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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末，我国就开始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森

林资源的环境保护功能作用显著，不仅可净化空气、调

节气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水土流失发生率。在

我国人口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居民生活、城市建设都开

始增加对木材资源的需求。受利益趋势，乱砍滥伐现象

时有发生，使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森林采伐限额

管理制度，就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出发所制定的制度，

可以为我国森林资源的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从某种角度

来讲，该制度能够提高资源配置合理性，促使生态环境

的平衡。

一、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与保护森林资源的相关

性

1.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采伐行为的影响

在森林资源保护中，将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应用于

天然林、自然林的保护工程中。在该制度下，要求经营

者控制林木的采伐，遏制非法采伐行为。据不完全数据

统计，从 2009 年至 2019 年的十年间，森林采伐限额管

理制度实施后，我国天然保护林工程中，木材产量、碳

释放量分别减少 960 余万立方米和 2200 余万吨 [1]。由此

数据来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

度有着一定的作用。不过，在自然保护林区中，森林采

伐限额管理制度的效果受到一定限制。分析其原因，自

然保护区的居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较强。若没有相

对合理的产业替代政策，政府高强度对森林资源的采伐

管制，可能会导致采限失灵，进一步加重非法采伐的现

象。

2.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造林管护的影响

在森林保护中实施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后，并不

会从不利角度影响农户造林管护行为。林木的生长周期

比较漫长，林木采伐需要在相对较长的周期后收获效益
[2]。虽然农户短期内无法通过伐木获利，但是不会影响

其长期采伐收益。为确保长期采伐收益，需要加强对造

林管护的重视。若未结合实际情况采用森林采伐限额管

理制度对森林进行管理、保护，将会出现乱砍滥伐现象，

影响用户的长期收益。基于此，森林给经营者的造林管

护行为，不会因采限受影响。而且，绝大多数农户以积

极、乐观的态度对待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可以证实，

该制度可促进农户造林管护行为。

3.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森林资源的影响

就现有研究结果来看，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是否

会对乱砍滥伐现象产生遏制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不

过，从国有森工企业角度来说，受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

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更侧重于突破森林采伐限

额管理制度限制。通过获取大量林木资源的方式，增加

经济收益 [3]。此种情况下，企业会相近办法扩大林区的

森林资源采伐量。而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林业主管部

门缺乏对企业超额采伐行为的有效监督、管理，导致森

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并未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真正起到

作用。而企业效益的获取，需要依赖森林资源。所以，

二者相互制约，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增长。

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实施

1.X 县概况

X 县坐落于福建，位于福州市的西北部。地貌类型

比较复杂，明显的层状地貌。平原比较狭小，多为山

丘。该县属于钟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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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mm， 最 高 2200mm， 年 平 均 气 温 最 低 15 ℃， 最 高

20℃。土地总面积大大搜 150214.5hm2，林地面积占比达

到 77%。在林地中，包括林地面积、疏林地面积、灌木

林地面积、苗圃地等。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66%，林

地的绿化率超过 93%。

2. 制度实施思想及原则

在国家日益加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形势下，X 县政

府相关部门开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科学发展观角度

出发，基于合理承载森林资源能力，对当地的森林采伐

进行限额。在此过程中，严格遵循分区施策，分类经营、

分享管理的原则，开展森林资源采伐工作 [4]。根本目的，

是为了促进 X 县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森林生态环

境进行科学的协调，构建相对高校的森林生态系统。由

此，为生态文明、现代林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

对 X 县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进行编制时，国家森林、

林木均以国有林场，作为基本的编制单位，个人或是集

体的森林以县，作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将 2020 年 X 县森

林资源年度更新、补充数据，作为测算的基础数据。

3. 制度实施作用

信息网络时代下，为加快城市发展步伐，竹木加工

厂数量不断增多。为满足竹木的需求，不少地区都存在

乱乱砍滥伐现象，影响了生态环境 [5]。对 X 县的森林采

伐限额管理制度的调查，主要是为了掌握当前森林采伐

限额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提高森林覆盖率。从 2017 年

后的三年时间内，X 县在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下，始

终坚持凭证采伐政策。在此种情况下，X 县每年的森林

采伐数量，都被控制在森林采伐限额内。X 县 2017 年

的森林采伐约束性指标面积 11705 亩，该县实际的森林

采伐面积为 10705 亩；2018 年的森林采伐约束性面积为

11000 亩，实际森林采伐面积为 10500 亩；2019 年的森

林采伐约束性面积为 9600 亩，该县实际森林采伐面积为

9050 亩。由此数据来看，X 县近几年的森林采伐都在限

额内，使该县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从此种角度来看，

X 县在森林采伐限额管理自读实施后，极大程度上控制

了森林采伐的无节制问题，保护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就林业资源的生长周期来看，其生长周期较长。在此种

因素的影响下，森林资源毁损容易，但是修复的难度较

大。所以，在未来森林资源采伐过程中，要充分加强对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重视。坚持响应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号召，将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发扬下去，使其在

森林资源砍伐中发挥应有的约束性作用，保障林业资源

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三、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实施建议

1. 重视公益林建设并且落实采伐管理新模式

在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建设

公益林，也要落实采伐管理新模式。一方面，重视公益

林的建设。在森林采伐先和制度中，公益林是重点执行

对象，其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显著 [6]。管理森林采伐

时，可进行的采伐有几种。其一，地产林改造；其二，

抚育采伐；其三，更新采伐。举例来说，抚育采伐时要

坚持去除病株，砍除小树、保留大树；砍除密树、保留

疏树；砍除弯树、保留直树。通过此种方式，对森林资

源的砍伐强度加以控制。采用补植补造的手段，对生态

效益偏低的公益林加以改造，提高其生态效益水平。另

一方面，落实采伐管理新模式。在森林资源采伐管理时，

要重视森林经营者的经营权，获取经营者的支持。在保

证经营者执行权利的基础上，合理执行已经批复的经营

方案。有森林经营者，决定采伐面积、采伐方式、造林

方式等。由此，保障森林经营者的合法收益，提高其造

林护林的积极性。

2. 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并重视放活商品林管理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实施中，要进一步提高生态

补偿标准。管护公益林时，因政府财政资金在公益林投

入的补偿金偏少，导致补偿标准降低。在此种情况下，

使群众对公益林管护的热情也随之下降，并未充分重视

对公益林的管护 [7]。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公益林生

态效益补偿标准的重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补偿标准，

使标准与同质量商品林年收益率，保持同等水平。使群

众在对生态环境保护时收到相应效益，从而提高群众的

热情与积极性。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

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生态林的管理与保护。除此之外，

要重视放活商品林管理。通过对商品林的分析，可明确

其作用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但实际上，商品林无

论是在创造社会效益，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都有一定

的价值。在森林资源管理过程中，纳入商品林的管理，

根据商品林的生长现状，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提高商

品林管理的灵活性，促使其充分发挥生态建设作用。因

而，在森林资源保护过程中，要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并重

视放活商品林管理。

四、结语

在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中，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

有重要的作用，且该制度受《森林法》保护。据统计发

现，该制度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具有双刃剑的效果。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森林资源，也可能会加重森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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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乱砍滥伐现象。文章在研究中，以 X 县为例，探讨森

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从重视

公益林建设并且落实采伐管理新模式、提高生态补偿标

准并重视放活商品林管理角度，提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

制度实施建议。期望在本次相关内容探究下，为日后促

进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在森林资源管理中发挥作用，

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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