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陆地最大的碳

贮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可

以成为林业长足发展的动力；控制或减排温室气体

的阻力可以转换为植树造林和环境保护的推力。

气候变化所催生的低碳发展模式开始受到世界各

国的关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林业行动必然对

林业就业会产生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

工组织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

明，全球经济在向着更节约资源、更具可持续性的

方向转变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的绿色就业机会。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

齐姆·施泰纳先生表示：“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上

百万的就业机会。”

文献研究表明，方精云等（1996）,潘家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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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of forestry actions to tackle the climate change; the status and

mechanism of aforestation in China，and some practices to show the effect on employment by aforestation ; Then

further calculate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induced employment created by afforest and the following forest manage⁃

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labor input standard and the input-output method; Then take the aforestation case about

employment potential in Jiangxi and Chongqing provinces of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it comes up

with some suggestions to encourage the aforest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foresta⁃

tion action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can create vast quantities of green jobs; from 2011 to 2020 , form 2021 to 2050,

and from 2011 to 2050, the total number of short term direct employment created by aforestation are approximate⁃

ly3.6 , 8.01 and 11.6 million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new jobs for forest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69.4, 154.6

and 224 thousand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effect of afforetation on indirect and induced employment is also sig⁃

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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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殿生等（2003）、李顺龙（2005）,章升东（2007）,李怒

云（2007）,林德荣（2005）,张坤（2007）等就气候变化

与林业行动开展过相关研究；潘晨光等（1999）,王志

新（1999）,秦颖等（1999）,封加平（2002）,吴友亮

（2002）,罗丹杰（2005）,魏晓慧（2005）,杨素华（2007）
等就林业就业问题开展过一些研究。但将气候变

化背景下的林业行动与林业就业关联起来进行研

究的成果极为少见。因此，正确评估林业行动对林

业就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

对于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

于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促进充分的林

业绿色就业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及对就

业的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林业部门能够采取的减

缓和适应措施如图1所示。其中，林业碳增汇、碳贮

存和碳替代是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

1.1林业碳增汇行动

林业碳增汇行动，是以充分发挥森林的碳汇功

能，降低大气中CO2浓度，减缓气候变暖为主要目

的的林业活动。碳增汇活动包括造林、再造林、退

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

持续管理以提高林地生产力等能够增加陆地植被

和土壤碳贮量的措施。由于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

保护等措施吸收固定CO2，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减

排，因此造林活动成为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经济

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1997 年通过的《京都议定

书》允许通过 1990年以来的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

理活动吸收的CO2来抵消其承诺的温室气体减限

排目标。据估计，2000~2050年全球最大碳汇潜力

为每年 15.3亿~24.7亿 t碳，其中造林约占 28％，再

造林约占 14％，农用林约占 7％。2008 年 10 月 29
日，我国首次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

书，充分肯定了植树造林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

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作用。1980年实施造林工

程以来，我国森林生物量碳贮量从 20世纪 80年代

前减少趋势转为增加趋势，年生物量碳积累速率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0.11亿 t碳，增加到 90年代的 0.3
亿 t碳左右。中国造林绿化的快速增长，弥补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森林资源消耗造成的碳库缺口，为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随

着中国造林工程的深入推进，中国林业对增加碳吸

收汇、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指出：1980～2005 年

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CO2约30.6亿 t。
造林之后的森林可持续管理和管护行动也是促

进碳增汇的有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2007）指出，1980～2005年中国森林管理累

计净吸收16.2亿 t CO2。通过对现有森林进行合理经

营管理，通过延长森林的采伐作业周期,加强森林资

源的抚育间伐管理, 使森林具有合理的林分密度, 促
进森林生长, 可以增加森林的实际生物量，可以提高

森林固碳速度和固碳能力，提高森林固碳总量。中国

林业的主要问题不是造林少而是经营差，单位面积固

定的CO2太少。我国人工林平均蓄积量为34.67m3/
hm2，年生长量仅为3.36 m3/ hm2，巴西、新西兰、智利

的人工林生长量都是我国的2~6倍。因此,森林可持

续管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1.2林业碳贮存行动

林业碳贮存行动，即保护和维持现有的森林生

态系统中贮存的碳，减少其向大气中的排放；通过

森林可持续经营，采用一系列的碳管理措施，减少

碳排放和增加碳汇，获取最大的固碳收益，主要措

施包括加强现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减少毁林、改进

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

森林灾害（林火、病虫害）控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2007）指出，1980～2005 年通过减少毁

