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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林业管理指标的探讨
Ξ

曹志平
(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生态系 , 　北京　100094)

钟晓东
(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 , 　北京　100094)

目前 ,林业管理的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即由过去单一的木材生产向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转化 ,从而

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国际社会认为 ,林业管理的潜在效益应该包括 : ①保护江河流域、生境、野生生物及

文化遗产 ; ②保障农业生态系统 ; ③固定能源和碳 ,维持土壤稳定 ; ④加强当地社区保护自然资源的能力。拯

救森林的困难则包括 : ①维护林业生态系统及其过程的完整与发育 ; ②建立林业管理机构 ,以研究森林的全部

价值 ,并协调当地社区对森林的各种利益要求。

林业管理范围的变化意味着需要研究更多的问题 ,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扩大原有的指标范围来评价林业

管理。

世界银行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995 年 9 月世界银行出版的《环境监测进展》一书的第一章

讨论了林业管理。他们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一起综合考虑 ,力图构造出一个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框

架 ,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决策时服务。

本文介绍世界银行及其相应的国际机构对可持续林业管理指标所做的探索工作。

1 　　树木指标 :木材供给的持续性

森林生产可持续性的一个潜在指标是连续不断的木材供应。到目前为止 ,尚无全球木材供应减少的迹

象。而过去的几十年 ,全球对木材的消费不断地增加。消费很大的一部分是成熟林。但是许多国家都过了木

材生产的全盛期 ,以致于有些地区由过去的木材过剩变为现在的木材短缺。因此 ,当前的这种消费格局是否

具有可持续性 ,需要加以认真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建议将年采伐量/ 年增加量作为可持续木材生产的指标。

从全球范围来看 ,目前全球的消费格局似乎与森林供给能力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但以现在的利用水平至本世

纪末 ,全球木材消费有可能超过可持续的木材生产量 (图 1) 。另外 ,上述的供需平衡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森林

和木材生产 ,这实际上掩盖了一些问题。例如 ,薪炭林的供应并不能满足人们对胡桃木家具的需求 ;现有的生

产和消费的数据并不完整 ,因而不能反映出影响森林可持续增长的因素 ,如木材采伐给森林带来的损失 ,病虫

害、污染和土壤退化给森林带来的损失等。另外 ,并非所有的森林都适于木材生产 ,有些只适于保护和提供美

学观赏价值 ,而另一些由于材质的原因和经济原因不可能采伐。

因此 ,用相当宏观的全球消费量/ 可持续生产量作为一个指标很可能掩盖许多事实。可持续的林业生产

必须在综合土地利用的基础上实施 ,以保证有足够的林地来满足林业生产 ,提供环境保护和美学观赏。要估

计某一地区的森林持续供给量 ,首先必须获得不同森林类型的基本生产区的详细数据 ,然后将这些数据与这

一地区的森林储积量与生长量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将国家和地区水平的上述数据与遥感数据放在一起综合

分析 ,便可判断各区域或全球的森林消长趋势。

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 ,将预测的供给与需求 (对薪炭林 ,工业原木以及其他森林产品的需求)作一比较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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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到 2023 年全球原木消耗量和可持续的生产量预测
　　　　注 :按照目前的水平到本世纪末 ,全球的木材消耗量将超出可持续木材生产量 (引自世界银行 ,1995) 。

可估算出森林面临的压力从而选择投资方向。但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国家和地区水平上 ,数据收集过程中数

据的协调性与标准化亟待加强。

2 　　林业指标 :可持续的林业管理

要评价可持续的林业管理 ,必须有能够指示整个生态系统的指标 ,单纯木材指标是远远不够的。世界银

行的专家认为这一指标的内涵包括了森林覆盖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现有的两个指标 ,森林总面积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可以用来描述森林的功能。森林总面积与全球生态过程

(如碳循环)和木材生产量最密切相关。但要真正描述全球碳循环或估算木材生产量 ,还需要森林的有关数

据 ,如组成成份 ,生长条件和管理状况等。而常规的森林覆盖指标很少能提供这种信息。

如果要评价一些区域性现象 ,如水份调节、生境保护等 ,森林面积变化率是一个比森林面积更好的指标。

因为片断化的森林只覆盖原来区域的很小一部分 ,从而失去了许多区域性的功能。因此 ,森林的连续性 (未片

断化)程度能更好的指示森林的区域性功能 ,然而这样的详细数据至今还没有获得过 ,获得的只是全球性的森

林面积变化率。

　　图 2 　1980 年和 1990 年全球森林面积
　　注 :从区域 (洲际)来看 ,森林面积的变化似乎不大 ,但它却掩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地区变化 (引自世界银行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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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看 ,温带及北半球的森林总面积保持相对稳定 ,但热带的森林面积却不断减少 (图 2) 。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1990 年所作的森林资源评价 ,世界各国可以划为如下三大类 :一类是森林覆盖率低于

全球平均值而森林丧失率高于全球平均值的国家 ,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一类 ;另一类是森林覆盖率高于平均值

而丧失率低于平均值的国家 , 这是最让人放心的一类 ;第三类是中间类型 ,但具体情况却千差万别。

考察全球森林状况 ,森林面积和削减速率这两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如前所述 ,可以利用它们来估算全球

木材生产量、分析碳固定的全球生态过程。与此同时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有重要意义。

