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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贵州喀斯特森林林冠截留、枯落物持水、林地土壤持水、延缓地表径流和减沙效应以及喀斯特地区主要树种水分生理、生态特
性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分析表明 , 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功能研究对喀斯特区植被恢复、石漠化防治有重要作用。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
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茂兰原生性林区和乌江流域 ; 研究方法多采用定点定位观测 , 获取资料以统计分析为主 ; 大
尺度上建立定量研究模型并对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功能进行评价是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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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Study onthe Ecohydrological Functions of Karst Forest Ecosystems in Guizhou
YANG An- xue et al  ( The Institute of Forestr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of canopyinterception,water retentivity of litterfall ,soil water- hold-
ing ,delaying runoff and reducing sand in Karst forest ,as well as the water physiology and physi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ain species i n Karst region of
Guizhou.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on ecohydrological functions of Karst forest had an i mportant role in the fores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 From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ies ,it could be seenthat the Karst forest eco-hydrology study was less and most were
located in Maolan Region and Wujiang watershed .It was i mportant to establis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odel and to evaluate ecohydrological functions of
Karst forest ecosystems in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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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的水文生态功能主要包括降雨截留( 林冠截留、枯

枝落叶层截持和土壤蓄水) , 调节径流、蒸发散失等[ 1 - 2] 。特

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功能强大, 蒸发蒸腾量大, 能减

少地表径流 , 有调节水文的功能[ 3] 。过去, 人们对森林的认

识, 大多限于取得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等直接效益, 忽视了森

林的生态服务功能 , 导致大面积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和功

能紊乱。由此出现全球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 使人们

的生活、健康, 甚至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人们开始认识到

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并开始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

的时候, 已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代价在生态脆弱的喀斯特

区尤为沉重。由于水是喀斯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中最活跃

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 贵州又是世界三大喀斯特片区的中心之

一, 因此, 笔者分析总结贵州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水文生态

功能相关研究成果 , 目的在于指出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服务

功能在植被恢复建设、石漠化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1  贵州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生境特征及植被概况

喀斯特森林是在森林气候背景上 , 在可溶性碳酸盐发育

的喀斯特地貌上发育的森林[ 4] 。贵州喀斯特森林属于亚热

带地区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 其生境与相同气候条件下常

态地貌上常绿阔叶林的生境有明显不同, 主要表现为岩石裸

露率高, 土被不连续, 土层浅薄 , 土壤富钙, 偏碱性等。朱守

谦等[ 4] 对贵州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生境特征作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 ①喀斯特森林生境是一些具有各

不相同的生态学特性和被植物利用的有效性的小生境类型 ,

它是一系列小生境的组合, 组合不同, 表达的严酷程度不同。

②喀斯特森林生境中生态空间具有多层性 , 土壤浅薄、土被

不连续, 表征生态空间狭小和相对离散; 在土壤层以下广大

的岩石层却构成根系巨大的生态空间。③喀斯特生境中普

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分亏缺, 这是由于土层浅薄, 贮水能力

低以及岩石渗漏性强造成的。

贵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下的气候顶级是湿性常绿阔叶

林, 常见针叶林是马尾松林、杉木林。但在喀斯特地貌上则

形成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常见针叶林是柏木林、广东松林。

森林破坏后, 常态地貌上则形成常见栎类灌丛、茅栗灌丛。

喀斯特地貌上常见月月青灌丛、小果蔷薇、火棘灌丛。中亚

热带湿润地区喀斯特地貌上的顶级群落是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它是在地带性生物气候条件背景上, 在喀斯特地貌、