林少排放4.3亿 tCO2。

1.3林业碳替代行动

通过发展新兴低碳产业替代传统高碳林业产

图1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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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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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利用作燃料。（1）产业替代。通过大力发展传统和

新兴低碳产业，如森林培育业、营林管护业、生态休

闲旅游业、生物产业等，减少碳排放。（2）能源替代。

能源林业也称为能源种植业，旨在通过发展生物质

能源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利用宜林荒山

荒地以及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的沙地、盐碱地等边

际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品种十

分丰富，发展能源林业的潜力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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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材料替代。即通过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

源密集型材料（如钢铁、水泥、铝材、塑料、砖瓦等），

不但可增加陆地碳贮存，还可减少生产这些材料过

程中化石燃料燃烧的温室气体排放。

1.4林业行动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中

国将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手段，减

缓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未来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林业重点行动领域及其对就

业的可能影响如表1所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

业行动不同程度地会对就业产生一些正面和负面影

响，但综合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对就

业产生了正面的积极影响。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的就业效应

2.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

造林是增加林业碳汇最主要的途径。中国在林

业碳增汇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造林绿化行动，包括：林

业重点工程造林活动；碳汇项目造林再造林活动以

及城市绿化造林活动。

行动类别

减

缓

气

候

变

化

林

业

行

动

适应

气候

变化

林业

行动

碳汇造林与绿化行动

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行动

林
业
重
点
工
程
实
施
行
动

森林生态系统保护行动

适应性林业产业开发

天然林保护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防护林保护工程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

理工程

湿地建设和保护工程

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

对就业正面影响
直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直接创造了新的绿色就业机会，促进

了部分传统能源行业工人的转型。

增加了营林管护就业人数

直接增加了造林和营林从业人数，促

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

升级。
工程投资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绿色

就业岗位

工程投资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造林

和管护绿色就业岗位

工程投资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绿色

就业岗位

工程投资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绿色

就业岗位

工程投资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林产

加工业就业岗位

创造了部分与就保护相关联的就业

岗位

直接创造了一些新的绿色就业岗位

对就业负面影响
无

部分替代了传统能源行

业的部分就业

削减了森工从业人数

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粮食种植的用工量和

从业人数
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畜牧业从业人员积极

性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森林

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就

业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周边

社区资源利用从业人员

数

短期内，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资源利用从业人员数

无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与资

源利用相关的一些就业

削减部分非适应性林业

产业就业人数

对就业综合影响
正，直接促进就业

正，总体上促进了就业

及就业的绿色化

短期而言中性，长期而

言正面促进了就业升级

和转型

短期而言中性，长期而

言正面促进了就业升级

正

正

正

正

正

中性

正

表1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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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业重点工程造林方面，实施六大林业重点

工程，是加快新时期林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我

国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变暖挑战的积极行动。

建设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是我国再造秀美山川的战

略工程，规划范围覆盖了全国97%以上的县，规划造

林任务超过 0.73亿 hm2，是我国历史上工程范围最

广、规模最大的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植树造林取得

了巨大成绩。据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

示：全国森林面积 1.95亿 hm2，森林覆盖率 20.36%，

森林蓄积137.21亿m3；人工林保存面积0.62亿hm2，

蓄积 19.61亿m3；森林植被总碳储量 78.11亿 t，年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 10.01万亿元。森林面积居世界第

5位，森林蓄积列居世界第 6位，人工林面积居世界

第一。另据国家林业局统计年鉴统计，1949~2010
年累计完成造林总面积为 2.76亿 hm2，人工造林面

积超过6600万hm2。

在碳汇林业发展方面，国家林业局积极应对国

际气候公约谈判出现的新变化，将开展林业碳汇工

作纳入我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并积极组织开展林

业碳汇方面的研究，在广西、内蒙古、云南、四川、山

西、辽宁等省（自治区）启动了林业碳汇试点项目

（李怒云，2007）。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于2009
年 9月 2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

