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的国际融危机使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愈
加突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都将发展绿色经济、增
加绿色就业、 实现绿色复苏视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
要手段之一。 林业部门因其与生态系统的紧密联系
及所创造的重要环境、经济和就业效应，成为绿色经
济发展中的重点部门之一。

作为其发起的 “绿色经济行动倡议”（Green E-
conomy Initiative）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在所进行的《绿色经济报告》（the Green
Economy Report） 研究中用一个专门的章节用于分
析林业部门， 基于目前的林业发展状况提出政策建
议供各国林业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参考。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林业发展， 将生态环境建
设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切入点， 确立了林
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于
2007 年制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对
植树造林、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等具体措施进行了明
确确定， 强调了最大限度发挥森林碳汇功能对于应
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意义。 本文将采用投入产出
分析框架对中国林业部门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创造相
关绿色就业的潜力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结论显示林
业部门的发展及产业开发， 既有利于减缓或适应气
候变化，保护基础生态系统，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创造
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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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林业部门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概述。 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结合我国林业中一些重

要部门的发展规划目标和发展趋势，对我国造林与再造林活动、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以及森林旅游行业所创造

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潜力进行了估算。对我国林业部门未来的绿色就业发展方向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研究结

果表明，林业部门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的绿色就业具有非常积极的贡献。 2005～2020 年期间，所考察的林业

活动累计可创造直接或间接的绿色就业机会数超过 4000 多万个，折合每年约可吸纳 266 万人从事相关行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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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orestry sector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n uses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mployment potential in several key sub-
sectors under forestry, including forestation, forest management and forest tourism. Finall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on China’s future green development and green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main result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ector has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China’s green employment. During 2005~2020, the total employment effect including direct and indirect employ-
ment created by forestry related actions sums up to more than 40 million, that means an average of 2.66 million
jobs can be created 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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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业部门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1.1 气候变化对林业部门的影响

森林是陆地系统最大的储碳库，通过固碳释氧，
为维持地球系统的碳平衡发挥重要的作用。 可持续
的森林系统管理就是要使森林植物和土壤吸收的

CO2 同土地开发及粮食种植过程中释放出的碳排放
水平保持平衡，以此实现长期“碳中性”或“碳汇增
加”。 通过森林保护，扩大森林覆盖率能够实现碳汇
增加， 森林系统吸收的 CO2 能够有效抵消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除了在减缓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之外，保
护森林系统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各
种适应措施和长期减缓努力对于减轻气候变化对森
林系统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
《京都议定书》中，将恢复和保护森林作为重要的低
成本减排举措写入文件， 要求各国在第一承诺期内
切实履行与林业相关的具体措施。 而发达国家和经
济转轨也将实行森林碳汇作为抵消减排量的重要手
段。 可以预计，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恢复和保护森
林生态系统及相关政策也将成为谈判和相关法律文
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林业产品的绿色替代效应

林业发展的“绿色效应”除了林业碳增汇和林业
碳贮存之外，还包括林业碳替代，即通过发展生物质
能源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 通过发展耐用木质林
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 利用可更新的木质燃料

(如能源人工林)和采伐剩余物回收利用替代燃料等。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不会产生净碳排放，因
此， 用生物质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能够有
效减少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 在生产钢材、水
泥、铝业、塑料和砖瓦等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
将大量消耗化石燃料， 是生产过程中碳排放的主要
来源之一。采用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这些产品，可以
降低在生产过程中因消费化石能源导致的温室气体
排放。同时扩大木质林产品利用、延长木材使用寿命
以及提高木材利用率都能增强这些产品的储碳能力
以及起到减少碳排放的有利功效。

目前， 各国都非常重视发挥林业木质产品和生
物 质 能 的 替 代 效 应 。 据 联 合 国 欧 洲 经 济 委 员 会
（UNECE）的一项研究（UNECE 和 FAO，2009），目前
该地区超过 50%的可再生能源生产都来自木质能
源，且呈逐年增长的态势。欧洲各国政府都为促进可
再生的木质能源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 这将
进一步驱动林业部门中的木质和生物质能源发展，
将导致林业部门内部产品结构的调整， 对林业产品
能源用途的需求增长迅速。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品
种十分丰富，发展能源林业的潜力十分巨大。根据国

