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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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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分析了 中国森林及林地的变化情况
,

指 出 中国林地 资源 总体 而 言是在不 断减 少的 而 人 口 增长的 巨

大压力 以 及人类从事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的加剧 带来的农耕区的扩 大和各类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导致林地减少的主 导

固素 其 次
,

丈章利 用 时间序列数据对 中国森林及林地 面积与相关 史童之间的相关关 系进行分析
,

认 为在影响森林

及林地面 积 史化的相关 因素中
,

与森林及林地面积相 关性 由强 , 弱 的 因素是所有其他土地 面积
、

人均
、

总人 口 、

农业面 积
、

乡村人 口

关工询 森林资裸 , 林地 人 口

中圈分类号 文橄标志码

引言

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重要物质基础 森林资源的土地利用
,

实质上是指林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之间进行的相

互转变
,

这种转变是指由于利用 目的发生根本变化
,

导致林地转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

在 自然状态下
,

森林的年际变化是很小的
。

然而
,

人类确实能使大

面积的林地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

并且 常常使它们向

坏的方面转化
。

据估计
,

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曾经砚

盖有 亿公顷的森林和林地
。

而到了 年
,

因

人 口 的迅速增长导致农业
、

牧业和人类居住点等用

地的增加
,

世界森林和林地总面积下降到约 亿公

顷〔” 。

人 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实际问题是

对粮食偏求的增长
。

为满足这种需求
,

在不考虑国

际贸易的前提下
,

可有两种途径来解决 一是扩大农

业土地基数 二是提高生产率
,

更好地利用 已耕种的

土地
。

从历史上看
,

一个国家弥补人 口 过于稠密
,

农

业生产率低下的办法是
,

使其人 口 向人 口稀少
、

土地

较为肥沃的地区迁移
,

通过农地开垦
、

增加农地来满

足粮食豁求
。

而这种增加农地的方式导致的最终结

果就是森林的损失与林地用途的转换
。

不同地区的森林或林地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多

少有些差别
。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 年的森林

评价中
,

将非洲森林损失主要归结为在农村人 口增

长的压力下 自给农业的发展
,

拉丁美洲 的森林损失

更多地归结为大规模的畜牧业
、

为政府规划的住区

进行终伐以及水力发电水库的建设
,

而亚洲的森林

遭受着同样的自给农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压力〔幻 。

从 世纪中叶起
,

亚洲农地增加 了 倍强
,

其中几乎 是原来的森林和林地即 年亚

洲耕地面积为 亿公顷
,

从 年到 年则

增加到 亿 亿公顷
,

耕地增加的大部分

是以牺牲森林覆盖面积为代价
,

这使得亚洲森林 面

积在同期下降了 万公顷〔幻 。

拉美地区在 一 年期间森林面积减少

了 万公顷
,

农业用地的拓展是砍伐森林的主要

原因之一
。

传统的刀耕火种方式是许多拉美国家拓

展农地的基本手段
,

但是现代农业
、

采矿及道路和居

住的需求是最大面积森林砍伐的原因 〔们 。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
,

基本都经历了一

个农业扩展对森林资源破坏 —主要是毁林开荒
、

把林地转变为农业用地的过程
。

经济发展使农业有

更多的投资利用新技术和新品种
,

随着农业单产的

增加
,

人们能够用较少 的土地生产出相 同的粮食总
,

因而也能降低滥伐森林的速度
。

在发达国家
,

由

于农业集约化经营
,

农业产 大幅提高
,

减少 了农业

用地的面积
,

砍伐森林已经得到控制
,

甚至出现森林

面积增多的现象
。

如
,

年以来
,

由于植树造林

和边缘土地的部分 自然繁衍
,

欧洲的森林面积 已增

长 〔 〕。

总之
,

在发展 中国家的许多地 区
,

贫穷
、

失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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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分配不公迫使大量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无地

