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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能有效净化环境、调节气候，对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为

全面提升现代林业规划管理水平，实现林业规划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推动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该文章论述了我国现代林业规划管理现状，分析了林业规划管理中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现代林业规划

管理及可持续发展路径，旨在为同行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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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resource，the forest can effectively purify the environment，regulate the 

climate，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 

forestry planning management，realiz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forestry planning management，scientific，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onstruction，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odern forestry 

planning management in China，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estry planning management，and puts 

forward the modern forestry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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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的林业建

设取得较大进步，对优化森林分布结构、促进生态环境稳定发

展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森林资源较为分散，资源

需求量大，并且自然灾害多发，显著增大森林规划管理难度，

严重影响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基于现代林业规

划管理现状，系统分析了现代林业管理中存在问题，提出了推

动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现代林业规划管理基本现状 
1.1 林木需求量大 

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对林木资源需求量

急剧增加，导致林木栽植与采伐严重不平衡。尤其对于部分经

济贫困地区，为改善当地经济状况，以牺牲林业资源为代价换

取经济发展，出现过度采伐林木资源现象，造成当地生态系统

遭到严重破坏，不利于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2 林业管理制度缺失 

当前，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各地区逐步认识

到林业建设的重要性，积极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有效改善地

区林业发展状况。就森林资源建设而言，不仅需要充足的土地

资源及繁育时间，还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但由于大多数地区

对林业管理不够重视，未建立科学有效的林业管理体制，加之

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不足，造成林木资源修缮管理不到位，严重

影响森林资源恢复效率。 

1.3 自然灾害防控能力低 

林木资源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在对其实施规划管理时，不

仅要制定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还应结合各地区地质、环境状

况采取合理的自然灾害防控措施，以有效提升森林系统应对自

然灾害的能力。例如，针对气候干燥的地区，森林地区极易产

生火灾，应建立完善的森林防护系统，以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

力，降低火灾风险。多雨季节森林地区极易产生病虫害，导致

林木无法正常生长。但针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当前国内未建立

有效的防控措施，通常在病虫害发生后，通过无人机进行喷药，

需耗费大量资源，且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为确保林木健康成

长，实现林业建设的稳定发展，需科学提升自然灾害防控能力。 

2 现代林业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林木产权单一 

就国内林木资源权属而言，其产权对象主要分为国家所有

和集体所有两种情况。但其现实所有人包括国家、集体、家庭

承包、集体承包等，其中 为普遍的为家庭承包。从实质上来

讲，林木资源产权 终归于家庭承包的个人，产权形式单一，

显著增大林木资源规划管理难度，无法形成集约化管理，严重

制约林木建设发展。 

DOI:10.12238/jpm.v5i6.6857



工程管理 
第 5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0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2 林木利用率低 

我国土地辽阔，森林覆盖率较高，但整体分布较为分散。

但根据当前具体利用情况来看，我国的林业经营及利用缺乏科

学有效的规划，资源开发应用存在较大盲目性，导致林木资源

浪费严重，利用率较低，严重制约林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现阶段针对森林资源规划管理技术落后，难以满足林木资

源管理实际需求，导致林木替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对现代林

业建设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就近年来全国各地植树造

林现状来看，大部分地区林木栽植成活率较低。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林木开采量远远大于栽植量，从而使得我国的森林资

源面积逐年减少。再加上现有林木资源利用率较低，一味注重

对优良林木的开采利用，造成常规林木资源大规模废弃，进一

步加剧森林资源枯竭。 

2.3 政府扶持力度不足，相关设施缺失 

森林资源规划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与扶持。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生

态环保意识得到大幅度提升，逐步认识到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政府机关也进一步强化对林木的监管，且设立了专门的资金用

于森林维护、培育，林业管理取得一定成效。但因我国的林木

经营面积庞大，涉及内容较多，财政扶持资金通常难以满足实

际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导致林木资源管理功能无法有

效实施，严重制约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4 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 

森林资源开发及建设时，在注重其经济价值的同时，应充

分考虑其生态环保价值，坚决杜绝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砍

伐森林，以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部门地区森林规划管理时，因林业管理单位经验不足，对林木

开采、繁育、选种等各环节管理不到位，导致林木开采与栽植

失衡，使得森林资源大规模减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因此，各地区林业管理单位应结合当地地质、环境及经济状况

科学进行林木培育，以有效提升林木栽植成活率，实现林木育

伐平衡，推动林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3 现代林业规划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1 实施多样化监管，强化林木培育 

为实现林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应实施多样

化管理，加强林木培育工作，具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各地林业管理部门应组织相关人员对其管辖区域内