家林业局编制的 《全国能源林建设规划》，“十一五”
期 间 中 国 要 建 设 能 源 林 示 范 基 地 66.7 万 hm2；到

2020 年，能源林达到 1334 万 hm2，可以提供 600 多
万 t 生物柴油，满足 1100 多万千瓦装机容量发电厂
的燃料需求。
1.3 林业部门相关的环保服务产业

包括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和森林旅游业等。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和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作用，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些行业的有效
运作是木材和非木质产品生产的基础。 如果忽视造
林之后的有效管理， 所造成的长期成本将远远超过
短期的经济发展收益。

与森林相关的旅游开发也能有效推动传统林业
向现代林业实现积极转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以森林旅游为主体的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国的重视。 森林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中最具朝
气、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人们形象地称之为“21 世
纪的新兴无烟工业”。

近年来， 随着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转型和发
展， 林业的产业链也在进一步延伸， 如生态休闲产
业、森林培育业和林业养护业等都在高速积极发展，
这些行业的发展也衍生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2 林业部门的相关产业界定和研究方法学

2.1 林业产业链界定

广义的林业部门中既包括第一产业， 也包括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 UNEP 和 ILO 合作发布的《绿
色就业： 在低碳、 可持续的世界中实现体面劳动》
（UNEP 和 ILO,2009）报告中，对林业部门绿色发展
相关活动进行了界定，主要包括造林和在造林、农林
复合经营、 可持续的林业管理和森林系统认证以及
阻止砍伐森林的活动等。此外，林业产业链还应该包
括林产化工、林机制造、森林旅游、森林食品、森林药
材、经济林、花卉产业和竹产业、林业旅游、休闲、文
化产业等。尽管并非所有林业相关部门都是完全“绿
色”的，但总体而言，我国林业部门整体净排放水平
是绝对负值，“绿化”程度相当高，同时还具有可观的
就业容纳能力。

林业相关活动分属于不同的产业和生产部门，
如第一产业中的“林业”子部门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等；第二产业中的“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家具制造业”等；第三产业中与森林生态管理
相关的“环境管理业”，与森林旅游相关的“旅游业”
等等。 然而，根据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很难从一
些部门，如“农林牧副渔服务业”及“旅游业”等中将
与林业相关的产值和就业完全分离出来， 因此产业
相关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在我们的研究中很难对中
国林业部门的绿色就业总规模进行评估。 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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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将采用投入产出方法重点关注近年来我国一些
相关的林业发展政策与规划对林业绿色发展的积极
促进作用及由此带来的绿色就业发展潜力。 主要考
察的是“造林和再造林”、“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和“森
林旅游”等活动创造的就业机会。
2.2 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根据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吸纳
和拉动效应进行分析， 其核心主要是从产业链的角
度，通过产业波及理论来进行分析。投入产出表能够
反映经济体系中各不同行业部门产品 （包括商品和
服务） 的投入来源和使用趋向的相互关联的平衡关
系， 因此可以利用该表估算具体行业的发展对整体
经济的产出及就业乘数拉动效应。

某个行业的直接就业是指该行业产出增加一定
水平在本行业内由于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就业影
响；间接就业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其他行业通过向
该行业提供生产要素的中间投入以及在第一轮生产
扩张后， 随着产业链影响的逐渐扩大所带来的全部
就业总数。