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在

讲话中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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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怒云，2007）可见，中国

碳汇林业的发展前景广阔。

此外，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根据《2011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2011年全国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61.2万hm2，城市人均拥

有公园绿地面积11.18m2，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绿地率已分别达到 38.62%和 34.47%，这部分绿

地对吸收大气CO2等温室气体起到了一定作用。

2.2造林行动的就业潜力测算

2.2.1造林行动的直接就业效应分析

在中国，造林活动的就业呈现如下明显的特

征：（1）劳动密集性，造林活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

强；（2）绿色性，造林活动是典型的有利于环境优化

的碳增汇活动，对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贡献，属

于绿色就业范畴①；（3）季节性，春季是植树造林的

最佳季节，因此对于就业的影响多为短期效应；（4）
关联性，造林与前向和后向活动关联密切，因此造

林的就业效应不仅包括植树造林带动的短期直接

就业，也包括造林产业链相关行业的间接就业。

根据国家林业局2008年发布的《防护林造林工

程投资估算指标》中的造林用工定额标准，利用公

式 1可以测算出 2000~2010年历年中国造林用工量

（表 2）。经测算可得，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增加的短

期就业为63.61亿个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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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42
万人的短期就业。可见，造林行动的就业效应非常

可观。

造林总用工量（Ld）＝单位造林面积用工量×
年造林面积 （1）

根据国家林业局 2006年编制的《林业发展“十

一五”和中长期规划》，我国林业发展中期和长期目

标为：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3％以上；2050年森

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 26％以上。据此可推算为

达到预期森林覆盖率目标所需增加的造林面积，为

方便测算，假设造林保存率为 100%，则新增的森林

面积即为新增造林面积。且假设单位森林面积的

蓄积量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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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需用工量将减少。在中国历年造林活动平均每公

顷用工量的基础上，假设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为

20%，则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用工量修正系数为

80%。利用公式 2估算未来造林活动带动的年新增

就业岗位数（表3）。
新增直接就业岗位数（ED）＝[新增造林用工量

（工日）/300（工日/人）]×80% （2）

① 国际劳工组织（ILO）对绿色就业的定义界定如下：能够减小企业和经济部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就业领域。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0-2010

造林总面积(千hm2)
5105.14
4953.04
7770.97
9118.89
5598.08
3637.68
3838.79
3907.71
5354.77
6266.33
5909.92
61461.32

用工量(万工日)
52838
51264
80430
94381
57940
37650
39731
40445
55422
64857
61168
636125

表2 2000~2010年造林用工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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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造林行动的间接与引致就业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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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的就业；

引致就业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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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造林

活动在投入产出表中应隶属于“农业”部门下的“林

业”子部门，根据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和《2006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所提供的分行业就业数据，利

