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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我国森林资源危机的严峻现实
,

提出如何依靠科技进步缓解森林资源 危 机
。

研 究

提出了 “组配促需” 的理论体系
,

强调林业
“

科技一资源” 系统结构效益和要素的协调
、

合理和有

效的配置
。

并进行
“

组配促需” 的林业科技实力
、

能力和潜力的分析评价
。

从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

两个方面对森林资源基础进行了分析
。

针对森林生长长期性的特点
,

提出了用材林 “资源度万 的概

念
,

并对森林资源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定量测算
。

最后提出十条对策措施
。

关健词 科技进步
、

森林资源
、

对策措施

森林资源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
“
热点

”
间题之一

,

世界森林资源急剧减少
,

不少国家

原始森林 已消耗殆尽
。

我国林业近十年来已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
,

其成就为世人

所共注
〔 ’。

但森林资源危机
,

特别是成过熟用材林资源危机严重
,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
,

人均

森林蓄积量
‘ ,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

森林资源质量问题已成为发展中的潜在危

机
。

事实表明
,

森林资源危机已成了林业的核心问题
。

森林资源危机加剧了木材和多种林产

品的供需矛盾
,

使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

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

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真正依靠科技进步
,

当然还有政策和管理等方

面的原因
。

因此
,

依靠科技进步
,

发展森林资源
,

并提出有力的对策
,

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

的研究课题
。

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在定性描述的基础上
,

结合定量分析和建立模型
,

使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

比较研究

首先与国外进行比较
。

其次与国内农业方面进行比较
。

我国农业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

林业早
,

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

但由于林业与农业的特点不 同
,

其方法也不能直接套用闭
。

因此
,

必须立足自己
,

闯出一条路子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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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是依靠专家为索取信息的对象
,

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运用专业方面的 经 验 和 知

识
,

对学科领域在森林 资源劝 长中的状况
、

发展水平及趋势进行综合分析
,

从中找 出规律
,

借 以对发展远景作出判断
,

在本 课题研究
‘ ’,

先后对遗传改 良
、

种苗
、

造林学
、

用材林
、

防

护林
、

薪炭林
、

森林 昆虫
、

森林病理
、

森 林经理
、

森林防火
、

农用林业
、

采运
、

林机
、

木材

加工
、

林产 化
‘、

沂
、

水土保持
、 ‘ 几态林业

、

林 业经济等 个学科
,

对学科与森林资源增长的关

系
,

进行了书面咨询
。

抽样调查
,

点面结合

在全国选抒了两个有代表性的点
,

一是福建省南平地区
,

是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
,

也

是 重要的杉木
, 阴

才

中心 区之一
。

全区有森林面积

 宫
‘ , ,

森林蓄积量
日 ‘ ,

约占全国的
。

 年 月林业 部 批 准 该

区为 “
林 业技术开发试验区

” ,

科技工作和森林资源基础较好
。

二是黑龙江省苇河林业局
,

是省重 气林业局之 一 ,

为较典型 的国有林 区
,

国务院批准的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
。

对两

个点在科技与资源方而作了深入调查和剖析
。

为探入了解面上的情况
,

对全国 个省
、

市
、

自治区林业科技情况
、

森林资源以及林学学科发展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

广泛收集了各种资

料 余件
。

为课题研究掌握丁
’

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

森林资源 中技术进步的定盆侧算

在定性分析的 早础上
,

确定采用川材林资源度的方法
,

在此墓础上采用了幂函数模型” ,

根据全国各省有关林业年度统计资料
,

通过直接回归分离技术进步率
〔, ’,

测定了我国林业进

步作用在增加用材林资源中所 占的比重
。

科技进步促进森林资派增长模型

为进 步了解科技进步促进森林资 吼增长的关系
,

以福建省南平地区为例
,

建立了系统

动力
’