定义第 i 行业的劳动力系数为 Li：
Li=Mi/Xi （1）
其中 Mi 表示第 i 行业内的就业总人数；Xi 表示

i 行业的总产出水平。该系数衡量的是某个行业产出
的变化对本行业内就业水平的影响， 即产出变动带
来的直接就业影响。

定义间接就业影响系数为 Ii：
Ii=L1b1i+L2b2i+…+Ljbji+…+Lnbni （2）
该系数表明在生产过程中， 其他行业通过向该

行业提供生产要素的中间投入以及在第一轮生产扩
张后， 随着产业链影响的逐渐扩大所带来的全部就
业总数。

而就业乘数 Pi 则表示当某行业创造一个单位直
接就业机会时拉动产业链中其他行业创造的就业机
会。

Pi =Ii /Li （3）
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作用下， 整个经济中

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由于就业的增加而增加， 而这
部分增加的收入又会产生对最终物品和服务的消
费，这部分效应被称为引致效应（induced effect），由
此所导致的就业则为引致就业。 由于目前我国的统
计数据口径无法提供引致系数的估计结果， 本文的
就业并没有考虑在产出供应链之外的引致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2007 年全国投入-产出
表计算得到的 42 行业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以
及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和 《2008 年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中所提供的分行业就业数据①，可以计算获得

的不同行业的劳动力系数与两种就业影响系数。
其中造林和再造林所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隶属

于“农业”部门下的“林业”子部门；森林生态系统管
理活动所创造的直接就业隶属于第三产业中的 “水
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森林旅游应该属于旅
游业的范畴，但由于我国统计局所发布的 2007 年投
入产出表中，“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租赁和商业服
务业”下的一个子部门，其总产出远远小于统计年鉴
中的年度旅游收入总额，只是狭义的旅游服务业，而
广义的旅游行业几乎涉及国民经济中所有产业, 而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对日常需求基本相同, 许多产业
同时面向普通顾客和旅游者 , 难以区 分 服 务 对 象 ,
因而导致对旅游业的实际就业拉动效应难以准确度
量。 本研究中将采纳旅游剥离系数方法（李江帆等，
2005），根据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 计算旅
游业直接相关产业收入在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
重, 在此基础上得出旅游业对全社会和第三产业的
直接贡献率并计算旅游直接相关产业的就业乘数 ,
从而分析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和就业的影响。 这里假
定森林旅游的特征与旅游行业平均水平一致， 并由
此估计森林旅游业中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潜力。 本研
究中所使用到的各部门的就业系数如表 1 所示。

3 林业部门的绿色发展就业潜力分析

3.1 林业部门的绿色发展潜力

我国林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总体是保持高速增长
的态势，在“十一五”期间，林业经济总量的平均增速
达到 18.3%（图 1）， 高于同期宏观经济整体的增长
速度。 在 2010 年，林业部门下第一、二、三产业产值
分别为 7901 亿元、11123 亿元和 1889 亿元，三次产
业 在 林 业 部 门 中 所 占 份 额 分 别 为 37.8%、53.2%及

9.0%，相比较 2009 年的 44.1%、47.5%和 8.4%来看，
林业部门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份额呈提高
态势。

在“十一五”期间，林业产值的增长态势非常稳
定， 并未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总产值增加了一
倍。 如果此发展趋势保持不变，可预计到“十二五”

①这里的就业数据均为城镇单位就业统计数据，因此所计算得到的就业潜力应该低于实际从业总数，但这些就业岗位均来自较为稳定的城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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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末（2015 年），林 业 产 业 总 产 值 将 达 到 4.1 万 亿
元左右，到 2020 年，林业总产值将达到 8 万亿元左
右。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林业产业总产值中，
超过一半的产值是由绿色程度相对较弱的第二产
业中的木材加工等林产品制造业所提供， 从绿色
发展和拉动就业的角度考虑， 在林业部门的未来
发 展 中 应 该 侧 重 推 动 与 林 业 相 关 的 服 务 产 业 ，提
高第三产业中的相关部门产值在林业产业总产值
中所占比重。
3.2 林业部门的绿色就业潜力

3.2.1 造林和再造林

我国造林活动 2008 年所创造的产值约为 476 亿
元，在林业产业整体所创造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约为
3.3%。 根据前面估计的林业产业未来整体发展趋势，
假定造林在林业产业中占比保持不变，可大致估计到