用投入产出法，基于如下公式 3、4和 5可以计算出

农业行业的劳动力系数以及间接和引致就业系数

分别为：0.0113、0.0059、0.0106。

Li =
Mi

Xi
（3）

Li为第 i行业的劳动力系数；Xi表示 i行业的总

产出水平；产出乘数Mi表示的是当 i行业增加 1个

单位的最终需求时，将拉动国民经济各行业产出增

加的总和。
Ii =L1a1i +L2a2i +…+Lnani （4）
Ii为间接就业影响系数；ani为直接消耗系数，该

系数表明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第 i种产品（或行

业）的部门总产出直接消耗的第n产品部门货物或

服务的价值量。
Ki =L1b1i +L2b2i +…Ljbji +…+Lnbni - Ii （5）
Ki为引致就业影响系数；bni为完全消耗系数，是

指第 i 种产品（或行业）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

时，对第n个产品（或行业）部门货物或服务的直接

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

因此，利用上述系数可算出造林活动给经济整

体所带来的间接和引致就业岗位数（表4）。

3造林后续管护行动的直接、间接与引致就业

效应分析

除了每年造林季节带动的短期新增就业之外，

造林后续的森林可持续管理维护活动还能增加一

些长期就业岗位。

根据 2010 年、2020 年和 2050 年的预测新增造

林面积，基于 2009年 1月国家林业局发布《防护林

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中的森林管护标准定额

“以一般山区、林地相对集中连片交通条件较好的

地段为基准，每人每年管护150hm2”核算，可以估算

未来新增的长期管护就业岗位数（表5）。
根据《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我国防

护林管护费用标准为48元/hm2，由于林业管护隶属

于投入产出表部门中的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

业，该行业的劳动力系数以及间接和引致就业系数

分别为 0.0944、0.0126 与 0.018，由此可以估算出用

于林业管护投资除了所带来的直接就业机会之外，

还将具有表5所示的间接就业和引致就业效应。

通过上述测算可知，中国造林行动的直接、间

接和引致就业效果明显。

4中国造林行动就业潜力的实践验证

不仅从理论上分析，造林行动有着巨大的就业

潜力。在实践中，也同样证实了林业经济的潜力和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据 2009年 2月 24日的人民日

报报道，江西省外省务工人员680余万人，受全球金

指标

200820202050

森林覆

盖率

（%）

20.362326

森林

面积

（亿hm2）

1.952.202.49

森林

蓄积

（亿m3）

137.21154.80175.91

森林碳

贮量

（亿 t碳）

158.96179.34203.80
2009~20102011~20202021~20502011~2050

新增造林

面积

（亿hm2）
0.120.130.290.42

新增造林用

工量

（百万工日）

12421345.53001.54347

新增就业岗

位人数

（百万人）

4.144.4910.0114.49

折算后的新增直

接就业岗位人数

（百万人）

3.313.608.0111.60

表3 中国森林碳汇潜力及新增就业潜力

备注：（1）至2020和2050年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根据如下公式推算：公式1：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 / 国土面积；公式2：单位森林面积的蓄

积量＝森林蓄积 / 森林面积；（2）根据李顺龙（2005）,章升东（2005）,李怒云（2007）,林德荣（2005）,张坤（2007）等文献成果可得出如下森林碳

储量的测算公式：公式1：林木生物量碳储量（C1）＝森林蓄积×扩大系数（1.9）×容积系数（0.5）×含碳率（0.5）＝0.475×森林蓄积；公式2：森林

全部碳储量（C2）＝林木生物量碳储量＋林下植物固碳量＋林地固碳量=C+0.195×C1+1.244×C1=C1（1+0.195+1.244）=2.439×0.475×森林蓄

积；（3）新增造林用工量根据103.5个工/hm2折算；（4）就增直接就业岗位数按每年每人工作300工日折算；（5）林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用工

量修正系数为80%。

期间

2011~2020
2021~2050
2011~2050

直接就业岗位数

3.60
8.01
11.60

间接就业岗位数

1.88
4.17
6.04

引致就业岗位数

3.36
7.49
10.84

就业岗位数合计

8.84
19.67
28.48

表4 新增造林活动的间接就业与引致就业 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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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机影响，目前回乡的近120万人，造林绿化工程

为返乡人员创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据统计，全省约

有 1.8万余造林大户是返乡人员，承包造林面积近

6.67 万 hm2，投入资金 6000 余万人民币；近 13 万返

乡人员参与到整地、栽植等工程建设中，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据重庆市各区县统计，从 2008年 8月该

市森林工程全面启动至2009年2月25日，全市共有

228万农民工参与“森林重庆”建设，投入工日 1185
万个，务工总收入 6.88亿人民币，其中返乡农民工

45 万人，投入工日 275 万个，收入 9700 多万人民

币。放眼世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1935~1942年“大

草原各州林业工程”（通常称为“防护林带工程”）也

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一工程即不仅缓解了当时

经济严重萧条背景下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促进了美

国大草原各州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这一生动的

历史实践证实了林业发展巨大的就业吸收和生态

累积潜力。

此外，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仍把林业当作主导产

业，并以此推动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扩大城乡就

业。许多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经营林业，不仅为一

些城乡居民提供了收入保障，还使小城镇和农村形

成优美的生态环境。林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林业不仅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安置大量人员就