学模型
。

结果与分析

提 出了 “
组配促摇

” 的理论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 咙础 仁
,

要拐示科技 ‘了资 原系统的内在联系
,

把握两者结合的规律
,

研了己
‘

卜 了建
‘ ·

‘了 配促 八子
”

的卫 沦体系
, 三为总 乍卜勺思 尸论旅础

。

门 “ 乡二几 丁毛需
”

的理论依据

科找
‘

招啄配牲不合理 林业系统 科找资源 包括 人
、

财
、

物等 相对薄弱
,

丧现在

少、力资沁 书健
,

结 钩不合理
,

经费投入低
,

科研
一

手段比较落后
,

造成低效益
,

低产出
〔们

。

科技 少戊果办
’

‘

散
一

不力 收要原 因是成果配 套性 生
,

造成推
‘ 一

率低 全国林业科 技 成

果推
’ ‘

应 明率 下足
,

人而积
、

大范围内推广应用的则更少
。

技 术贡献率下高 氏期以来
,

林 业
’

日
户

粗放经营
,

技术含觉不高
,

技术进步对森林

资源的贡献率低
〔’〕。

牙乙希 弓 我 国农业 戈术进步作 用的测灼二
,

国农科 冼农经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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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产部门对科技需求疲软 林业系统长期受
“
大木头

” 思想影响
,

对科技的吸

纳程度差
,

不少森工企业处于
“
两危

”
经济危困

、

资源危机 局面
,

表现出对科技进步理

论上的高需求和实际上的低姿态
。

“组配促需
” 理论 的基本点 其理论就是通过林业

“
科技一资源

”
系统结构效益为

目标的系统要素协调
、

合理与有效地组合与配置
,

实现对科技资源和森林资源的有效需求
。

在此基础上
,

构建了资源效用型依靠科技进步增资减危的基本关系与政策理论体系
。

组配论 主要集中在对系统结构效益的分析上面
,

强调
“
系统

” 、

注重
“
结构

” 、

突出
“
效益

” ,

即在系统科学指导下
,

在一定系统目标和一定系统环境条件下
,

通过林业科

技系统中人
、

财
、

物等
,

森林资源中的成过熟林
、

中龄林和幼龄林等这些系统要素的协调
、

合理
、

有效地组合配置
,

改善系统结构
,

表达系统功能
,

体现系统效益
,

使林业科技系统与

森林资源系统从依靠数量扩展的外延式发展模式
,

转向依靠结构效益的内涵式系 统 发 展 模

式
。

 组配的原则
。

整体性原则
,

相关性原则
,

有序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
。

组配的方法
。

提出了组配级和组配度的概念
,

前者用以表达某一个相关系统的协调

发展水平
,

或者说组配的合理与有效性
。

如在组配级相同的情况下
,

应引入组配度
,

以描述

其差别
。

 组配的效应
。

组配必须有效
,

强调发挥系统所有组成要素的功能
,

使其各尽其责
,

各尽其用
。

组配不等于简单的相加
,

因此
,

强调配套性
,

并寻求有效组配
。

组配不是自然组

配和自然调控
,

而是在人为干涉下的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组配 调控
,

如在 对 人
、

财
、

物 系 统

要素的调控时
,

在
“
财

、

物
”
有限的情况下

,

应组配调控
“

人
”