森林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 ,不可能由单一的面积指标来表示其功能 ,不同地区的森林支持不同的生物

量和不同种类的动植物 ,提供不同的生态功能。一片森林的生存条件和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繁育

能力和支持野生生物的能力。

一定面积的自然生境 ,对于动植物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在宏观上这种作用可以用来判断各国、各地区

以至全球森林面积是否足够。不过 ,就生境保护来说 ,最关键的是必须了解 :不同森林类型的面积 (不同的森

林支持不同的物种) ,片断化状况 (以判断现存的连续森林面积是否可以支持物种的生存) ,生长状况 (退化的

次生林常常会丧失物种所适应的原生林生境) 。因此 ,评价生态系统活力的指标还应该包括顶极捕食者的种

群数量 ,以及那些影响生态系统基本过程 (营养循环 ,种子传播和授粉)的物种种类和它们的种群数量。

3 　　未来的指标 :森林的质量与健康状况

上述的一些指标虽然可以用来描述森林的数量状况 ,但与此同时 ,还需要一些指标来评价森林的质量和

健康状况。从国际上的可比水平看 ,有关的数据还从未收集到过。不过 ,对森林的片断化已经开始研究。

1990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分析了非洲 31 个研究区域里的许多遥感图象。研究表明 ,在 1980～1990 年间 ,有

8. 4 %的郁闭森林或密林发生了变化。在遭受变故的这部分森林中 ,有一半成了暂时的农耕搁荒地或改作它

用 ,另一半退化成为疏林 ,片断化森林或长期的农耕搁荒地。

很明显 ,滥伐并不是唯一的破坏因素。以上述情况为例 ,遭受退化和片断化的森林面积与被完全砍伐的

森林面积几乎相等。由于尚存一定数量的树木 ,这些森林没有计入丧失的森林之列。但这种退化的、片断化

的森林 ,其森林的功能已明显丧失。而森林面积和丧失率却不能把这种损失反映出来。另外 ,工业污染造成

的损害已经影响欧洲和北美大面积的森林。这些森林的健康状况可以用生物地球化学指标和视觉指标加以

描述。这些指标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 ,以适用于所有的森林 ,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提供监测森林健康状况的

基本指示。

综上所述 ,森林面积和丧失率虽然可以比木材指标提供更多关于森林生态系统的信息 ,但关于森林质量

方面的信息却很有限。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 ,今后的数据收集工作应将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便用来分

析研究森林的功能及活力 :

①森林的位置 　它关系到流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天然林的更新 ;

②片断化状况 　以指示生境的连续性 ;

③完整性 　以确定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 ;

④森林的健康状况 　它反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包括污染)对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活力的影响。

当然 ,要获得这些数据还需要更为详细的资料 ,如地理位置、周边土地的使用情况和地形地貌等。

4 　　人类需求的指标 :林业管理的社会可持续性

对于林区的人来说 ,森林是生活来源 ;对于林区以外的人来说 ,森林是木材和林业产品的来源 ;在环保主

义者看来 ,森林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参与全球的地球化学循环 ;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 ,森林

具有心理和宗教方面的意义。

要实现林业管理的社会可持续性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即既得利益者认为保护森林能使他们获得更大的

收益。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 ,对社会可持续性的理解就有所不同 :对于林区的人来说 ,最实际的社会可持

续性指标应该是人均森林产品的产量如燃料、饲料和野生动物。另一个指标是森林对提高收入、增加就业机

会的贡献 ,这个指标同样也是国家的社会可持续性指标 ;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 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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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否参与影响森林的决策过程。

从全球观点看 ,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应包括 :林区人口生存的保障、签署保护森林国际条约的国家数量、这

些国家所作的承诺及实施的政策和行动计划等。因此社会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全球性指标应该是国际社

会为保护森林所做的财政集资。如果因森林的保护和管理而遭受损失的人得不到补偿 ,那么对许多国家来

说 ,砍伐森林比保护森林所获利益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 ,那么森林的锐减将会继续下去。

5 　　相关政策

目前 ,全球对森林的科学研究和公众关注都在不断增加。然而现在有关可持续性的指标并不十分明确 ,

只有在非常宏观的水平上才与现实比较吻合。而且 ,有关的数据统计和估算也都过时 ,或变化较大。现在已

步入 90 年代中期 ,而我们对森林砍伐的区域或全球趋势的认识还停留在 80 年代的水平。因此 ,必须采取进

一步行动来使森林监测变得可靠。

现在的资料的确显示热带森林的砍伐速度正在加快 (尽管近年来巴西的热带森林砍伐率在下降) 。世界

银行的专家认为 :如果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必须利用可靠的卫星图象和遥感数据对森

林面积进行评价。另外 ,要进一步研究、制定一些详细指标以描述林业管理的环境意义 ,其中包括对影响生态

系统特性和过程的变化和范围进行定义。环境影响评价和项目规划也应有相应的性能执行指标来指导森林

的监测、评估和管理方法的制定。为此 ,世界银行在 1990 年调查了林业管理机构和专家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使

用性能指标的情况。反馈的信息目前正在进行分析 ,以期完善世界银行项目官员在评价环境和管理森林项目

时使用的指南。此外 ,应该加强直接的国际合作 ,以便为决策者和有关人员提供及时可靠的综合的林业管理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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