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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共有 40.6亿公顷

森林，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3。森林是人

类的资源宝库，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

的碳库，同时为地球大部分陆地生物多样

性提供了庇佑之所。人类如何对待森林

资源，不仅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成果，

也将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当前，人们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意识

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森林生长在保护区

内。然而，森林保护仍任重道远。联合国

粮农组织发布的 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

估报告》显示，自 2015年以来，全球毁林速

度虽有所减缓，但仍在持续，平均每年有

1000 万公顷森林被改作其他土地用途。

在全球主要用于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生

产的 30%森林中，实际可利用的森林面积

正持续减少，森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面

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需要

更加科学地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

首先，要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

具有多样性和生长发育的长周期性，因此

要有系统性的顶层设计，遵循森林生态系

统演替规律和现代森林经营原理，制定长

期可持续经营管理计划。国际社会对此

日益重视，目前已有 20.5亿公顷森林制定

实施了可持续经营计划，超过全球森林面

积的一半。

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需要遵守以下

原则：一是以培育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

系统为目的。如果实际情况不理想，就

需要辅助一些人为措施，促进森林尽快

实现合理的结构。二是模拟森林生长发

育规律。森林是复杂的生态系统，有其生长、演替和物质及能量

交换的规律。生长发育过程基本遵循连续覆盖（永远保持森林

环境）、优胜劣汰、自然更新，应以此为参照，促进森林正向演替，

缩短培育周期。三是分阶段制定经营计划。森林可持续经营贯

穿于整个森林生命周期，需要针对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保护和

管理措施。

其次，还要实行森林分类经营。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报告》，森林的功能可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 4 类。

为了更好地协调管理和发挥这些功能，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森

林分类经营，即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对不同的森林类别和功能

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其核心思想包括：在国土中划出少量土

地发展工业人工林，承担大部分商品材生产任务，称为“商品

林”；其次划出一块“公益林”，包括城市森林、风景林、自然保护

区、水土保持林等，主要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再划出一块“多

功能林”，兼顾发挥两种以上的功能。

2020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亚洲森

林面积净增益最高，其中中国森林面积年均净增加最多。多年

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全面实施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深入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森林城市、美丽乡村建设等行动，加快造林绿化的

步伐。同时，积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了亿万农民造林

护林的积极性，实施采伐限额管理和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制

度，有效控制了森林资源消耗。中国森林资源总体上呈现数量持

续增加、质量稳步提升、功能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目前，中国森

林面积达 2.2 亿公顷，约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5%，其中人工林面积

约 8003万公顷，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不过，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生态产品短缺仍是中国的基本林

情，森林质量不高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未来还要全面加强森林

资源的严格保护和科学经营，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修复制度，建立

以森林经营方案为核心的经营制度体系，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增

强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林产品供给能力，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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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杉、落叶松、皂皮树、酒棕榈……一片片