这个要素
,

以确保系统有效运

行
‘〕。

需求论 是寻求系统功能的效用 目标
,

即以需求为动力促成供需平衡
,

要通过保持

供给的合理张力
,

促使森林资源有效增长
,

实现资源的效用型需求
〔 〕。

强调包括科技资源和森林资源在内的广义上的资源效用的需求观点
。

在森林资源发

展上
,

根据具有可再生的特点
,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建立资源效用型
、

经济效益型的森林资源

与社会经济协调组配发展体系
。

针对长期以来在
“
科技一资源

” 系统中供给并没有能很好地创造刺激需求的现实
,

根据森林资源的特点和规律
,

强调市场及价格的杠杆作用及科技进步的作用
,

分析保持合理

的需求张 力以引导供给的理论和实现途径 弋
“组配促需

” 的科技基础评价

从林业科技的投入
、

活动和产出对科技实力进行了分析评价 分别林木种苗
、

遗传育种
、

造林
、

森林经营
、

森林病理
、

森林昆虫
、

森林防火
、

森林经理
、

森林能 源
、

防护 林
、

农 用

林
、

水土保持
、

木材加工
、

林业机械
、

森林采运和林产化学 大学科对林业科技的资源增长

能力进行了分析评价 分别森林培育技术类
、

森林经营技术类
、

森林防火技术类
、

木材利用

技术类
、

资源管理技术类
、

生态环境技术类和机械装备技术类共 类计 个专业进行了林业

科技潜力分析评价
,

其初步结论为

 与 年相比
,

我国林业科技的人
、

财
、

物投入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

特别

是科技人员投入总量及其职称结构
、

科拉经费的投入量和仪器设备的更新换代等方面都有不



 林 从佗 年斗 学 研 究 卷

同程度的改善
。

但其结构性向题仍然存在
,

包括甲乙两类人员配置中甲重 乙轻
,

不同文化程

度人员配置中高文化程度 人员偏少
,

中型仪器设备偏少和高新大型仪器设备缺乏等投入结构

问题使得林业科技实力的结构效益欠佳
,

结构效益欠佳的间题同样存在于以课题活动为代表

的林业科技活动实力和以成果
、

论文为代表的林业科技产出实力上面
。

对林业科技能力的分析评价结果指出
,

不同学科的资源贡献能力在理论上都是显著

的
,

但不同学科的现实表达程 度各异
,

总的趋势是学科的资源贡献能力相对有限
,

这在病虫

害
、

火灾等灾害防治类学科
、

现有林经昔类学科
、

木材加工学科和林化学科方面表现尤为突

出
。

这有学科 自身发展水平的问题
,

亦有资源部门对相关学科的需求不足问题
,

尤以后者为

最
。

因此
,

协调
、

合理
、

有效地组配调控学科资源贡献能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对 个专业人员投入
、

课题活动和论文产出兰指标表征 的专业科技发展潜力分析评

价结果指出
,

林木种子
、

造林
、

遗传育种
、

病虫害防治
、

林化
、

林业经济
、

环境保护
、

采运

机械 个专业的发展潜力较大 育苗
、

防护林
、

森林防火
、

制材
、

森林经理
、

计算分析
、

森

林生态和木工机械 个专业的发展潜力次之 中幼林抚育
、

次生林改造
、

水土保持
、

营林机

械
、

人造板和木材干燥防腐 个专业的发展潜力有限
。

不难看出
,

现有林经营技术类学科专

业的发展 炸力是 比较薄弱的
,

而现有林经若是恢复和增加森林资源的贡要途径
。

因此应对这

类学科专业进行合理
、

有效的组配调控
,

以辫强其发展潜力
。

“组配促祷
”
的资源基础评价

森林资源总最有限
,

结构不 良
,

质母不高
,

效益较低
。

本项研究指出
,

目前
,

我国森林

资源有 所增加
。

但是
,

华于我国 人口墓数大
,

森林 资源数量仍非常有限
。

现有森 林 覆 盖 率

低
,

木材 长期供不应求
,

这此年的木材供应一直是通过抑制消费和林产品大量进 口才得以维

持的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木材缺 口将进一步扩大
,

据预测
,

我国到 年木材缺 口至少

达
〔。 , 。

与资源总最略有增长相反
,

森林资源结构仍不合理
,

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

资源分

布不合理
,

限制了森林资源的合理经苛和利用
“ 三北

” 和中原地区无林少林
,

自然灾害频

繁 现有林多分布于江河上游
,

不宜过多开采
。

林种结构不合理
,

各主要林种均严重不足
。

树种结构不合理
,

森林资源逆向演替
。

国有林区各主要用材树种锐减
,

珍贵树种比重大幅度

下降
,

次生杨
、

桦
、

柞 猛增 , 南方集体林区大面积营造

针叶 〔特别是杉木 纯林
。

林龄结构不介理
,

国有林 区由于开发不合理
,

造成局部地区严重

过伐
,

