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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际上，森林资源按权属分为公有林和私有林。
据2005年世界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显示，全球森林总面积近40亿公顷，其中公有林面积占84.4％。
在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次关于森林所有权的调查中，公有林主要包括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管理
的国有林和地方政府以及团体管理的林地，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俄罗斯
等国家的资料看，这些国家的国有林总面积占其森林总面积的62.4％。
国有林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用于水土保持、沙丘固定、荒漠化防治和海岸保护功能
的森林大多是国有林。
在联合国开展的针对17个国别的专题调查中显示，整个森林面积中有79％是各国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和
管理，森林管理是国家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有3.04亿公顷林地，森林分为国有林和集体林，国有林主要包括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以
外的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的森林资源，共1.21亿公顷，占全国森林资源的40％，
集体林地1.83亿公顷，占60％。
我国的国有林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加快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在重点生态脆弱
地区和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国有荒山荒地上，采取国家投资方式建立起来专门从事营造林和森林管护的
林业事业单位。
经过国有林场职工60年的艰苦奋斗，目前，全国国有林场总数已达4507处，职工66万人，经营总面
积0.62亿公顷，其中林业用地面积O.55亿公顷，森林面积0.45亿公顷，森林蓄积量23.4亿立方米，分别
约占全国林业用地、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18％、23％和17％。
国有林场已成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主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后备森林资源基地，是我国林业生态体系
建设的核心部分。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国有林场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林场的投
入严重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国有林场又进一步被边缘化，进入了“不城不乡、不工不农、不事不
企”的怪圈。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以来，这种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国有林场既要承担生态建设的繁重任务，又要自己“找饭吃”，致使大部分国有林场发展陷入困境
，突出表现在基础设施落后、生存条件恶劣、林场经济困难、职工生活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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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国有林管理研究》是在结合我国国有林场管理和改革实际的基础上，对世界国有林管理整体情
况以及30多个国家国有林的管理制度和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和深入客观的研究，就国
有林管理体制和机制、经营模式和方向、改革的内容和措施、未来发展趋势等，形成的按照洲、区域
和国别三个层次，并以国别为主的研究报告。
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对世界国有林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报告，将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国有林场工作
者系统了解、学习和借鉴世界林业发达国家的国有林管理经验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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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全球森林面积最大的10个国家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
国、印度尼西亚、秘鲁、印度。
这10个国家的森林总面积占到全球森林总面积的2／3。
图1.1反映了2005年森林面积最大的10个国家森林面积构成图。
其余34％的森林面积分布在世界其他212个国家。
有7个国家没有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的森林面积。
　　全球有45个国家和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其中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5％以上
。
森林覆盖率不足10％的国家有64个。
　　从森林功能特性来看，天然次生林所占比重最大，达到52.7％，其次是原始林，比重为36.4％，其
他三类依次是半天然林7.1％，人工用材林3.O％，人工防护林O.8％，如图l-2所示。
　　近年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加剧，资源消耗加剧，世界森林面积继续减少，森林净损
失速度却在减缓。
森林面积的减少主要是将森林变为农用土地的毁林现象以令人担忧的速度继续发展，每年大约为1300
万公顷。
与此同时，人工林的种植、地貌的恢复和森林的自然扩展大幅度减少了森林面积损失。
从图1-3可见，2000～2005年的森林面积净变化从1990-2000年每年减少890万公顷下降到每年减少730万
公顷（大约相当于塞拉利昂或巴拿马的国土面积）。
非洲和南美洲仍然是森林净损失最大的区域。
大洋洲及北美洲和中美洲也存在森林净损失。
尽管欧洲森林面积继续扩大，但速度减慢。
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净损失的亚洲，2000～2005年期间实现了森林净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大规
模植树造林。
　　与此同时，从图1-5可见，人工林正在增加，但是占森林总面积的比例依然不到5％。
正在为多种用途种植森林和树木，而且速度在不断加快，作为人工林（主要由引进树种所组成）的一
种，人工林约占森林总面积的3.8％，或1.4亿公顷。
用于木材和纤维人工用材林占人工林的78％，主要用于防止水土流失的防护林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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