农民侵占林地
、

毁坏森林以换取种植 口粮的耕地
,

毁

林开荒
、

发展农业 已成为森林减少的主要原因
。

而

在一些发达国家
,

农业用地本身被转化成为城市和

工业用地
。

中国是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

国家
,

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有数量庞大的资源支持
,

过 的人 口增加了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质的需求导

致对耕地压力的增大
,

再加上其他一些 因素的影响
,

出现 了对森林资源持续的强势利用
。

因此
,

探究中

国森林及林地的变化情况如何
、

影响中国森林资源

土地利用的因素
,

以及 中国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的异同
,

对中国森林资源

的恢复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近年来
,

中国政府对林地管理工作日益重视
,

制

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林地管理的政策法规

年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对林地 的

征 占用的管理以及对毁林开垦
、

乱占林地等行为的

处罚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国务院 年发布的《关

于保护森林资源
,

制止毁林开垦
,

乱占林地的通知 》
,

对我国林地管理
、

林地资源流失等问题做了明确的

规定 国家林业局也相应地制定了《使用林地许可证

制度 》
、

《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
,

这些法律
、

规定表

明国家对林地资源保护的重视
。

从我国已进行的五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结果来看
,

我国的林地资

源
,

包括有林地面积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

人均有林

地面积也呈现增长的态势
。

中国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的基本状况

衰 中 林地资工情况衰

清清查时间间 一 一 一 一 一

林林业 用地面积 百公项
, , , , , , , , , ,

有有林地面积 百奋项
, , , , , , , , , ,

有有林地 占林地比例

人人均有林地面积 公项

资料来派 林业部 全 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 一
,

中国森林偏委会 中国森林第一券
,

国家林业局 全 国森林 海

统计 一 ,

不 包括台海的数据

从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中
,

看不 出我 国林地 另外
,

根据全国贯彻落实国务院 年

资源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变
,

也看不 出林 《关于保护森林资源
,

制止毁林开垦
,

乱占林地的通

地资源的流失情况
。

实际上
,

我国每年有大面积的 知 》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

全国从 年到 年间

森林及林地被征用
、

占用
,

加上各地毁林开垦
、

非法 发生毁林开垦 万起
,

开垦面积 万公顷 ,发

侵占林地
、

搜 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现象 日益增多
,

造成 生乱占林地的行为 万起
,

乱占林地面积 万

林地资源流失现象严重 根据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 公顷〔 , 。

而在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间

结果
,

因毁林开荒
、

开矿
、

道路建设
、

水库建设等乱垦 隔期内有 万公顷林地被改变用途或征占改

滋占以及被国家各类重点工程征占用等因素
,

全国 变为非林业用地
,

全国有林地转变为非林地面积达

仅有林地逆转为非林地 的面积就达到 万公顷
,

万公顷
,

年均达 万公顷
。

平均每年被征占用有林地 万公顷 第四次森林 中国森林资源的土地利用形式主要为林地与耕

资源清查结果表明
,

有林地逆转为非林地 的面积为 地
、

草地
、

建设用地以及水城等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

万公顷
,

平均每年为 万公顷
,

与第三次
、

第 转变
。

林地作为一种重要 的森林资源
,

林地转变是

四次森林资源清查期间有林地面积净增 万公 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当地的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

顷相 比
,

同期 内有林地逆转为非林地的面积为 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一方面当地的气候
、

地貌
、

土

万公顷〔 〕。

从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结果来 壤以及原生林地砚盖类型影响着林地与其他土地利

看
,

全国每年有 万公顷的林地因被改变用途 用类型之间的转变 , 另一方面
,

人 口
、

交通状况
、

社会

或征 占用转为非林地
,

其中有林地为 万公顷
。

需求
,

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因素影响粉人们对林

在第四次与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期间
,

有林地转为 地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 我国森林资源土地利用情

非林 地 的 数 年 均 增 加 万 公 顷
,

增 幅 为 况可以通过下表得到一定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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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一 年中目林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变面积统计 万公顷