业，而且能创造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

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

下，加大林业领域投资，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促进林

业绿色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结论与建议

综合全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林业为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业通过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三种主要途径和

系列行动，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

的巨大贡献，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对绿

色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国江西和重庆造林就

业数据和美国林业工程造林等典型例证证实了造

林行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2）应对气候变

化的造林行动及后续森林可持续管护活动的就业

效应可观。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中国造林

活动累计增加的短期就业为 63.61亿个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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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42 万人的短期就业。2011~2020
年，2021~2050年，2011~2050年间，新增造林活动创

造的直接就业岗位数分别为 360 万人、801 万人和

1160万人，间接就业岗位数分别为 188万人、417万

人和604万人，引致就业岗位数分别为336万人、749
万人和 1084 万人;新增长期管护岗位数量分别为

6.94万人、15.46万人和 22.4万人，间接就业岗位数

分别为0.93万人、2.06万人和2.99万人，引致就业岗

位数分别为1.32万人、2.95万人和4.27万人；新增造

林就业岗位总数分别为 884万人、1967万人和 2848
万人；新增管护岗位总数分别为 9.19万人、20.47万

人和 29.66 万人。（3）本文的就业效应测算是基于

《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来进行总体测算，

没有考虑不同树种、不同地区用工量的差异；虽考

虑了林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但为了方便测算假

设造林保存率为100%，单位森林面积蓄积量保持不

变，因此就业测算值不可避免与实际造林的劳动力

吸纳量会存有出入。

针对林业发展的就业吸纳和生态优化两大功

能属性，我国应进一步鼓励和加快林业发展，创造

出更多的绿色工作岗位，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衰

退的双重挑战。本研究提出主要政策建议：（1）大

力鼓励和扶持林业发展，持续开展造林活动，以创

造更多的林业绿色就业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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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快中国林业低碳产业的发展，扩大

林业就业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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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调处理好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的

关系。实行分类经营，创新林业投融资市场，引入

社会资本，促进农村林业的大发展。如在碳汇造林

方面，除了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开展造林之外，还应

期间

2011~2020
2021~2050
2011~2050

新增造林面积

(亿hm2)
0.13
0.29
0.42

新增长期管护

岗位数 (万人)
8.67
19.33
28.00

折算后的新增长期

管护岗位数(万人)
6.94
15.46
22.4

间接就业岗位数

(万人)
0.93
2.06
2.99

引致就业岗位数

(万人)
1.32
2.95
4.27

就业岗位数合计

(万人)
9.19
20.47
29.66

表5 新增长期管护岗位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就业

注：假设由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提高后而新增长期管护岗位数加以调整的折算系数为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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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极建立和完善林业碳汇市场，优化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充分运用市场杠杆的配置作用，实现潜在

的碳汇市场价值，大力推进碳汇林业的发展，促进

碳汇林业领域的就业。（3）完善各项社会保障体系，

如劳动力林业技术培训体系、林业科技信息服务体

系，林产品市场服务体系等，培育和提升劳动力参

与造林、护林和从事林产品生产的能力与素质，促

进林业就业市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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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东欧森林所有者组织与中国农民林业合作组

织都是应林权改革而产生的。我国林业专业合作

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制约其发展

的因素，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林业专业合作组

织的功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东

欧成功的森林所有者组织相比，在某些方面还存在

差距。东欧森林所有者组织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我

国农民林业合作组织发展有借鉴意义。

特别是东欧的伞形国家级协会在代表私有林所

有者的利益在国家政策制定等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积

极有效的作用。合作社或协会之间的联合，成立国家

级及地区级联合会发挥协会对其成员的代表性，在国

家及地区层面的政策制定及决策中发挥作用，争得话

语权。这应该是我国农民林业合作组织今后的发展

方向。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森林主协会或合作社的长

期、稳定支持，包括政策法律保障、财政资金支持及能

力建设。这也是我国农民林业合作组织今后的发展

值得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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