2015 年和 2020 年， 造林活动所创造的产值将达到

1300 亿元和 2700 亿元左右。 从整体规模来看，造林
活动产值在林业部门中所占份额并不大，相比较与造
林直接相关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该活动的环境影
响以及其对就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积极影响。

国家林业局在 2009 年 1 月所发布的“防护林造
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中对造林用工定额标准给出
了 明 确 的 规 定，即：造 林（林 地 清 理+整 地+苗 木 栽
植+抚育，不包括日常管护）平均用工量约为 71～136
工日/hm2，平均为 103.5 工日/hm2。 因为造林活动所
创造的就业机会季节性特点较强，多为短期工作，这
里可以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造林活动的直接性的
短期就业效应。

造 林 活 动 直 接 就 业 机 会＝单 位 造 林 面 积 用 工
量×年造林面积 （4）

测算得到 2005～2010 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增加
的短期就业为 29.29 亿个（工日），如果以 300 工日/
年作为一个标准就业岗位进行测算， 则可累计增加

976.39 万人的短期就业①。
国家林业局在所发布的《林业发展“十一五”和

中长期规划》中对我国林业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
目标给予了明确的界定，而国家主席胡锦涛 2009 年

9 月 在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峰 会 开 幕 式 上 的 讲 话 中 提
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大力增
加森林碳汇， 争取到 2020 年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
加 4000 万 hm2， 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 加 13 亿

m3”。根据该目标可以大致估算造林活动未来吸纳就
业的潜力，为方便测算，假设造林保存率为 93%②，则
在估计未来每年造林完成情况时， 还需要考虑造林
存活因素。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的提高，林业劳动生产率会随之提高，单位造林所需
用工量将减少。 这里假定造林活动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年提高率为 3%。 则对 n 年时（n>2010）造林活动
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可利用下述公式估算：

新增就业岗位数 n＝[造林目标用 工 量 (工 日 )/
(300 工日/人)]×（1-3%）n-2010 （5）

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预计 2011～2020 年期间造
林活动所创造的直接短期就业机会约为 15.58 亿个
（工日），约折合 519.2 万个短期标准就业岗位，平均
每年约可解决 52 万人的就业问题。

这里将造林活动视作是完全隶属于“农业”部门
下“林业”子部门的生产活动，根据 2007 年投入产出
表和公式（1）、公式（2），计算得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系数和间接就业系数分别为 0.009 和 0.010，由此可
见该部门的就业乘数在所有部门中都属于偏低的水
平，其经济活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有限，计算得
到 2005～2010 年 期 间 以 及 2011～2020 年 期 间 我 国
造林活动所创造的累积间接就业机会分别为 1103.6
和 586.8 万个。
3.2.2 森林生态系统管理

除了在每年造林季节因为造林活动所产生的短

行业

农业

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直接就业系数

0.0087
0.0897
0.0178
0.0825
0.0150
0.0176
0.0066
0.0353

间接就业系数

0.0099
0.1323
0.0283
0.1246
0.0190
0.0196
0.0112
0.0602

就业乘数

1.1302
1.4757
1.5952
1.5106
1.2683
1.1158
1.7059
1.7041

表 1 部分相关行业就业系数和就业乘数

数据来源：根据《2007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①这里并不是新增工作岗位解决就业人数总和，而是累积所创造的工作机会，不同年份的造林工作的从事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固定人群，只是

规模随时间不断扩张。 因此，累积创造的 976.39 万个工作机会中，可视作每年约可创造 162.73 个工作机会吸纳务工人群。

②造林保存率通常是人工造林 3～5 年后，由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国有林场自查）根据造林施工设计书和检查验收合格证，对造林面积保存率组