一 年年 一 年年

朴朴 出类型型 特 出面 积积 转入类型型 转入 面 积积 转 出类型型 转 出面积积 转入类型型 转入面 积积

拼拼地地 拼地地 拼地地 拼地地

草草地地 草地地 草地地 草地地

水水城城 水城城 水城城 水城城

建建设用地地 建设用地地 建设用地地 建设用地地

未未利用土地地 未利 用土地地 未利 用土地地 未利 用土地地

合合计计 合计计 合计计 合计计

泣 特 出类型指 由林地转化而 成的土地利用类型
,

转入类型指转史为林地的土地利 用类型
。

资料来派 丈故 〔 〕
。

从上表可以发现
,

一 年我国林地总面 江 占
,

内蒙古占
,

辽 宁占
,

积约增加 万公顷
,

主要是由于其他土地利用类 吉林 占
,

合计为 云南
、

广西
、

四川
、

型转人林地的面积要大于林地转出为其他土地利用 贵 州
、

河 南
、

福 建 等 占 , 其 他 地 区 占

类型的面积
,

其中未利用土地
、

草地和耕地转为林地 ‘ 。

的数 运声于林地转 出的数量 而 一 年
,

西北森林资源监侧 区 主要 包括 四川
、

重 庆
、

甘

我国林地总面积约减少 万公顷
,

主要原 因是 由 肃
、

青海
、

陕西
、

山西
、

宁
、

新班
,

分别处于森林生态

于有相当数 的林地转变为耕地
、

未利用土地
、

建设 防护效益十分显著
、

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中有重大

用地和水域
。

战略意义的长江中上游地 区
、

黄河中上游地 区和荒

长期以来
,

由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不足
,

山 淇化面积最大
、

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 区
。

随粉经

区农民的基本 口粮和现金收人难 以解决
,

导致过度 济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中央 和地方

毁林毁草开荒
,

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
,

以林草换粮 各级财政普遍加大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

食
,

以至出现大 陡坡耕地
。

可以说
,

毁林开垦是森 度
,

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
,

交通
、

水利
、

能

林退化及林地流失的一个重要 因素
,

而毁林开荒源 源
、

通讯
、

工矿企业
、

旅游设施等工程建设规模的扩

于急速增长的人 口 压力
,

使得一部分有林地 和历史 展
,

导致征 占用林地的面积不断增加
。

近年来
,

乡镇

上的轮耕地转化成永久性耕地
。

长江流域上游的坡 企业
、

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也呈现增加的

耕地被认为占
。

在四川省
,

度以上的坡耕地有 趋势
,

乡村道路建设
、

水利设施建设
、

开矿采石
、

农村

万公顷
,

占全部耕地的
。

其中 旅游等发展农村经济的项 目以及农业综合开发
、

农

度的有 万公顷
,

度 以上 的 万公顷
,

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涉及林地 的征 占用
,

导致非法

这些坡耕地多数是从林地或草地转化而来即
。

此 侵占
、

破坏林地的行为时有发生
。

表 反映出在这

外
,

经过计算
,

全国新开垦耕地面积 万公顷
,

其 一区域
,

为发展社会经济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
、

开

中约有 主要来源于草地
、

林地
,

而未利用地 发区建设
、

乡镇建设等建设对林地 的征 占用规模不

及其他土地类型相对较少
。

林地开垦为耕地的地区 断扩大
。

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北和 内蒙古东部地 区
,

其中黑龙

衰 西北监洲区实际征占用林地按工粗类斑分类统计 公颐

调调 查年度度 小 计计 工租建设设 开发 区建设设 乡镇建设设 改 变林地 用途途

。

合合计计
。

占占比例

资料来派 丈故 〔 〕

华北地 区包括北京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山东
、

河

南
,

区域内地貌条件多样且有丰富的光热资源
、

经济

发达
、

交通便利
,

是我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和主要

粮食产区
。

从 一 年
,

华北地区各省市林地

面积均有减少
,

全 区林地共减少
,

”公城
。

造成林地流失的主要原因
,

是林地开且为拼绝
、

乱欲

滥伐使林地变为草地
、

以及工矿交通建设占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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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华北地区 , , 一 年土地利用类组动态变化 公峨

土土地利 用类型型 能 京京 天津津 山 东东 山 西西 河北北 河 南南 华北地 区区

拚拚地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林林地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草草地地 一
。

