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6 

 Agricultural Science 

林权改革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防火机制协同优化策略 
 

姜修国 

沭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技术服务中心 

DOI:10.12238/as.v8i2.2738 

 

[摘  要] 林权改革虽然为林业发展带来活力,但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防火机制协同却面临挑战。基于

此,本研究分析林权改革对二者的影响,提出不同的协同优化策略,旨在提升森林资源管理水平,平衡资源

利用与保护关系,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践操作提供参考依据,从而为推动森林资源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发挥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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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forest rights brings vit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bu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fire prevention mechanism faces challeng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orest rights reform on both, put forward different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strategy, aim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balance between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realize fore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ing and practice, promote 

forest resour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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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改革是林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关键性变革,它对森林

资源经营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它给林业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

使森林资源利用及防火工作模式发生了变化。现阶段,森林资源

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保证生态安全,并且防火机制

在森林资源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这一背景,对森林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防火机制协同优化策略进行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意

义。这样既有利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又可以为林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对于达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统

一有重要促进作用。 

1 林权改革对森林资源利用与防火机制的影响 

林权改革是我国林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我

国森林资源利用和防火机制有着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影响。就森

林资源的利用而言,林权改革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改革使产

权归属清晰,调动林农生产积极性,使森林资源利用更多元化、高

效化。很多林农都在自己的林地上进行林下种植和养殖,并利用

林地空间大力发展种植菌类和养殖家禽等特色产业来增加林地

综合产出效益。与此同时,部分林业企业也加大森林资源开发力

度,大力发展木材深加工和森林旅游,推动林业产业链延伸。但

这一转变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一些林农与企业在短期利益的驱

使下,对林木进行过度砍伐,造成森林资源总量下降、结构失衡

等问题,从而影响森林生态功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1]。 

林权改革也给森林防火机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革

前,森林防火基本上是靠集体组织与政府部门共同完成的,其职

责比较集中。改革后由于林权分散在多个个体、企业中,森林防

火责任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已很难

适应这一新形势。一些林农、企业不重视森林防火工作,没有必

备的防火意识、防火技能,生产经营活动中易发生火灾。并且,

因经营主体多而散,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与养护面临着资金

匮乏、协调难度大等诸多问题,致使部分区域防火设施陈旧、不

完善,很难有效地应对火灾风险。 

2 林权改革背景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防火机制

协同优化的目标 

林权改革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防火机制协同优化目标

明确,意义重大,对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和保持生态平衡十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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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就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言,协同优化的目的是保证森林

资源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会损害子孙后代满足需要的

能力[2]。一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森林经营规划使森林资源得

到有序地开发利用,针对不同森林类型及立地条件制定差异化

经营方案以优化森林结构,改善森林质量、增加其生态服务功能,

如加强天然林保护、合理调控人工林采伐强度、推进森林自然

更新与恢复等,另一方面要促进林业产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以及生态友好型产业培育与发展。推动森林旅游、森林康养

和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以减少对木材资源的过度依赖,

并提升森林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附加价值。 

从防火机制上看,协同优化以建设全方位、多层次、高效能

的森林防火体系为目标。加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

火灾监测预警扑救能力。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物联网

等先进信息技术实现森林火灾实时监测与精准预警,发现火灾

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强化森林防火队伍建设工作,提升人

员素质与专业技能,装备先进防火设备,保证一旦发生火灾能快

速有效灭火。同时要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

防火意识,营造人人参与和共同防火的氛围。另外,要建立和

完善森林防火责任体系,明确部门和经营主体防火职责,强化

部门之间协作,形成合力。通过上述举措协同作用,将森林资

源可持续利用同防火机制相结合,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生态环

境稳定。 

3 林权改革背景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防火机制

协同优化的策略 

3.1建设全面的管理架构 

林权改革以后,森林资源利用和防火工作管理格局显著改

变,建立综合管理架构已成为两者协同优化的重点。综合管理架

构需要突破部门壁垒并融合林业、自然资源和应急管理等多个

部门的力量,林业部门对森林资源进行了详细描述,例如森林分

布和树种结构；自然资源部门可以提供土地利用规划和其他资

料；应急管理部门拥有在灾害应对方面的专业经验和丰富资源。

把这几个部门优势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实现森林资源综合

的、动态的经营。比如在编制森林资源开发规划中,林业部门可

以根据自然资源部门的土地规划来合理地确定开发区域；应急

管理部门在火灾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提前干预并对防火设施建设

建言献策,以保证开发活动符合防火要求[3]。与此同时,构建统

一信息管理平台也是重中之重,该平台应涉及森林资源监测、火

灾预警和林农信息。利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

能够实时地获取关于森林资源的生长情况和覆盖范围的变化数

据；采用智能传感器及监控设备对林区火源信息进行及时采集。

林农可以通过该平台对自己在运营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防

火需求进行反馈,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对管理策略进

行调整。如果检测到某个地区森林资源存在过度利用的倾向,

该平台可以及时进行预警并督促林业部门加强监督；当监控出

火灾隐患时,该平台会快速向应急管理部门传递信息并启动相

关防控措施。另外,各级管理职责的明确性是必不可少的,省级

部门负责宏观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协调本省森林资源利用和

防火工作；市级部门要依据省级规划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

具体实施方案及考核标准；在县级和乡镇的基层部门,他们主要

负责政策的实际实施和日常的监督管理,确保所有的任务都在

林区的前线得到执行。通过这种明确的职责划分,避免了管理上

的推诿扯皮,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防

火机制的协同优化提供了扎实的组织保障。 

3.2完善协同法规政策 

林权改革背景下,完善协同法规政策,是确保森林资源持续

利用和防火机制协调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健全法规政策,一是

明确森林资源利用及防火工作当事人权利义务。一方面对林农、

林业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的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了

