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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区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生态保护意识增强的

背景下,区域林业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乎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和民生保障。文章通过调研分析

区域林业现状,指出森林覆盖率下降、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及其人为开发过度、保护机制缺失等成因,

阐述林业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探讨生态林业、混农林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实践路径,从政策、技术、

产业等方面提出策略,以期推动区域林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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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egional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ed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gional 

forestry'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critical to biodiversity, climate regulation,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Through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gional forest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issues such as declining forest coverage and habitat fragmentation, as well as causes like excessi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lack of protection mechanisms. It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t value of forestr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xplores practical path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ecological forestry and 

agroforestry. The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from policy,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erspectives to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orestry's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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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核心支柱,在固碳释氧、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推动绿

色经济、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

性锐减的严峻形势下,区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命题。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

进,区域林业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森林资源因商业采伐、建设

用地扩张而过度消耗,导致林地面积缩减、林分质量下降；另一

方面,生态系统因人工林单一化、病虫害侵袭而持续退化,威胁区

域生态安全。此外,传统林业发展模式下,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失

衡问题凸显。因此,探索契合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

的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优化生态服务功能、驱动绿

色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1 区域林业生态现状与问题分析 

1.1森林资源现状 

区域内森林资源的总量、分布和结构状况是评估林业生态

的基础。从总量上看,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

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山区

森林资源相对丰富,而平原和城市周边地区森林资源较为匮乏。

森林结构方面,人工林占比较大,天然林面积有限。人工林多为

单一树种纯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抵御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

能力较弱。这种森林资源现状不仅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也制约了区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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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态问题及其成因 

当前区域林业面临着一系列生态问题。森林生态系统退化

表现为森林植被减少、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这

主要是由于长期的过度采伐、不合理的林地开垦以及森林火灾

等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水土流失问题在一些山区较为

严重,森林植被的破坏使得土壤失去了保护,在降雨等外力作用

下大量流失。生物多样性受损,许多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受到

挤压,种群数量减少。其成因除了森林面积减少外,还包括环境

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这些生态问题相互关联,严重威胁

着区域生态安全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 

2 区域林业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2.1生态功能保护 

区域林业生态保护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森林作为“地球之肺”,能够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

气候。它还可以涵养水源,减少地表径流,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

壤肥力。森林生态系统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保护生

物多样性。例如,一片完整的森林可以为鸟类、哺乳动物等提供

食物和栖息场所,维持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生态平衡。此外,森

林还能够净化空气、降低噪音,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为人类创造

良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2.2经济与社会意义 

林业生态保护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从经济角度看,

森林资源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为木材加工、造纸、家具制造等产

业提供原材料。同时,森林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为区域

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在社会方面,林业生态保护有助于促

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例如,从事森林培育、森林

保护和生态旅游服务等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此外,良好的

林业生态环境还能够提升区域的形象和吸引力,促进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2]。 

3 区域林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3.1生态林业模式 

生态林业模式强调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它以

生态效益为首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生态林业建

设中,注重营造混交林,通过合理搭配不同树种,提高森林生态

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例如,将针叶树和阔叶树进

行混交,可以充分利用不同树种的生态特性,提高森林的生产力

和生态服务功能。同时,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严格控制

采伐量,实施封山育林、森林抚育等措施,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

自然恢复和更新[3]。生态林业模式还注重发展林下经济,如种植

中药材、养殖林蛙等,在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

收益的增加。 

在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该模式得到了有效实施。当地政府

结合退耕还林政策,将大量坡耕地转变为生态林地,种植苹果树

等经济兼生态效益俱佳的树种,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促进了经

济发展。通过引入混交林种植方式,合理搭配不同树种,增强了

森林的生态功能。此外,洛川县还注重林业科技应用与保护管理

结合,建立生态监测点,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控,全面提升森林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如套种中药材、林下养鸡,

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也缓解了农户单一收入结构。这一系

列措施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重构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结构,

成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典范。 

3.2混农林业模式 

混农林业模式是将农业和林业有机结合的一种发展模

式。它充分利用林地空间和资源,在林地上种植农作物、牧草

或养殖畜禽等。这种模式具有多种优势,一方面可以增加土地

的综合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土壤质量,

减少水土流失,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例如,在果园中套种豆类

作物,豆类作物的固氮作用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同时果园的树木

为豆类作物提供了一定的遮荫条件。混农林业模式还可以促进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实现农业和林业的