一
。

水水城城 一 一 一 一 一

城城 乡工矿居 民 蔽蔽

未未利 用土地地
。

一 一
。

一 一

资料来译 丈故〔 〕

上述分析表明
,

中国林地资源总体而言是在不

断减少的
,

而人 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以及人类从事各

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加剧带来的农耕区的扩大和各类

建设用地 的扩张是导致林地减少 的主导因素
。

当

然
,

中国地域辽阔
,

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
,

因而不同地区森林资源 的土地利用方式即导致

林地流失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有所差异的
。

中国林地资源变化的影响因素相关

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森林资源的土地利用情况以

及中国森林资源土地利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的比较
,

本文选定农业面积
、

所有其他土地面积
、

总人 口
、

乡村人 口
、

人均 这

个具体指标分析与林地 森林及林地面积 变化的

相关关系
。

救据来派和说明

本文中采用 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
。

中国
、

其

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森林及林地面积
、

农业

面积
、

所有其他土地面积的数据来 自于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数据库
,

研究 的时 间跨度为

一 年
。

其中
,

农业面积指可耕地
、

永久作

物地和永久牧地 的面 积
。

可耕地指临时作物耕地

双季作物面积只计算一次
、

临时草地或牧地
、

市场

用地和家庭园艺用地以及临时休耕地 小于 年
。

永久作物指长时间占用 的作物耕地
,

不必要在每次

收获后都重耕种的土地
,

如可可
、

咖啡和橡胶
。

本概

念包括开花灌木
、

果树
、

坚果树和葡萄树
,

但不包括

为生产木材而种植的树地
。

永久 的牧场指永久

年以上 用作草本饲料作物的土地
,

包括耕作的或野

生的 野牧场和放牧土地
。

森林和林地指 自然的或

已栽种树木的土地
,

不管有无生产力
,

包括森林被伐

后但在不久的将来将重新种植的土地
,

但不包括只

作为娱乐的林地和森林
。

所有其它

未列人农业土地
、

森林和林地 内的

包括所有

括建筑

地
、

道路
、

荒地等
。

本文研究中中国的人均
、

总人 口
、

乡村人

口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
。

其他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总人 口
、

乡村人 口数据来 自于联

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
,

而人均

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 年 》
。

此外
,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中国的数据均不包括

台湾省
、

香港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
。

本文所研究的发

达国家主要指 国家包括 日本
、

美国
、

加 大
、

德国
、

英国
、

法 国
、

意大利
、

荷兰
、

爱尔兰
、

比利时
、

芬

兰
、

奥地利
、

娜威
、

丹麦
、

瑞典
、

瑞士
、

葡萄牙
、

西班牙
、

卢森堡
、

冰岛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根据人均 数

据的完整性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完整性
,

选择下列

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本
,

作为分析的对象
,

包括孟

加拉
、

贝宁
、

布基纳法索
、

布隆迪
、

喀麦隆
、

冈比亚
、

加

纳
、

津巴布韦
、

印度
、

肯尼亚
、

马达加斯加
、

马拉维
、

马

里
、

毛里塔尼亚
、

洪都拉斯
、

玻利维亚
、

哥伦比亚
、

厄

瓜多尔
、

萨尔瓦多
、

危地马拉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委内瑞拉
、

阿根廷
、

博茨瓦纳
、

巴西
、

智利
、

加蓬
、

马来

西亚
。

相关分析结果及解释

根据所收集的数据
,

运用 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相关分析
,

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

裹 中 森林及林地面积与相关变 之间的相关关系

地地区区 农业 面积积 其他土地面积积 总人 口口 乡村人 口口 人均

中中国国 一
铃铃 朴朴

一
朴

一
朴 祥祥

一
井 份份

发发展 中国家家 一
赞 赞赞

一
釜 粉粉

一
任 粉粉

一
朴

一
粉 份份

发发达 国家家 朴 , 朴朴

一 一
赞赞

‘ 铸 一 , 一

从中国森林及林地面积与相关变 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来看
,

可以发现
,

①中国森林及林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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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面积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