茂盛的森林覆盖着智利这个狭长的国家。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森林资源

评估》报告，2010 年至 2020 年，在森林面积年均

净增加最多的前 10 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四。

作为南美洲的造林大国，2020 年智利森林面积

约为 1821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近 1/4，被粮农组

织誉为“拉丁美洲林业的楷模”。

智利历来重视森林保护和人工造林，早在

1974 年就颁布了《林业活动发展法》，确立了在

天然林保护性利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人工林的

总体战略，通过鼓励发展出口型林业带动人工林

发展。与此同时，智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林业扶

持配套政策，比如将人工造林和森林工业发展列

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建立人工林发展基金，允

许私营企业参与林业活动，大力鼓励外国企业投

资私营林业部门等。

为鼓励人工林发展，智利将农业和林业用地

收为国家所有，林业生产经营权下放给企业和农

民。同时，政府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全方位支

持。资金上，国家林业局会对人工造林项目进行

评估，确定各类成本和要求后，面向社会招标，并

对中标者提供造林和营林成本 75%的补助。凡

中标者可先获得一定比例的资金，完成全部要求

后才能得到全部补助金。智利政府还制定优惠

的税收政策，如免征造林土地税，只征收 15%的

产品增值税等。技术上，政府联合科研院所为机

构和个人提供育种、栽培、施肥、修整、管理和病

虫害防治等技术培训。此外，大型林企也设有林

业技术研究机构，确保林业先进技术的及时推广

应用。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智利森林面积和经济效

益“双增加”。一方面，木材生产从天然林向人工

林转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天然林的依赖和破

坏，森林覆盖率呈总体上升趋势。另一方面，人

工林面积快速增长，形成了多样化的森林工业，

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智利农业部数据显

示 ，过 去 5 年 ，该 国 林 木 产 品 平 均 年 出 口 额 达

56.49 亿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虽然树木都有利于保护环

境、涵养水土，但天然林的生物多样性和碳储存

能力比人工林更强。为了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

寻求经济、社会、环保的平衡，2008 年，《恢复野

生森林和林业法》开始生效，规定任何原始森林

开采必须经过审批，并且必须在另一地方补种补

栽，同时需要观察补栽后的生态效果，任何违法

开采原生态森林者将被处以市场价值 3 倍的罚

款。经过努力，智利的原始森林得到有效恢复。

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智利国家林业局于

2010 年发起“一人一树”的倡议，号召每位智利

公 民 参 与 植 树 造 林 ，建 设“ 绿 色 家 园 ”。 截 至

2020 年底，共栽种约 2000 万棵树，其中 325 万棵

分布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预计到 2022 年全民

还将再栽种 540 万棵树。智利国家林业局负责

人穆尼塔表示，“一人一树”活动不仅提供了更为

宜居的城市环境，还为民众带去了快乐。

智利

呵护天然林 发展人工林
本报记者 李晓骁

位于泰国南部的攀牙府有一片被称为“小亚

马孙”的海岸，那里便是红树林区。乘坐长尾船

徜徉其间，伴着萦绕不绝的鸟叫声，繁茂的根须

在海水中荡漾，各式鱼虾在其间穿梭觅食。“以

前，这里的红树林被大量毁坏，后来经过治理，才

有现在这幅景象。”当地船夫泰桑告诉记者。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

木本植物群落，因其树皮富含单宁酸，遇空气氧

化后呈红色而得名。红树林具有维护生物多样

性、防风消浪、保持土壤、净化海水、储碳固碳等

作用，被称为“海上森林”“海岸卫士”。东南亚地

区是全球主要红树林生长地区之一，泰国红树林

面积约为 27.2 万公顷，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沿

海地区。

美丽的红树林也是脆弱的。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泰国的红树林受到海虾养殖业发展的严重