石灰土等特殊生境影响下形成的非地带性植被, 是一种稳定

的土壤- 地形顶级。它在群落组成、结构、生长、更新、演替

等方面不同于常绿阔叶林, 也异于北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混

交林和亚热带中山上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5] 。总体看来 ,

贵州喀斯特地带性植被由于人为破坏严重 , 保留数量不多 ,

茂兰喀斯特森林面积达2 万hm2 , 集中连片, 是贵州省境内面

积最大、结构最完整、系统功能最强大的喀斯特原生性森林。

2  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降雨截留

2 .1 林冠截留  林冠层是森林对降水影响的第1 个作用

层。刘世荣等[ 1] 研究表明 , 中国各生态系统林冠年截留量在

134～626 mm, 由大到小排列为 : 热带山地雨林, 亚热带西部山

地常绿针叶林,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温带山地落叶与常绿针

叶林, 寒温带、温带山地常绿针叶林, 亚热带竹林, 亚热带、热

带东部山地常绿针叶林, 寒温带、温带山地落叶针叶林, 温

带、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亚热带山区常绿阔叶林 , 亚热带、热

带西南山地常绿针叶林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亚热带山地

常绿阔叶林。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截留率的平均值

在11 .40 % ～34 .34 % , 变动系数为6 .86 % ～55 .05 % [ 6] 。据测

定, 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2000 年1 593 .2 mm 的降雨量中, 有

207 .4 mm 被林冠截留, 占13 .02 % ; 有119 .1 mm 为树干径流 ,

占7 .48 % ; 森林穿透雨为1 266 .7 mm, 占79 .51 % [ 7] 。乌江流

域喀斯特地区主要植被类型林冠层研究表明[ 8] : 不同植物种

类表面一次最大持水率不同, 总体表现为草本植物冠层持水

率大于木本植物, 主要原因是草本植物冠层绝大部分生物量

为叶片生物量, 且表面多毛粗糙, 特别是苔藓, 呈丛状, 整个

地表层都在持水。木本植物表面一次最大持水率变化幅度

大, 在13 .33 % ～78 .18 % , 由树种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决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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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防护林造林树种选择的基础。乌江流域主要植被

类型中, 乔木层占持水总量的84 .45 % ; 灌丛类型中灌木层为

48 .44 % ; 草本群落中草本层为100 % 。在宜林地段 , 森林类

型持水量> 草坡> 灌丛 ; 森林类型各层次中, 乔木层持水量

占全植冠 层 84 .45 % , 草本层占 9 .98 % , 灌木层 最低, 为

4 .88 % 。说明要充分发挥林分的蓄水保土功能 , 至少要具备

乔木- 草本结构。

2 .2  枯落物 - 苔藓层水文功能  森林枯落物层直接覆盖地

表, 像海绵一样, 结构疏松 , 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和透水性 ,

能降低径流速度, 增加土壤入渗, 减少土壤溅蚀, 在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9 - 11] 。众多研究表明 ,

