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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框架、中国造林状况、造林就业特
点以及一些造林就业实践,并基于造林用工量标准和投入产出法对造林及其后续管护活动的直

接、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进行了测算,最后提出促进中国造林行动和农村林业就业的几点建议。

研究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能够创造出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 2005) 2008年、2009)

2020年累计可创造的植树造林短期标准直接就业岗位数 (若植树造林以每人每年工作 300天为

基准 )分别约为 577万个和 183万个;新增长期森林资源管护就业岗位数量为 8193~ 11116万个

和 7176~ 917万个; 造林带来的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也较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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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衰退背景下的就业问题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林业可持续发展备受世人瞩目。受全球气候

变化的影响,人们更加关注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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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国际上已经兴起了新

的林业发展方向 ) ) ) 固碳林业 ( C arbon Forestry) (刘世荣, 2005)。同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 城里的失业

农民工出现返乡潮,给原本已经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压力。在此双重背景下,造林不仅

有利于环境改善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一

个新的解决路径。

文献分析表明,一些学者已在林业就业方面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 如潘晨光、王翠槐 ( 1999)、王志新

( 1999)、秦颖 ( 1999)等就林业系统再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罗丹杰 ( 2005)、魏晓慧 ( 2005)、

吴友亮 ( 2002)等就林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杨素华 ( 2007)较为系统地就新时期林业新定

位下的林业人才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封加平 ( 2002)就林业发展所带来的林业就业潜力进

行了分析。然而,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造林行动与就业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 本文拟

从中国的造林行动入手,基于经验数据和投入产出法测算造林的直接、间接与引致就业潜力, 进而探讨中

国的造林行动及其就业效应。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与就业

(一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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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活动已经成为各国致

力温室气体减限排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框架主要包括: ( 1 )林业

碳增汇行动, 是以充分发挥森林的碳汇功能、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减缓气候变暖为主要目的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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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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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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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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林业碳替代

行动,即通过发展新兴低碳产业替代传统高碳林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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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上述行动框

架中,最主要的林业行动就是大规模的造林活动。据估计, 2000) 2050年全球最大碳汇潜力为每年

1513~ 2417亿吨碳, 其中造林约占 28% ,再造林约占 14% (江泽慧, 2003)。与工业直接减排相比, 森

林固碳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 更加具有经济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 (刘羊旸等, 2009)。国际社会

越来越重视利用森林固碳实现间接减排。

为了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应对全球变暖, 中国积极开展造林和再造林活动。 1980年以来, 中国先后

实施了十大林业重点工程,规划范围覆盖了全国 97%以上的县, 规划造林任务超过 734万公顷, 植树造

林取得了巨大成绩。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 2004) 2008年 )结果显示, 全国森林面积 1195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 20136% ,活立木总蓄积 149113亿立方米, 森林蓄积 137121亿立方米;天然林面积 112亿

公顷,天然林蓄积 114102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 0162亿公顷, 蓄积 19161亿立方米, 人工林面积继

续保持世界首位。另据笔者统计, 1949) 2007年累计完成造林总面积为 25819107万公顷。在六大工

程的带动下, 林业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对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且显著的贡献。 5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 ( 2007)指出, 1980) 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 3016亿吨二氧化碳。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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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携手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 6的重要讲话提出 /大力增加森林碳汇, 争取到 2020年森林面积比 2005年增加 4000万公顷, 森

林蓄积量比 2005年增加 13亿立方米 0。可见, 林业行动特别是造林行动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

(二 )造林就业特点及实践例证

11造林就业特点。中国造林就业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 1)劳动密集性, 造林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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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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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主要流程包括:编制造林作业设计、林地清理、整地、苗木准备、栽植及抚育等。造

林活动的产业链可向前和向后延伸至种苗培育、销售运输、林木抚育管理、林木采运加工、林产品销售、消

费及科技服务等,其延伸的产业链条也可促进农村的非农就业。由此可见, 造林对于劳动力直接和间接就

业具有积极意义。

21造林促进就业的实践例证。放眼世界,美国历史上著名的 1935) 1942年 /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0
(通常称为 /防护林带工程 0)也是一个生动的例证。F# D#罗斯福 ( F 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自始至终

主持了这项工程的决策,所以又称 /罗斯福防护林工程 0。在 8年期间共有近 300万青年参加了森林护卫

队。他们在军官和农林机构的指导下,为全国增加了 1700万英亩林地,防止了许多场森林火灾。这一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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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实践证实了林业发展巨大的就业吸收和生态累积潜力。

在中国,据 2009年 2月 24日5人民日报 6报道,江西省在外省务工人员 680余万人, 受全球金融危机

影响回乡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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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万余造林

大户是返乡人员,承包造林面积近 100万亩,投入资金 6000余万元;近 13万返乡人员参与到整地、栽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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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中,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重庆市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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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建设,投入工日 1185万个,务工总收入 6188亿元,其中返乡农

民工 45万人,投入工日 275万个,收入 9700多万元。另据中国新闻网 2009年 1月 12日报道, 2009年中

国打算造林 8220万亩, 义务植树 25亿棵,实现林业总产值 14000亿元, 为实现到 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0%的目标奠定基础。

实践证明,林业在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造林和经营林业不仅可以

增加森林生态资源储备,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安置大量人员就业, 可以创造巨大的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

二、中国造林行动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分析

(一 )造林行动的直接就业效应分析

根据国家林业局 2008年发布的 5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6中的造林用工定额标准, 以一