西南林区林分严重过熟衰败
,

南方集体林区近
、

成
、

过熟林资源越来越少
。

总缺有限和结钩不 良导致森林资源系统综合效能降低
。

森林覆盖不足
,

难以起到绿色屏

障作川
,

生 态间题 特别是水土流失和上地沙化 严 爪
。

现有用材林成过熟林可 采 资 源 枯

竭
,

后备资源数录不 足
,

质量下降
,

林地生产力不高
。

因此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用材林可采资

源危机仍将继续
,

木 材供不应求的局而亦不 可能在短期内根本缓解
。

技 术进步对森林资源增长 的贡献率计 算

在林业技 术进步 的定量测算中
,

采用资源 度分析法和幂函数模型测定了技术进步在森林

资源增长中的作用
,

其 比重分别为 全国
,

福建省南平地区
,

黑龙江省苇河林

业局
。

旧乘余截留法对南平地区林业技术进步的儿项主要因素作了估 算
,

它 们 分 别

是 造林技术占
,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

良种  
,

幼林抚育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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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防治技术  
,

其他
。

此外
,

用典范分析法对苇河林业局林业技术进步 诸 因

素作用进行了分析
,

得出了哪些技术进步因素与森林资源 以及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
,

为

林业生产中应先考虑的因素
,

以及如何进行技术措施组合配套提供了依据
。

“
组配促器

”
的 项政策设计

根据协调
、

合理
、

有效系统结构效益和资源效用的
“组配促需

” 基本思想和方法
,

针对

我 国林业资源和林业科技的现实
,

本项研究提出了 项林业
“
科技一资源

” “
组配促需

”
政

策

增加技术含量的森林资源
“
粗放与集约

”
政策

。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
,

在森林资源的

直接增长 亦即恢复性增长 和间接增长 亦即消耗性增长 方面
,

对前者保留适当的粗放

经 营
,

对后者则加强集约经营
,

确保森林资源的增长
。

合理产业结构的林业经济
“
速度与效益

”
政策

。

要使森林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
,

根

据
“
组配促需

”
的观点

,

必须在森林资源建设中
,

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需求
,

并以需求为导

向
,

协调森林资源的速度与效益
,

来缓解森林资源危机
。

增强传统技术活力的林业科技
“
传统与现代

”
政策

。

这一政策的重点是
,

一方面继

续用好传统技术
,

另一方面对传统技术进行改造
,

包括同类传统技术的组装配套
、

技术引进

和技术嫁接
,

再则是发展高新技术
。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结合
,

增强科技活力
,

增 加 森林 资

源
。

加速技术改造的
“
引进与开发

”
政策

。

一是加快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
,

二是确定引

进的战略重点
,

三是把技术开发作为重点
,

特别是要集中有限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对生产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间题进行技术开发
,

实现结构和效益的协调
、

合理和有效
。

促进技术扩散的
“
创新与扩散

”
政策

。

技术创新是技术扩散的基础
,

但目前的主要

矛盾在扩散不力上
,

因此强调对现有技术的组装配套
,

进行定 向推广
,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

提高产品质量
,

改善劳动条件
,

最终实现资源的增长
。

促进技术需求的
“
依靠与面向

”
政策

。

构建公益共享
、

投入分担的科研经费
“
自立与扶持

”
政策

。

实现人尽其才的林业科技人力资源
“
分流与更新

”
政策

。

实现物尽其用的仪器设备
“
分散与集中

”
政策

。

有效林业科技管理的
“
分工与合作

”
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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