这种相关关系

反映了森林及林地与农业 面积之 间的相互转变关

系
,

即森林及林地 面积 的增加中有部分是农业 面积

转变而来的
,

同样农业 面积的增加也有部分是通过

对林地的占用而实现的
。

②森林及林地面积与总人

口
、

乡村人 口呈负相关关系
,

这表明人 口的数量及人

口分布都对林地利用产生影响
,

在 中国人 口 压力是

森林及林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③森林及林

地面积与人均 之间也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且是

强负相关
,

而一般的判断是人均收人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与森林面积的增长
。

这可以认

为是广大人民
,

还需要通 过森林的开垦
、

采伐
、

采集

与狩猎等活动来维持生活
,

因此只有当他们有其他

的收人来源替代从森林利用中获取收人及维持生活

时
,

森林资源的增长与保护才是可能的
。

另外
,

一定

程度的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人均食品需求的增加
,

也许要求开垦更多的土地
。

④对相关性结果最难以

解释的
,

是中国森林及林地面积与所有其他土地面

积呈强正相关性关系
。

在这方面
,

中国与发达 国家

是相同的
,

这或许需要从农业 面积与所有其他土地

面积之间的负相关性来解释
,

或许还需要其他的研

究
。

⑤在影响森林及林地 面积的相关因素中
,

与森

林及林地面积相关性 由强到弱的因素是 所有其他

土地面积
、

人均
、

总人 口
、

农业面积
、

乡村人 口
。

在发展 中国家的森林及林地面积与相关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分析中
,

可 以发现有这些特点 ①森林及

林地面积与人均 水平是呈 现负相关的关系
。

这也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之处
。

②森林及

林地面积与总人 口
、

乡村人 口呈负相关关系
,

即乡村

人 口 的增长将导致森林及林地的减少
,

而乡村人 口

的减少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则有利于森林及林地的

增加
。

在发展中国家
,

大量乡村人 口 需要森林提供

生活所需的薪材
、

建材
、

耕地 以及食物
、

药材等物品
。

而那些在城市中无法就业的无地农 民与城市贫民
,

为获得耕地维持生存也会迁移至森林地 区
,

通过开

垦林地来获取耕地
。

因此
,

发展 中国家森林资源 的

增长与保护
,

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

尤其关键的是要

大力发展经济在城市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

改善就

业条件
。

③森林及林地面积与农业面积 耕地
、

牧场

等 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

这反映出在发展 中国家
,

农

业面积 耕地
、

牧场 的增加是以森林及林地 的减少

为代价的
。

因此
,

提高农地的生产效率是森林资源

保护的重要环节
。

④道路交通
、

水利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
,

以及居民区等建筑用地 的增加都需要 大量的

土地资源
,

而这些土地资源的获得往往是通过对森

林及林地的侵占来实现的
。

而且
,

随着道路的延伸

与其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普
,

使得人们能够沿着道

路进人以前不易到达的森林中
,

同时林地转变为其

他土地收益的增加
,

刺激了森林砍伐和林地开垦的

行为
。

因此
,

城市及其相关的公路
、

电网和其它墓础

设施的扩展成为森林及林地转变
‘

的一个有力原 因
。

在发展 中国家影响森林及林地面积的相关因素的分

析中
,

所有其他土地面积 建筑地
、

道路等 与森林及

林地面积之间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

正反映了森林

及林地转变的现实
。

⑤在影响森林及林地面积的相

关因素中
,

与森林及林地 面积相关性 由强到弱的因

素是 所有其他土地面积
、

农业面积
、

乡村人 口 比例
、

人均
。

对发达国家而言
,

人均 水平与森林及林地

面积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

这应该可 以表明人

们收人水平的提高是森林资源保护的基本条件
。

而

乡村人 口 的比例与森林及林地面积的关系也与发展

中国家相同
,

但两者的相关系数不同
,

在发达国家乡

村人 口 比例与森林及林地 面积 的相关系数只有 一

,

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系数为一
,

这或许

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乡村人 口 对森林资源的依赖程度

要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人 口
。

所有其他土地

面积
、

农业面积是影响森林及林地面积的主要因素
,

但在发达国家
,

所有其他土地面积
、

农业面积与森林

及林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于发展 中国家而呈现

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

对这种结果 的解释是较为困

难的
,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欧洲
、

大洋州的温带森林面

积
,

由于人工造林和退耕还林面积超过城市化
、

筑路

和其他方式占用的林地面积而略有增加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影响森林及林地面积的

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强弱次序是相同的
,

即由所有其

他土地 面积 农业 面 积 乡村 人 口 比例 人 均
。

但是
,

所有其他 土地 面积
、

农业 面积对森林

及林地面积的影响
,

在发达 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有着

根本的差异
,

即在发达 国家所有其他土地
、

农业面积

与森林及林地是正相关关系
,

而在发展 中国家则是

负相关关系
。

简要结论

森林资源 的土地利用
,

往往是通过森林的毁坏

或林地用途的转变来完成的
,

因此可 以把由各种原

因引起的毁林与林地用途的改变看成是人们利用森

林资源的一种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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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乡

村人 口向城市的迁移 但在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
,

人

口的迁移情况是更为复杂的
,

人 口迁移的方向性表

现在人们为获得农地等生活资源就向山区和中间区

域迁移
,

而以非农就业为目的是就向都市迁移
,

不管

怎样
,

都市的就业状况都是影响人 口 迁移的一个中

心要素
,

为得到农地去山区
,

找工作去都市这种观点

仍没有发生改变
。

为获取农地而向山区进行的人 口

迁移将导致森林的毁坏与林地的开垦 可见
,

都市

的劳动条件也与人 口 的迁移密切关联
,

是影响森林

资源状况的重要要索
。

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

尤其是乡村道路的建设

使得运输成本和运翰时间都大幅度减少
,

导致经济

林产品的价格上涨
,

对村庄经济林的种植产生有利

的影响
,

这也导致土地收益的增加
,

刺激了森林砍伐

和林地开垦的行为
。

林地的开垦与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及农业生产

方式尤其是农耕方式也是相关的
。

因此
,

确保粮食

生产的土地的有效利用
,

也是保护森林资源必要的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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