枯落物持水量可达到自身干重的2 ～5 倍, 但也因林型而

异[ 1] , 最大截留量与最大持水量接近, 最大持水率平均为

309 .54 % , 变动系数为23 .80 % 。我国西南高山林区原始云

杉、冷杉林林冠和枯枝落叶层的截留降水量达35 % ～45 % ,

而黄土 高原 人工 防 护林 枯 枝 落叶 层 的持 水 容量 小 于

191 % [ 6] 。经测定, 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枯枝落叶的最大持

水率达235 .67 % , 且天气晴朗后的第2 天持水率还基本处于

饱和状态, 第3 天开始较快失水 , 第4 天后失水的速度明显

降低, 第 8 天的持 水率 才降 至 30 .30 % 。水分 丢失率 为

87 .10 % 。随机岩面苔藓的自然含水率可达283 .67 % , 最大吸

水率可达650 .35 %[ 7] , 苔藓群丛含水量可达植物干重的15 ～

25 倍, 植株间毛管作用强大, 为落在其上面的植物种子萌发

提供了水分条件[ 12] 。可见苔藓层对水分具有重要的调节和

储蓄作用。乌江流域喀斯特森林区主要植被类型下枯落物

持水特征为: 阔叶林具有较高的持水率和持水量, 灌丛次之 ,

针叶林则最差; 多数树种年凋落量较大 , 特别是阔叶林; 针叶

林凋落量差异较大, 华山松枯而不落, 柏木每年凋落物甚少 ,

仅0 .27 t/ hm2 , 地面覆盖厚度不足1 .0 c m, 通常林下为苔藓所

覆盖[ 8] 。喀斯特杜仲林枯落物吸水速度快、持水量大。浸泡

10 h( 吸水接近饱和时) , 白云质石灰岩和泥质灰岩发育的土

壤上生长的杜仲林枯落物持水量分别为3 144 和28 300 g/ kg ,

是其自身重量的314 .44 %和283 .00 %[ 13] 。总体来看, 喀斯特林

区枯落物持水能力与常态地区相当, 苔藓层持水略高于常态地

区, 原因可能是其簇生性增大了植株间的非毛管孔隙。

2 .3  林地土壤层水文生态功能  我国各种森林生态系统土

壤层非毛管持水量在36 .42 ～142 .17 mm, 平均89 .57 mm, 变动

系数为31 .06 % , 最大蓄水量相应为286 .32 % ～486 .60 % [ 6] 。

常绿阔叶林的非毛管持水量通常高于100 mm, 而寒温带/ 温

带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通常低于100 mm[ 1] 。土壤的非

毛管持水量通常占生态系统中截持水量的90 % , 其次是枯落

物和林冠层。这说明, 森林土壤在调节降雨截留中占有重要

地位, 其水文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土壤结构和空隙度, 而这些

恰恰又受枯落物和森林植被特征的影响。喀斯特林区土壤

稀少, 不连片, 主要分布于石沟、石缝中, 土壤主要为由森林

凋落物分解形成的腐殖质土和矿物土。茂兰喀斯特森林腐

殖土的最大持水率为64 .43 % , 而矿质土的最大持水率仅为

42 .25 % , 腐殖土比矿质土的持水性高12 % ～22 % , 丢失水的

速率基本相似, 由于都处于被地被物覆盖的状态, 自然失水

缓慢且均匀, 通过8 d 时间其持水率仅分别从64 .43 % 、

58 .87 % 、45 .25 % 降至35 .50 % 、24 .40 % 、29 .15 % , 丢失率分别

为44 .90 % 、58 .40 % 、35 .60 % [ 7] 。乌江流域喀斯特森林区不

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水源涵养功能研究表明: 非毛管孔隙储水

量表现为阔叶林地、灌草坡、草坡地较高, 而灌木林地较低 ;

