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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业法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林业法的学术著作。
本书突破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用的“林业政策与法规”的概念和体系，将林业法纳入环境法学的研究
范畴，主张以当代林学理论为基础，根据我国林业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建立林业法学这
一分支学科，并使之成为环境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包括林业法学的基本理论、森林法律制度、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制度、林业生态环境区域保护法
律制度、林地法律制度、林业行政处罚法律制度、林业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和林业刑事法律制度等八个
方面的内容，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林业法学体系。
    本书适合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员，从事环境法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法学专业、林学专
业和环境科学专业的广大师生学习参考；并可作为环境法学专业、林学类和环境科学类各专业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教材和教师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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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森林采伐方式　　(一)用材林采伐的规定　　儕林法)第31条规定：“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
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的方式，皆伐应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
更新造林”。
根据这一规定，用材林采伐方式为择伐、皆伐和渐伐。
　　1．择伐　　中幼龄树木多的复层异龄林应当实行择伐，择伐强度不得大于伐前林木蓄积量的40%
，伐后林分郁闭度应当保留在0．5以上；伐后容易引起林木风倒、自然枯死的林分，择伐强度应当适
当降低；两次择伐的间隔期不得少于一个龄级期。
　　2．皆伐　　成熟过熟的单层林、中幼林树少的异龄林，应当实行皆伐。
皆伐面积一次不得超过5公顷。
坡度平缓、土壤肥沃、容易更新的林分，可以扩大到20公顷。
在采伐带、采伐块之间，应当保留相当于皆伐面积的林带、林块；对保留的林带林块，待采伐迹地上
更新的幼林生长稳定后方可采伐。
皆伐后依靠天然更新的，每公顷应当保留适当数量的单株或群状母树，皆伐应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
完成更新造林。
对于陡坡和容易引起水土冲刷或土壤崩滑危险地区的森林，溪流两岸的森林，珍禽异兽经常栖息的森
林，沼泽水湿地或者水位较高、排水不良的土壤上生长的森林，不得进行皆伐。
　　3．渐伐　　天然更新能力强的单层林应当实行渐伐。
全部采伐更新过程不得超过一个龄级期。
上层林郁闭度较小、林内幼苗幼树株数已经达到更新标准的，可进行两次渐伐，第一次采伐林木蓄积
量的50%；上层林郁闭度较大，林内幼苗幼树达不到更新标准的，可进行三次渐伐，第一次采伐林木
蓄积量的30%，第二次采伐林木蓄积量的50%，第三次采伐应在林內更新起来的幼树接近或者达到郁
闭状态时进行。
　　(二)防护林和某些特种用途林的采伐规定　　《森林法》第31条规定：“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
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所谓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就是根据森林生长和发育的规律，在不同的龄期内以合理的采伐方式，定
期伐除一部分林木，为保留的林木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以更好地发挥抚育林的多种效能。
防护林是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林木，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是以国防、环境保
护和科学研究等为目的的。
对它们不能象对用材林一样，进行皆伐、择伐和渐伐等大面积、大强度的采伐，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
性质的采伐，使它们不失去应有的效能和特殊作用。
　　(三)名胜古迹和自然保护区森林采伐的规定　　《森林法》第31条规定：“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
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这些森林、林木有着特殊和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如革命纪念地的林木，是党和人民斗争胜利的标志，是进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如果这些森
林、林木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回到原始状态，失去了珍贵的价值和作用。
因此，　《森林法》规定对这些地方的林木严禁采伐。
　　三、森林采伐许可证制度　　(一)森林采伐许可证的概念的范围　　森林采伐许可证是法定的国
家机关核发的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采伐作业的凭证’(森林法)．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
可证，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即任何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采伐自己所有的或经营的林木。
都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
只有不以生产竹材为目的竹林和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自有的零星林木可以不申请采伐许可
证。
　　(二)采伐许可证的申请　　申请采伐林木许可证。
因采伐林木主体不同。
申请时所提交的文件要求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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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全民所有制林业单位的申请。
全民所有的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应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上年度更新验收证明和
年度木材生产计划。
　　(2)其他单位的申请。
(森林法)第34条规定．其他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交有关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
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
部队还应提交师级以上领导机关同意采伐的文件。
　　(3)个人的申请。
个人申请采伐林木许可证时。
应提交包括采伐目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及基层林业站核定的
年度采伐指标。
　　(三)采伐许可证的杖发　　申请采伐林木许可证的主体不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机关也有所
不同。
《森林法》第32条作了如下规定：全民所有的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全民
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檳发放采伐许可证卜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采伐林木。
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的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
木。
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3铁路、公路的
防护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的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檳发放采伐许可证。
　　樓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除特殊情况外．应在按到采伐林木申请的一个月内办理完毕。
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
　　核发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对没有根据采伐许可证的内容进行采伐或者不按采伐许可证的规定完成
更新造林任务的．有权收回采伐许可证，中止其伐,直到纠正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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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长荣教授主编的“生态旅游与法律”丛书，即将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既为我国的生态旅游学、环境资源保护法学理论研究增添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
，又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林业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这套丛书第一批出版的著作，包括《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林业法学》、《环境刑法》和
《环境行政管理学》四本。
著作者从生态旅游学、环境资源保护法学、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擷取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具
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其选题、取材、立意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我的印象是，这套丛书将生态旅游学和环境资源保护法学两个学科领域的相关内容整合为一个板块，
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
生态旅游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适应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旅游活动，它
既满足了广大城市居民对旅游的新的审美需求，又极大地推动了边远山区、林区、自然保护区、城市
郊区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和旅游量的不断增长，生态旅游本身，又出現了新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
如何解决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著作者们编写本套丛书的逻辑起点。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一书，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问题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并使这种结合形成为整套丛书的亮点和特色。
《林业法学》一书，又从森林法律制度、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制度、林业生态环境区域保护法律制度
、林地法律制度等方面，重点阐述了维护良好生态旅游环境的法制条件，并力图使林业法从过去的“
林业政策与法规”的概念和体系中走出来，导入现代林业的新理念，从而描绘出一条依法治林、振兴
林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治道路。
在法律中，刑法应当是最终的和最严厉的保障手段。
让刑法介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可以大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因此，《环境刑法》一书，从环境刑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探讨了环境犯罪的分类、构成特征、
刑事责任、产生原因和预防对策，深入分析和阐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提
出了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设想，对环境刑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了深入思考，从刑法的角度提出了
许多具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环境行政管理学》， 则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更为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生态环
境保护中存在的管理问题。
这些著作，分开来看，属于不同的学科，似乎显得有些松散，但整体来看，却又恰好组合成为了一个
具有逻辑关联的较严密的科学体系，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
它们既突出了各自的重点和特色，又立足于时代的需要，紧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
议题，很好地坚持了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
难能可贵的是，这套丛书还坚持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生态旅游与法律”丛书适应了我国林业发展的大好形势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客观需要，体现
了编著者独特的学术眼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就林业建设而言，国家已经大规模地启动了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党和国家将林业的发展摆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林业假设在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中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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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与法律”这套丛书，有针对性的撷取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
题，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其选题、取材、立意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这套丛书将生态旅游学和环境资源保护法学两个学科领域的相关内容整合为一个板块，突出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
这本《林业法学》将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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