设计工作
,

大力推广工程造林和采用良种壮苗
,

科学种植
,

保证造林质量及成活率
,

控制森林病虫害的发生
。

开展木材和林副产品的深度加工研究
,

提高商
.
易率

,

增强市 场 竞 争 能

力
,

使 山西省林业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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