阔叶林地、灌木林地土壤水分下渗速度较快, 而草坡、竹林较

慢; 从潜在持水系数分析来看, 林地持水系数较高, 特别是阔

叶林土壤生态水文功能更强。对石灰岩组发育的土壤上不

同植被水文功能研究表明: 非毛管孔隙储水量以森林最高 ,

其次为草坡, 灌丛最低 , 但渗透速度则以灌丛最高, 草坡最

低[ 8] 。喀斯特山地白云质石灰岩和泥质灰岩发育的土壤上

杜仲林地土壤容重分别为1 .14、1 .27 g/ c m3 ; 最大持水量为

43 .66 % 、38 .38 % ; 毛管持水量为29 .60 % 、24 .83 % ; 田间持水

量为12 .70 % 、20 .92 % [ 13] 。

3  喀斯特森林延缓地表径流及减沙效应

森林通过截留、蒸腾、地被物持水、增强林地土壤渗透能

力等作用延缓地表径流, 减轻土壤侵蚀, 降低径流含沙量。

森林砍伐后 , 一般地表径流会显著增加 , 而适当抚育措施则

对地表径流影响不大[ 1] 。据研究, 茂兰喀斯特森林区由于有

茂密的森林植被, 形成地表径流的机会不多。通过2000 年全

年的观测, 仅有14 场降雨有地表径流产生。而在非森林地

带只要有15 mm 的降水量就会形成地表径流, 全年有46 场雨

形成地表径流 , 地表径流量是林区的3 .15 倍。分别就同一

降雨条件下比较无林地区和森林覆盖区汇集的地表径流的

含沙量, 森林覆盖区地表径流含沙量很低, 特别是森林区的

滞留泉含沙量更低, 森林区的含沙量只有非森林区的5 .57 ‰

～13 .74 ‰, 可见喀斯特森林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7] 。刘

延惠等[ 14] 用设置径流小区方法, 观测降雨量及径流量 , 对贵

州开阳喀斯特山地几种不同植被类型的地表径流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几种植被类型中, 全年的地表径流量、径流深为 :

退耕还林新造林> 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灌木林 ,

退耕还林新造林径流量最大 , 年径流量达174 .34 m3 , 是阔叶

林( 14 .59 m3) 的11 .95 倍。不同植被类型对径流有着不同的

调节作用, 几种植被对径流的调节作用为: 灌木林> 阔叶林

> 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退耕还林新造林。罗海波等[ 15] 通

过3 年定位、半定位观测, 对贵州喀斯特山区退耕还林( 草)

地进行采样, 并采用无界径流小区法收集地表径流样品。试

验结果表明, 退耕还林( 草) 后旱坡地地表径流中泥沙含量降

低, 土壤养分流失减少, 土壤容重降低, 土壤理化性质改善。

尤其是旱坡陡耕地, 可以明显降低土壤侵蚀。

4  喀斯特森林主要树种水分生理、生态研究

喀斯特地区的干旱通常是一种湿润气候背景下短周期

的临时性干旱, 研究喀斯特森林主要树种水分生理生态是喀

斯特区植被恢复树种选择的关键。张晓珊等[ 16] 针对贵州省

喀斯特山地临时性干旱影响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的问题, 分

别测定了花椒、香椿等24 个主要造林树种水分耗损量, 根据

不同树种3 、4 、5、6 月份生长所需水量, 为喀斯特山地造林树

种和造林季节选择提供参考。24 个树种水分耗损量从小到

大为: 伞花木、尖叶四照花、新木姜、香椿、刺槐、核桃、花椒、

白玉兰、枫香、乌桕、板栗、银鹊树、樟树、喜树、杉木、长圆叶

木来木、马尾松、香果树、楸树、女贞、楝树、梓木、柳杉、青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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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玲等[ 17 - 18] 分别采用不同浓度的PEG 对16 个不同喀斯

特森林树种种子萌发进行人工水分胁迫处理和采用人工模

拟水分胁迫的方法研究了16 个喀斯特森林常见树种幼苗对

水分胁迫的生理反应过程。韦小丽等[ 19] 采用人工模拟水分

胁迫的方法研究了女贞、滇柏两个树种对水分胁迫反应和适

应过程。研究表明, 两树种的适应方式不尽相同。随胁迫程

度的加强, 对两树种生理、生长指标的影响加强, 且是一个非

线性过程。水分过多和水分亏缺是具有相同危害的水分胁

迫, 树种对其的反应和适应方式相同。土培和水培试验一致

表明, 滇柏耐旱性强于女贞。何纪星等[ 20] 研究了中亚热带

咖斯特森林19 个树种的水势、蒸腾强度、束缚水与自由水比

值等生理指标以及气孔密度等形态指标共14 个。在单项指

标分类的基础上, 按12 个指标的异同, 对19 个树种的耐旱性

进行了类型划分和等级评定, 讨论了19 个树种对干旱的适

应方式和途径。今后应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包括喀斯特生境

水分胁迫的选择压力与树种演化适应对策的关系。陈清惠

等[ 21] 应用PV 技术对榆树等11 个喀斯特森林树种的耐旱性

进行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PV 曲线所获得的水分状况参数能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植物的耐旱能力。并对树种耐旱性进行