织检查确定。 人工造林保存率在不同年度有所差异，通常在 85%～95%之间，但是目前我国缺乏连续的全国平均水平数据资料，根据《2010 年中

国林业发展报告》，2005 年度人工造林保存率为 93%，故此处以此水平作为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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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新增就业之外， 对于新增森林面积的后续管理维
护活动还能创造一些长期的管护岗位。 这里将造林
管护的性质界定为森林可持续管理， 归并在第三产
业中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根据该行业
的相关就业系数和乘数大致可以估算新增人工造林
所需管护导致所创造的直接就业及间接就业机会。
管护工作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同于短期性的造林工
作，这些新增就业岗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根据 2009
年《中国林业年鉴》，2008 年的林业公共管理及其他
组织服务产值约为 106 亿元， 在林业产业总产值中
占比约为 0.7%，规模非常小。 同造林活动类似，该行
业的环境意义远大于其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

根据对的预测新增造林面积，基于 2009 年 1 月
国家林业局发布的“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中的森林管护标准定额“每人每年管护 150 公顷”核
算，可以估算未来新增的森林可持续管理（林场的长
期管护）就业岗位数，其中 2005～2010 年期间将约可
创造 16.4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2011～2020 年期间约
可创造 10.38 万到 12.23 万个直接工作机会①。

由于林业管护在投入产出表中可归为其中第三
产业下的“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该行业的
就业乘数为 1.475，由此估算出林业管护投资除了直
接创造就业机会之外， 还将具有较大的间接就业效
应。 2005～2010 年期间以及 2011～2020 年期间可创
造出的间接就业机会分别为 24.55 万个以及 15.32
万～18.04 万个左右。
3.2.3 森林旅游

森 林 旅 游 业②是 一 种 快 速 发 展 的 新 兴 旅 游 形
式， 即挖掘森林除了提供木质产品之外改善环境
和为公众提供休憩功能的潜力。 森林旅游业是一
种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产业关联度大，对国民经济
有较大的辐射和波及作用。 森林旅游业及其波及
产业链的联动发展将促进各个行业上产生新的就
业岗位和部门，尤其是带动一些新兴就业。 例如，
森林保健业、森林产业投资、森林旅游人才的培训
和休闲文化等产业。

中国具有发展森林旅游的资源优势和巨大潜力。
中国现有 4200 多个国有林场、15 万个集体林场，加
上大面积国有林区， 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资源雄厚。
据统计，1998 年全国森林公园内直接从事管理和服
务的工作人员为 3.6 万人， 到 2008 年已经达到近

13.4 万人。 2005~2008 年森林公园直接就业人数累计
为 48.52 万人。 根据《中国林业年鉴》，“十五”期间，森

林公园累计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 160 余万个。
中国未来森林旅游业的发展 受 到 森 林 生 态 建

设、旅游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
森林旅游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可用森林旅游的就业收
入弹性来体现。 本研究将森林旅游业界定为狭义的
森林公园旅游。 基于林业部门对森林公园的历史统
计数据， 可以估算出 1998～2008 年中国森林公园旅
游产业的就业收入弹性为 0.40 左右，即森林公园的
旅游收入每增加 1%， 森林公园的直接就业岗位将
相应增加 0.4%（韩爱桂等，2010）。 根据《中国林业年
鉴》公布的历史数据可知从 1998 年至 2008 年间，我
国森林旅游收入的年增长速度较快， 约为 37.6%左
右，但是在近几年，森林旅游业的直接产值年增长率
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这里采取未来森林旅游发展中
情景假设， 假定在 2009 年至 2020 年期间森林旅游
收 入 的 年 均 增 长 速 度 保 持 在 20%左 右 ， 可 得 出

2005～2020 年期间我国森林公园旅游业的实际直接
就业人数及未来直接就业预测数据。根据该情景，到

2015 年，森林公园所创造的直接产值将达到 672 亿
元， 从业人员整体规模能够达到 27.3 万人左右；到
2020 年产值将突破 1600 亿元，吸纳 39.2 万人就业。

根据旅游剥离系数方法计算得出 2007 年旅游
行业的总收入给直接相关的第三产业各部门所带来
直接就业机会约为 195.3 万个左右， 而通过产业链
的扩张，这些相关第三产业可以为经济共创造 302.8
万个就业机会， 即旅游行业内一个直接就业机会将
会在经济体系中带来 1.55 个其他就业岗位。