般山区, 壤土和砂壤土、穴 (块 )状整地, 初植密度为每公顷 2500株 (穴 ) , 整地规格 40 cm @ 40cm @

30 cm为基准, 造林 (林地清理 +整地 +苗木栽植 + 抚育, 不包括日常管护 )每公顷用工量约为 71~

136工日, 平均为 1031 5工日。因此 , 利用公式 ( 1)可以测算出 2005) 2008年历年中国造林用工量

(见表 1)。经测算可得, 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增加的短期就业为 17133亿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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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149万人的短期就业。可见, 造林行动的就业拉

动效应非常可观。

造林总用工量 ( Ld ) =单位造林面积用工量 @年造林面积 ( 1)

表 1 2000) 2007年造林用工量核算

时期
造林总面积

(千公顷 )

用工量

(万工日 )

2000 5105114 52838

2001 4953104 51264

2002 7770197 80430

2003 9118189 94381

2004 5598108 57940

2005 3637168 37650

2006 3838179 39731

2007 3907171 40445

2008 5354177 55421

2003) 2008 31455192 325568

2005) 2008 16738195 173247

根据国家林业局 2006年编制的 5林业发展 /十一五 0和中

长期规划 6, 我国林业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为: 2010年

森林覆盖率达到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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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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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4%, 则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用工量修正系数为

79186%。利用公式 ( 2)估算未来造林活动带动的年新增就业

岗位数 (见表 2)。

新增直接就业岗位数 ( ED ) = [新增造林用工量 (工日 ) /300

(工日 /人 ) ] @ 7918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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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森林碳汇潜力及新增就业潜力

时期
森林覆盖率

(% )

森林面积

(亿公顷 )

森林碳贮量

(亿吨碳 )

新增造林面积

(千公顷 )

新增造林用工量

(百万工日 )

新增就业岗位数

(百万人 )

2003 18120 1175 14413 ) ) )

2003) 2010 20 1192 15815 1719218 1779145 4174

2003) 2020 23 2121 18213 4600811 4761184 12168

2003) 2050 26 215 206 7482314 7744122 20162

2005) 2008 1673910 1732147 5177

2003) 2008 3145519 3255168 10185

2009) 2020 1455212 1506116 1183

2021) 2050 2881513 2982138 7194

  注: 11根据如下相关文献成果:王雪红 ( 2003)、李顺龙 ( 2005)、林德荣 ( 2005)、李怒云 ( 2007)、张坤 ( 2007) ,可得出如下森林碳储量的测

算公式: ( 1 )林木生物量碳储量 ( C1 ) =森林蓄积 @扩大系数 ( 119) @容积系数 ( 015) @含碳率 ( 015) = 01475 @森林蓄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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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439 @ 01475 @森林蓄积。 21新增造林直接就业岗位数按每年每人工作

300工日折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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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部门下的 /林业0子部门,根据 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和5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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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引致就业系数分别为: 010113、010059、010106。

L i =M i /X i ( 3)

其中, L i为第 i行业的劳动力系数; X i表示 i行业的总产出水平;产出乘数 M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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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L1a1 i + L2a2 i + K + Lnan i ( 4)

其中, Ii为间接就业影响系数; a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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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i = L1b1i + L2 b2i + KL j bj i + K + Ln bn i - I i ( 5)

其中, K i为引致就业影响系数; bn i为完全消耗系数,是指第 i种产品 (或行业 )每提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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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上述系数可算出造林活动给经济整体所带来的间接与引致就业岗位数 (见表 3)。

表 3 新增造林活动的间接就业与引致就业  (百万人 )

时期 间接就业岗位数 引致就业岗位数

2005) 2008 31003 51413

2009) 2020 01952 11717

2021) 2050 41132 71449

(三 )造林后续管护行动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分析

除了每年造林季节带动的短期新增就业之外, 造林的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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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6中的森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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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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公顷0核算,

可以估算未来新增的长期管护就业岗位数 (见表 4)。

表 4 新增长期管护岗位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就业  (千公顷,千人 )

时期 新增造林面积 新增长期管护岗位数 间接就业机会 引致就业机会

2005) 2008 16738195 89127 ~ 111159 11188~ 14185 17102~ 21128

2009) 2020 14552118 77161~ 97101 10133~ 12191 14180~ 18150

2021) 2050 2881513 153168~ 192110 20145~ 25156 29131~ 36163

  注:长期管护岗位给出了一个预测范围,最大值是基于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预测值,最小值是基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提高后的

预测值

根据5防护林造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6,我国防护林管护费用标准为 48元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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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944、010126和 01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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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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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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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知,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行动能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出大量的绿色就业岗位,对

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缓解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合前文研究结果表明, 2005) 2008年、2009) 2020年累计可创造的植树造林短期标准直接就业岗

位数 (若植树造林以每人每年工作 300天为基准 )分别约为 577万个和 183万个,新增长期森林资源管护

就业岗位数量为 8193~ 11116万个和 7176~ 917万个。 2005) 2008年,造林活动的间接和引致就业人数

为 84116万人,造林后续管护活动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为 2189~ 3161万人; 2009) 2020年, 造林活动的间

接和引致就业人数为 26619万人,造林后续管护活动间接和引致就业效应为 2151~ 3114万人。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造林行动, 激励林业发展, 创造出更多的绿色工作岗位,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

议: ( 1)大力鼓励和扶持林业发展,持续开展造林活动,创造更多的林业就业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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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推进碳汇林业发展,促进碳汇林业领域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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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