了等级划分, 同时说明了用数量分析法对植物生态生理特性

进行分类评价是可行的。

5  结论、建议与展望

5 .1 主要结论

(1) 综上所述, 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功能主要是通过林

冠层( 植冠层) 、枯落物 - 苔藓地被物层、森林土壤层来实现

的, 总体功能的大小决定于三者的协调性。

( 2) 森林冠层截留决定于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

性( 如生物量、叶质、叶表面粗糙度、枝叶着生角度、枝叶比例

等) , 喀斯特森林原生性林冠层的截留率仅为13 .02 % , 处于

全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林冠层截留率( 11 .4 %) 的最下限。

( 3) 喀斯特森林枯落物持水率略低于全国其他林地枯落

物持水率平均水平 , 但苔藓层由于簇生性丰富了植株间的非

毛管孔隙, 其持水率高于全国其他林地苔藓。

(4) 喀斯特原生性森林土壤持水率较高 , 而且大多处于

石沟、石缝、石槽中, 表面有枯落物覆盖, 自然状态下失水速

率很慢; 喀斯特原生性森林很少产生地表径流 , 有林区径流 ,

含沙量仅为非林区的5 .57 ‰～13 .74‰。

(5) 从典型的喀斯特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来看, 由于大

面积原生性森林的存在 , 改变了喀斯特水文地质特点, 具有

独特的水文地质结构———喀斯特水赋存的二元结构[ 22] , 即

在同一含水岩组中 , 枯落物垫积层充填地上层喀斯特裂隙孔

隙水和下层喀斯特水同时并存, 上层水流量小、动态稳定, 下

层水流量大、动态变化较大, 改变了森林覆盖区裸露、喀斯特

区水分循环的特点。

5 .2 建议与展望

(1) 总体来看, 贵州喀斯特森林生态研究大多集中在生

境特征、种群群落生态、恢复生态、土壤种子库、化感作用、应

用生态和适用技术方面 , 而对水分生态的研究较少, 资料很

不丰富。而水分的亏缺是喀斯特区人工造林、植被恢复的主

要障碍因子, 特别是土壤水文特性研究对喀斯特森林的经营
和恢复至关重要。

(2) 贵州喀斯特原生性森林较少, 多为天然次生林和人

工林, 灌丛居多。而灌丛结构更为复杂, 加上水文过程本身

的复杂性, 研究难度较大, 目前资料尚不丰富。建议以后加

强灌丛 - 土壤系统水文特性的研究。

(3) 贵州喀斯特森林水文生态功能的评价( 包括涵养水

源功能评价、水土保持功能评价等) 目前研究也很少, 这是进

行植被恢复和保护水土资源的指导原则之一, 建议今后加强

这些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 4) 贵州山区贫困人口较多, 人地矛盾严重。砍伐喀斯

特森林甚至挖出根系取暖烧饭, 野放牲畜( 特别是山羊) 啃噬

大量的灌丛枝叶甚至刨食植物根系, 扫除林地枯落物 - 苔藓

层用于积肥等诸多习惯破坏了植被的水文生态功能, 加剧了

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程度, 给喀斯特区的植被保护和恢复建设

增加了难度 。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对村民的教育, 另一方面

发展可持续经济产业( 如栽植商品林) , 特别要大力推广农村

新能源 , 使农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取暖、煮饭。

(5) 贵州是世界三大喀斯特片区的中心之一, 处于喀斯

特发育最强烈、景观类型最多、生态环境最复杂、人地矛盾最

尖锐的地区, 这些地区也恰恰是亚热带喀斯特森林主要分布

区。针对这种极其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 采取封山育林、

植树造林等措施最为有效。建议在那些极端贫困、生态环境

极其恶劣的地区实施移民工程, 停止减少生态破坏与贫穷的

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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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无法得到专业机构的评估服务, 再加上森林资源具有