协同发展。 

在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黄连河村,该模式得到了成功实践。

村民在林地中种植食用菌,养殖家禽和水产,发展生态旅游,形

成了“林—菌—禽—渔—游”的综合性立体循环经济。这一模

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改善了生态环

境,促进了农业和林业的协同发展。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黄连

河村实现了从贫困村到美丽宜居新农村的转变,成为远近闻名

的乡村振兴“桃花源”。 

3.3森林生态旅游模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森林生态

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热门的旅游方式。森林生态旅游模式以森林

资源为依托,开发各种旅游产品和服务。建设森林公园、自然保

护区等旅游景点,开展森林徒步、露营、观鸟等旅游活动。这种

模式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机会,还可以促

进区域经济的发展[4]。通过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可以带动餐饮、

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提

高人们对森林生态保护的认识和意识,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 

在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当地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优美的

自然风光,开发了多样化的生态旅游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例如,

黄连河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村民收入。同时,游客在亲近

自然、放松身心的过程中,也增强了对森林生态保护的认识和意

识,促进了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

洛川县的知名度,还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4 推动区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4.1加强政策支持与法规保障 

为推进林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长期稳定发展,亟需构

建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与法治环境。政府应设立专门财政渠道,

为森林恢复、退化林地治理、天然林保护等关键工程提供长期

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可通过设立绿色金融机制和财政奖补政

策,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林业生态建设,形成多元化投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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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制度层面,应结合不同区域的林地属性、生态功能与发展

需求,完善林地用途分类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分区分类管控,强

化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准入控制和用途监管,杜绝违规占用与

开发行为。 

在法律建设方面,要加快推进林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与

动态修订,确保法律体系能够适应生态治理的新要求。应严格规

范采伐审批程序,强化采伐证管理制度,并对非法采伐、破坏性

开发、违规征占林地等行为实施高强度执法与处罚,增强法律威

慑力[5]。为实现科学决策,应同步建设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系统,

利用数据模型定期评估林地质量、生态服务功能及生物多样性

状况,增强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前瞻性。通过制度保障与法律执

行的双轮驱动,为区域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2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科技是推动林业生态系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应

持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围绕节水型造林、抗逆性物种推广、近

自然林分构建等方向,开展针对性技术攻关,提升林地适应气候

变化与生态风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强化生态修复相关技术,

如退化林更新、生物多样性恢复、土壤结构改良等,推动技术从

试验走向规模化应用。信息化手段也需深度融合林业管理实践,

利用遥感、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搭建涵盖资源调查、病虫预

警、灾害监测等功能的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森林资源从静态统

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 

此外,应推动科研院校、企业和基层林业部门协同共建科技

创新平台,通过共研项目、实训基地建设等方式,培育复合型专

业人才,构建高效协同的林业科技服务体系,为生态保护注入持

久创新动力。 

4.3促进公众参与 

实现林业生态建设目标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与认同。要

通过多渠道宣传,提升居民对森林生态重要性的理解和关注。依

托新媒体平台与社区活动阵地,组织生态主题讲座、趣味科普互

动、环保节庆等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增强环保意识。

在实践层面,鼓励志愿者参与义务植树、林地巡护、野生动植物

观察等公益项目,同时可探索“森林认养”制度,让市民通过资

金捐助、定期参与养护等方式,对特定林地片区承担共管责任。

为了建立长效机制,还应设立公众反馈渠道与举报平台,完善群

众参与生态监督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积分激励、荣誉表彰等方

式提高群众主动性,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共治共享的绿色治理格

局[6]。公众的力量不仅能增强林业保护的执行力,更能构建稳固

的生态文化认同。 

5 结论与展望 

5.1结论 

区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通过对区域林业生态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当前面

临的生态挑战严峻。林业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意义,探索多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如生态林业、混农林业和

森林生态旅游模式等,为区域林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途径。同时,加强政策支持、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和促进公众参

与等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区域林业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 

5.2展望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区域林业生态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林

业科技创新,探索更加高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借鉴国外先进的林业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经验。同时,

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共同努

力实现区域林业的生态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建设美丽

中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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