威胁，大量红树林被毁坏，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平

衡被打破。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人们逐渐意识

到红树林对海岸生态的重要作用，恢复工作陆续

展开。200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未来红树林”计划，泰国成

为该计划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在距曼谷不远的夜功府柯龙孔地区，诗琳通

公主先后 5 次来这里考察红树林恢复项目，并带

动泰国企业捐款种树。当地村民采取了围网养

殖、竹篱护土等措施，将红树林与海产品养殖区

划分开来，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兼顾经济收益。此

外，柯龙孔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巡护队

伍，以 30 人为一组，定期组织巡护活动。经过多

年努力，当地红树林面积及生物多样性逐步恢

复。夜功府柯龙孔红树林保育中心主任妮提拉·
塔拉蓬塔表示，以前，当地人砍伐红树林来养殖

海鲜，现在人们学会了和自然和谐相处，大片红

树林为野生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渔民打到的

鱼反而更多了，富有特色的红树林也给当地带来

了旅游收入”。据夜功府府尹差拉介绍，红树林

生态旅游项目每年吸引约 200 万名游客，提高了

当地的知名度。

另一处重要的红树林区位于泰国甲米府的

甲米河口，是列入《拉姆萨尔公约》的国际重要湿

地。现在，河口周边和海湾内生长着约 7000 公

顷的红树林，生活着约 220 种鸟类。过去，这里

却是另一番图景：1985 年以来，当地有数千公顷

的红树林转变为养殖塘，废物污染及居民区的扩

张使该地区水质迅速下降。2001 年后，泰国政

府将红树林全部归入国家储备林，严格管控不合

理利用行为。生态养殖随之兴起，环保行动蔚然

成风。城市森林步道、红树林生态系统学习中心

与访客中心也拔地而起，推动周边居民和学生更

加全面认识他们的“海边邻居”。

为进一步加强红树林保护与管理工作，泰

国政府颁布了《海洋与海岸资源管理促进法》，

设立国家级和省级海洋与海岸资源管理政策规

划委员会，并将红树林恢复面积列入国家发展

规划。泰国农业大学造林学教授披差表示，近

年来，泰国红树林面积不断扩大，人们保护红树

林的意识不断增强，“民众认识的提高是红树林

保护的前提”。

泰国

守护“海岸卫士”红树林
本报记者 赵益普

山 毛 榉 是 德 国 的 常 见 树 种 ，德 语 中 约 有

1500 个地区的名字与其相关。森林在德国文化

中的独特意义可见一斑。最新数据显示，德国

森林面积约 1140 万公顷，近 1/3 国土面积被森林

覆盖，是森林面积最多的欧盟国家之一。随着

时代的发展，德国的森林经营管理方式在不断

调整。

1713 年，德国人冯·卡罗维茨在《林业经济

学》一书中提出“可持续”观点，建议森林利用必

须能够持久，每伐一棵树，就要种一棵。这一观

点后来成为德国森林利用的重要原则。德国联

邦层面和各州都制定了专门的森林法，以保护森

林免遭不当使用或过度利用。2002—2012 年，德

国采伐森林面积约为 5.8 万公顷，而森林生长面

积达到 10.8万公顷，净增森林面积 5万公顷。

另外一位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德国林学

家盖耶尔，则在 1898 年提出了“近自然育林理

论”，认为应该在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进

行人工辅助经营，充分尊重并利用森林发展的

内在规律。在德国过往的人工造林活动中，云

杉和松树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被广泛种植。

相比经济林，山毛榉等天然林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意义更大。这种高可达近 50 米、树龄可达 300
年的阔叶树，即使到了树心已空的阶段，仍可为

多种昆虫和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场所。近几十

年来，德国政府为了平衡经济和生态目标，对林

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山毛榉这种本土特色树种

的面积不断回升，目前占到德国全部森林面积

的 15.8%。

近年来，暴风、干旱以及病虫害等气候变化

引起的自然灾害给德国森林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自 2013 年起，德国政府设立

了 森 林 气 候 基 金 ，以 支 持 相 关 研 究 项 目 的 进

行。在 2019 年召开的德国国家森林峰会上，德

国食品和农业部部长尤利娅·克勒克纳指出，气

候变化对德国森林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预期，

为弥补气候变化对森林造成的损失，德国政府

需在 4 年内投入 7 亿—8 亿欧元资金用于重造

森林。

此外，德国政府于 2011 年出台《林业战略

2020》，“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位于林业九大行

动领域的第一条。该战略特别提出，要维持森

林的碳汇能力，开发森林和木材产品的碳减排

潜力，加强对区域气候变化的预测来辅助造林

树种的选择，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框架下采用

可适应气候变化的乡土树种等。

森林不仅是重要的碳库，木材也是重要的

可再生资源。有数据显示，德国的森林和木材

制品每年可为大气减少 1.27 亿吨的碳排放，相

当于德国温室气体排放的 14%。2019 年，德国食

品和农业部与德国再生材料专业协会成立“再

生材料”促进项目，资助科研机构就木材的使用

进行更深入研究，以帮助德国在能源和材料领

域尽早实现气候目标。

德国

适应气候变化 重视乡土树种
本报记者 花 放

图①：泰国甲米河口的一处海边红树林。由于生长

于山海之间，这片红树林成为当地的热门旅游景点。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②：2020 年 12 月，智利国家林业局组织当地居民

参加防火培训。

图③：德国海尼希国家公园内的山毛榉林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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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好森林平衡好森林
资源的保护和利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关系用关系，，是一个世是一个世
界性课题界性课题。。不少不少
国家都在积极探国家都在积极探
索索，，通过不断完善通过不断完善
森林法规森林法规、、更新经更新经
营理念营理念、、调整林业调整林业
政策政策、、推动民众参推动民众参
与与，，以充分发挥森以充分发挥森
林的多种功能林的多种功能，，实实
现森林资源的永现森林资源的永
续利用续利用，，建设人与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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