多重效用的复杂性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导致交易定价不合

理。尤其是林地价格的确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体现在

规模经营组织形式中就是确定林地地租或折价入股和按股

分成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由于农民在这方面的知识欠缺 ,

农民和代理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 代理者易形

成机会主义倾向, 最终使农民受损。

3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3 .1  重走合作经济之路是林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

择 经上文分析知 , 家庭分散经营将成为集体林区的主要经

营形式, 在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 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化过程中, 其必然会遇到难以通过有效渠道获得市场信

息、缺乏对信息的分析思考、市场预测、决策能力及对林产品

的储运、销售、林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扩大生产规模等一

系列问题[ 7] 。由于目前多数农村还很闭塞, 农民缺文化、技

术和信息是一种普遍现象, 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的并

不多; 绝大多数情况是农民先生产农( 林) 产品再找收购者 ,

且销售行为分散。所以 , 这种小农经济将难以适应不断发展

的市场经济的要求, 林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个体农民

传统生产方式与林业产业化、专业化发展趋势的矛盾日益凸

显。组建专业性经济组织, 可以使分散的小生产与变化着的

大市场进行有效衔接, 解决市场梗阻问题。

3 .2 发展合作经济是解决“三林”问题的重要途径  有人像

总结“三农”问题一样, 总结出“林业弱、林农穷、林区困”的

“三林”问题。“三林”( 林业、林区、林农)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林业不发达, 林区不繁荣, 林

农不富裕, 抓好三生态、建设新农村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生产发展是第一条。而林业经济

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 不可能长久建立在小农

生产基础之上。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改造小农经济基础 , 是促

进林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 促进林区社会经济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林”问

题的重要途径。

3 .3 建设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增加林农收入的重要途径

3 .3 .1 节约交易费用, 增加林农收入。林业合作组织可有

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

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8] : 一是

信息收集成本。单个农户由于生产规模小, 居住分散, 获取

信息的渠道较少, 所以成本较大。相反, 通过林业中介组织

不仅会提高信息收集的规模效益 , 而且会增加信息的可信度

和准确率 , 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二是谈判成本。分散农户

与商家单独进行谈判, 经常出现农户间的恶性竞争, 且受产

品数量限制, 农户只能作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由合作经济

组织与第二方进行谈判 , 既可以避免农户间的恶性竞争, 又

可以整合农户中的优质谈判资源, 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

而保护农民的利益。

3 .3 .2 提高产品品质, 增加品牌效益。在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的带动下, 农民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 统一包装。通过对

产品质量、包装等按市场标准进行操作 , 并对产品进行商标

注册、品牌宣传, 不仅可以使产品顺利进入市场, 还可以极大

地获得品牌收益。这在无形中将分散经营的农户从生产经

营的各个阶段联合起来, 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下的农户会员

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成规模化经营。

3 .3 .3 降低经营风险, 增加林农收益。林业本身的特性决

定林农面临的各种风险较大。林业是一个较易受自然条件

制约的产业, 很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此外, 林业

生产周期长 , 极易受市场风险的影响, 增加了林农获取利益

的不确定性。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建立防火、防盗、防病虫害

的预警系统 , 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 可以帮助农

民提前联系销路, 使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 实现订单

生产, 进而降低经营风险, 最大限度地确保收益实现。

4  结语

综上所述 , 在林业分散经营的条件下, 要想在林业经营

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林农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实现, 就

应积极建设林业合作经济组织, 以达到促进林业产业化和现

代化的目的。而林业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弱势林农自发的民

间组织, 处于弱势的市场经济体系边缘 , 且林业产业的弱质

性和林业生产的特殊性, 决定该组织比一般的农村合作组织

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目前, 林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还处

在不成熟的起步阶段, 林农的素质还普遍较低 , 缺乏集体意

识及联合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 所以政府应作为第一推动力

积极促进林业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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