林木生长状况实施全方位调查，准确记录相关数据，并将调查

数据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上级部门根据各地区森林资源生长状

况制定合适的监督管理体制，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全面管理； 

（2）政府相关部门应设置专门的林木资源监管平台，并

建立有效的举报奖励制度，充分提升人民群众对森林资源监督

管理的积极性，生活中若发现任何单位、个人违规砍伐森林，

可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经相关信息上传至监管平台，由政

府职能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对违规砍伐者实施相应的处罚，并

给予举报者一定的经济奖励，从而实现对林业资源的全民监

管； 

（3）国家机关应根据当前我国林业发展状况，制定科学

有效的法律、法规，以有效规范作业人员行为，确保严格按照

相关标准开展管理工作，使各项工作任务得以有效落实。同时，

应根据地区林木资源实际情况，合理进行人员、设施等资源配

置，合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切实提升林业监管效果，科学

解决林木资源育伐不平衡的局面，推动林业建设的高效发展； 

（4）各地区林业管理部门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

当地森林资源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拓宽经济发展

途径，如建立森林公园、生态度假区等，以有效带的地区经济

发展。 

3.2 优化林木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现代林业管理工作中，不仅要沿用传统的退耕还林制度，

还要结合当前林业资源发展状况，优化管理制度，并且政府部

门应合理增加财政支持，从而保证林业资源管理得以顺利实

施。我国森林资源丰富，且分布区域较广，管理难度较大，各

地政府可采取减免税收方式，鼓励当地企业参与对林木资源的

管理，从而有效解决林木资源维护资金不足的现状。此外，为

有效提高林业管理人员积极性，相关部门应制定合理的奖惩机

制，对于工作积极、表现出色的作业人员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

对消极怠工、林木管理不到位的人员应进行处罚，从而全面提

升林木资源管理效果。 

3.3 加大培训力度，增强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林业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内容较多，对作业

人员要求更高。林业管理工作人员不仅需具备林木交易、病虫

害防治、防火等专业能力，还需对野生动植物保护有足够的认

识。所以，林业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

训，使工作人员全面了解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及流通交易等

知识，提高工作质效。同时，为避免作业人员对相关知识理解

不充分，培训时可采用视频、现场实践等方式进行展示，使其

全面掌握工作要领。培训结束后，应对作业人员水平进行测试，

以充分了解各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足，以便后续合理安排工作任

务，保证林业资源管理效果。 

3.4 实施科学化森林计划管理 

林业发展建设阶段，实施科学化计划管理尤为重要，不仅

能够有效实现对林业资源的科学利用，维持林木育伐平衡，并

且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提高经济、环保效益。实

施科学化计划管理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1）创新森林计划管理模式。根据区域林业资源现状，

合理进行管理体系优化，使技术、行业及森林管理三者有效结

合一起，实现森林计划管理工作的标准化、系统化，保证林业

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应通过科学手段提升林业管理技

术水准，有效提升管理质效。 

（2）优化监管制度，明确岗位责任。为保证科学化森林

计划管理顺利实施，需合理优化监管制度，明确岗位责任。相

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制定监管体制，并合

理进行人员配置，科学分工，明确职责，确保将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进而推动林业规划管理的高效开展。 

3.5 严格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早期受传统粗放型管理方式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及林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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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位一味追求地区经济发展，忽视森林建设对环境效用，大

肆对林木进行采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

但同时也对林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

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国家职能部门逐步认识到林木资源对

生态环境及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林业发展的政策。实际工作中，不同区域政府职

能部门应积极执行国家相关政策，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林业管

理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林业

规划管理体系。此外，相关部门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有效

增强人民大众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从而建立起全民参与的监

管体系。 

现代林业规划管理工作中，应科学处理好不同类型的公益

林发展建设问题，并结合当地具体需要合理建设公益林，以有

效优化森林资源产业结构，完善公益林管理模式，提高公益林

公益价值。各级管理部门应加强交流沟通，从而构建起系统完

善的管理体系，实现对林业资源的全面监管，避免出现森林破

坏行为。同时，还应强化对公益林的保护，提升应对各种突发

事件的能力，进而有效确保公益林建设的顺利实施。所以，公

益林规划工作中，相关部门制定了完善的管理计划，为确保计

划能够充分落实，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宣传工作，通过走访、

发放宣传单等方式使群众全面了解公益林的价值，增强责任意

识。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应强化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协作，组建

执法部门进行管理，并制定奖励机制，鼓励人民群众揭发检举

乱砍滥伐行为，切实保障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公益林建设时，应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规范管理

行为，实现公益林管理标准化，以有效推动公益林建设的发展。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逐渐认识到公益林建

设的重要性，政府职能部门应积极完善公益林管理系统，从而

使我国的公益林建设更加完善。 

3.6 构建生态林业建设体系 

现代林业规划管理应科学强化对生态林区的建设，以有效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实际工作中，应对区域林业资源状况进行

全面调查，并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合理规划，切实保证林业资源

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应有价值。因此，需根据区域林业资

源经营实际情况，科学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进行资源配置，转

变生产经营模式，构建更加标准高效的生态林业系统。同时，

在林业建设过程中科学融合生态旅游资源，打造林业发展与生

态旅游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不仅可以实现林业资源的多样

化，且能有效提升林木资源观赏性能，保证林业建设的综合价

值。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林木资源需求量

逐渐增大，相继出现过度采伐的现状，严重影响林业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积极开展林业规划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但由于我国

林业产权单一、管理制度缺失，导致林木资源利用率，森林浪

费严重。因此，现代林业规划管理工作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实

施多样化管理，加强林木培育工作，科学优化林木管理体制，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积极组织专业培训，提高作业人员专业水

平，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更加标准高效的生态林业系统，

从而有效推动我国林业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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