根据产出扩张效应，在中方案中，从 2005 年到
2020 年期间，森林旅游服务相关产业约可累积创造

315 万个和 489 万个直接和间接工作岗位。 在 2015
年， 除了能够吸纳 27.3 万人直接从事相关工作外，
还能够在经济中带来 42 万余个间接的工作机会，共
可接近将近 70 万人的就业问题。到 2020 年，与森林
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的工作机会分别约为 39 万个
和 60 万个左右，总规模接近 100 万个。
3.2.4 林业部门总体绿色就业效应

林业部门中的一系列具有可持续的生产活动，
如植树造林、 森林管理和发展森林旅游等都能创造
出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对于发展绿色经济，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缓解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难题，推动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对
林业部门中一些重点的绿色发展活动的分析和研究
不难发现， 林业部门对于促进中国的绿色就业具有

①这里对所创造的长期管护岗位数给出了一个预测范围，假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森林看护最大值是基于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预测

值，最小值是基于假定随着技术水平提高后，年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3%后计算得到的预测值。

②森林旅游在本研究中被界定为“在林区内依托森林风景资源发生的以旅游为主要目的各种活动” 。 中国现代意义的森林旅游业是以建设森

林游乐区，开发林区的森林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植物园、国营林场等为载体开展的。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研

究中只包括了林业系统的森林公园（约占总数的 70%~80%）因此相应的就业预测数据会小于广义的森林旅游就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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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造林和再造林

可持续森林管理

森林旅游

总计

直接就业效应

1495.6
26.82～28.67

315.4

间接就业效应

1690.4
39.87～42.60

489.1

小计

3186.0
66.70～71.27

804.5
4057.1～4061.7

表 2 2005~2020 年林业部门的累积绿色就业效应 万个

非常积极的贡献（表 2）。 2005～2020 年期间，林业累
计可创造直接或间接的绿色就业机会数超过 4000
多万个，折合每年约可吸纳 266 万人从事相关行业。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国家公布的行业统计数据和资料采用

2007 年投入产出数据结合 2008 年劳动统计年鉴对
林业部门中的一些重点绿色发展部门的就业潜力进
行了估算。 结果显示林业为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也是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部
门之一。通过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三种主要途径
和系列行动， 林业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
了积极的巨大贡献， 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直接和相关
的工作机会。

为了更好地促进林业发展， 创造出更多的绿色
工作岗位， 本研究对林业部门的绿色发展和就业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鼓励和支持林业产业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推动

林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目前林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的趋势是第二产业
产值比重不断扩大， 而林业部门中的第二产业相关
行业的环境效益和就业吸纳能力都比较有限。 应当
进一步优化林业部门的产业结构， 加大对林业相关
服务业的扶持，提高林业相关服务业所占比重，进一
步增强林业部门的“绿化“程度。
4.2 鼓励和扶持林业发展，持续开展造林活动，以创

造更多稳定的林业就业机会

当前中国林业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可以
出台相关的激励和扶持政策，大力加快中国林业的发
展，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工作机会，一
方面继续为适应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持续的贡
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轻中国和世界的就业压力。
4.3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促进绿色低碳就业

旅游产业与诸多服务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其直接及间接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 森林旅游将是
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政府应对森林旅游业
予以更大重视，加大投资和建设力度，鼓励发展森林
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如森林旅游策划咨询服务业；会
展森林旅游业，特色专项森林旅游业等，扩大波及产
业链，促进绿色就业。
4.4 采取综合措施减轻部分林业行动对就业的负面

影响，并提升造林就业岗位的技术水平

有些林业行动，如退耕还林会，而天保工程的实
施对林产工业就业量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需
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市场组织，加强劳动力培训、
劳动力转移，下岗工人再就业，发展替代产业等综合
措施，以弥补林业行动对就业的一些不利影响。此外，
造林活动所创造的巨大就业潜力因其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短期性的不稳定工作岗位，
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在吸纳就业的同
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从事造林工作人员的相关技
能培训，务求能使造林目标实现之后，让相关从业者
能够继续从事技术要求水平更高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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