他们在森林培育、采伐和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权利,另一

方面也对必须承担的防火责任进行了规定。如规定林农林下种

植应按一定防火标准留出防火隔离带；林业企业从事木材采伐

作业,应当制定周密的防火预案,严格落实。另一方面要明确政

府部门对森林资源管理及防火工作的监督责任,防止监督缺失

或越位。针对监管不力部门及人员建立相关问责机制。 

二是协同法规政策应涉及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上,积极实

施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并严格执行防火措施的经营主体要得到

政策支持与经济奖励。例如,对于采取生态友好型经营模式的林

业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对森林防火工作成绩显著的

林农给予物质和荣誉奖励。从制约因素上看,增加了对损害森林

资源、违反防火规定的惩罚。加大非法采伐和毁林开垦罚款额

度,追究引发重大火灾事故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产生巨大法律

威慑力。同时法规政策应该有动态调整机制,在林权改革不断深

入发展,林业发展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时对有关法规

政策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比如伴随着森林旅游这一新兴行业的

崛起,适时出台相应管理规定对行业发展进行规范,以保证利用

森林资源进行行业发展时能够保障森林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稳

定。通过持续完善协同法规政策,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防火

机制的协同优化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 

3.3均衡的投入产出机制 

林权改革下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防火机制的协同优化

需要均衡的投入产出机制作为重要的支持。其中增加资金投入

至关重要,政府要在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及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起主导作用并加大财政投入。在森林资源培育上,建立专项

基金,用于植树造林和森林抚育,以改善森林质量,增加覆盖率。

如为营造混交林,进行森林生态修复等工程提供资金补贴等,以

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稳定健康地发展。在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上,

投资兴建瞭望塔,修筑防火道路,添置先进灭火设备,增强火灾

防控能力。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森林资源经营与防火,采取税

收优惠与项目补贴相结合的政策,引导企业与个人对林业产业

及森林防火项目进行投资。 

以输出的合理规划为中心。一方面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科学

经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产出。开发高附加值林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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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如木材深加工和特色林产品加工,拉长林业产业链以提高森

林资源经济效益。如把原来单纯销售原木的办法改为制造高档

家具和木质工艺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强调生态产出与

社会效益的关系。森林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净化空气的生

态功能,其生态价值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向经济收益的转变。

与此同时,合理使用森林资源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林区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达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以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为保证。依据森林资源利用主体

受益情况,合理确定森林资源保护防火工作成本分担比例。对大

规模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的公司来说,要负担比较大的费用；对

小规模经营林农,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和互助合作的形式来减负。

通过均衡投入产出机制,为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及防火机

制协同优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及经济动力。 

3.4构建智慧协同平台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创建智慧协同平台对于森林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防火机制的协同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智慧

协同平台融合了各种技术,突破了信息障碍,提高了管理效率。该

平台需要具有较强的森林资源监测功能,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监测和地面传感器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森林资源生长状

况、面积变化和病虫害等信息的实时监控。利用高分辨率卫星

图像,可以准确地确定森林内非法采伐迹地等异常情况；无人机

可以深入偏远林区获取森林植被详细资料；地面传感器具备实

时收集土壤湿度、气温等环境相关数据的能力。这些数据被实

时地传送到该平台上,以便对森林资源的合理使用计划进行科

学地制定,例如根据树木生长数据制定合理采伐量,以及根据病

虫害监测结果适时进行预防和控制等。之后以火灾预警和防控

功能为核心,搭建平台,该平台采用智能烟火识别技术,实现林

区火源的全天候监控,当检测到可疑火源时,快速发布预警信息

和准确定位火源方位。将气象数据与地形信息相结合,通过大数

据分析与模型预测相结合,模拟出火灾发展趋势,科学地指导

防火决策。同时该平台还连接有森林防火指挥系统,能够对消

防队伍、灭火设备和其他资源进行迅速调度,以达到高效灭火

的目的。 

智慧协同平台应该具有协同办公、信息共享等功能,林业部

门、应急管理部门、林农以及林业企业之间可以通过该平台实

现实时的交流合作。林业部门出台森林资源管理政策及防火通

知、林农及企业对生产经营及防火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部

门在网上讨论解决方案等。另外,该平台还集成了多种数据资源,

如森林资源档案、防火设施的分布情况、人员信息等等,达到了

信息共享的目的,避免了重复劳动的产生,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促进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防火的协同发展。 

4 结束语 

林权改革下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防火机制协同优化对林

业发展势在必行。本文在对两者协同进行分析和策略探讨的基

础上,阐明了健全管理体制、优化资金和利益分配以及加强技术

支撑的意义。今后,要不断关注林权改革的发展态势,不断优化

协同策略,推动森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维护,从而为林业

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达到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

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韩志强.林业资源保护与森林防火技术初探[J].消防界

(电子版),2023,9(01):52-54. 

[2]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水青山——各地森林草原春季防

火掠影[J].中国应急管理,2023,(02):56-59. 

[3]李梓雯.森林防火现状问题与防火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森林防火,2022,40(01):6-9+14. 

作者简介： 

姜修国(1975--),男,汉族,江苏省沭阳县人,本科,工程师,研

究方向：林权改革、森林防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