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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纳出驱动林业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林业产业演进的动力模型，深入分析了产

业演进驱动力之技术创新、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国际因素、政策及制度五大因素作用于林业

产业演进的过程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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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dynamic factors of forestry industries are divided into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power in this paper．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The external
power is supply factors，demand factors，policy and system，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the paper
carri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about the above 5 factors acting on the forestry
industries evolut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good theoretical basi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law of forestry
industries evolution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of forestry industries development，and it has im-
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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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进与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与优化［3］，经济发展的

基本命题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产业结构演进对经

济快速发展具有显著意义。研究产业演进机制，探索产业演进规律，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热

点和重点，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软件产业演进基本理论探讨［1］、花卉产业演进研究［2］、产业演进论［3］、
森林资源培育与林业产业结构及区域布局的关系研究［4］、产业发展、演进的动因及其机制分析［5］、产

业结构演进的一般动因分析［7］、中国人造板产业发展动因研究［9］等。开展林业产业演进动因研究，探

析五大要素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过程及机理，可以准确把握林业产业演进的规律，为制定相关的林业

产业发展政策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

1 林业产业演进的动力模型

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产业演进动因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及林业产业的特性，将推动林业产业演进

的驱动力归纳为 5 个方面: 技术创新、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国际因素、政策及制度; 通常把技术创新

称之为林业产业演进的内在动力; 把供给因素、需求因素、政策及制度、国际因素称之为林业产业演进

的外在因素。林业产业的演进就是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共同作用下的进行的。林业产业演进的动力模

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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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业产业演进的动力模型
Figure 1 Dynamics model of forestry industry evolution

2 五大要素对林业产业演进的推动作用

林业产业演进是指林业产业经历其生命周

期的一种过程。一方面，林业产业演进在时间

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亚产业之间以及各

林业企业之间的不断流动与消长; 在空间上表

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各林业产业部门以及各林

业企业在空间地域上的不断流动、集聚或转

移［3］。另一方面，林业产业的演进又直接表

现为林业产业结构、林业产业组织和林业产业

布局的逐步合理化及高度化。林业产业演进是

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方面很难解释林业产业的演进问题［1］。因而，可将

林业产业置于社会经济这一大系统中，通过对系统各种作用力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来寻找林业产业演进

的真正驱动力。
2. 1 技术创新是林业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林业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力［2］。技术创新能够提高林业产业系统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

促使消费品升级换代，增加系统的产品数量，促进林业产业结构升级［3］，并推动林业主导产业及其相

关产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
技术创新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可概括为: 首先，宏观主体及微观主体在经济利益及社会利益

图 2 技术创新作用于林业产业的演进机理
Figure 2 Mechanism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ect in forestry industry evolution

的驱动下，通过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完成技术

创新，并将研发的成果转化为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新方法等; 其次，通过技术扩散

使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方法等创新成

果从某一家林业企业扩散到其他林业企业，从

一个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从而提高林业产业

及相关产业的生产力水平; 再次，知识与技术

积累量逐渐增多，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水平

逐渐提高; 最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分

工的细化，需求及供给将发生变化，两者共同

作用引致林业产业的兴起或衰亡，推动林业产

业系统向现代化、高层次方向演进［3］。技术

创新通过需求和供给作用于产业演进的具体过

程如图 2 所示。
从供给方面看，林业产业出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使林业产业的要素投入配比发生变化，进而

影响到林业产业产出的变化。首先，技术创新使得林业产业的某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要素在

利益的驱动下将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移动［3］，从而引起某一林业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收

缩，从而使林业产业的结构及其在空间上的布局发生变动; 其次，技术创新给林业企业带来了较高的效

率，较高的效率又使林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原有竞争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原有

的市场结构就会被打破，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也将发生变化，即林业产业组织也随之改变，进而推动林

业产业向高级化方向演进。
从需求方面看，林业技术创新刺激和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引起人们对林产品需求的变动，从而直

接影响到林业产业的要素投入，要素投入的变化又促使林业产业结构、布局及组织发生相应变动。另

外，需求的变化又成为林业产业各部门技术创新的动力，因为技术创新会推动林业产业各企业已有产品

不断更新换代，以便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林业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

22 林 业 经 济 问 题 第 32 卷



2. 2 供给因素是林业产业演进的基础条件

供给因素对林业产业的演进作用就是指森林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对林业产业演进的

作用。森林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支撑。
2. 2. 1 森林资源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

森林资源是整个林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产业演进有着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林业产业演进与发展

的历史就是对森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历史。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决定着林业

产业发展的方向、规模、深度。
森林资源对林业第一产业演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决定着森林

采伐业、林产品采集、野生动物驯养与繁育业的发展。例如: 新中国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东北内蒙

古国有林区森林资源丰富，该区域的森林采伐业的发展较为迅速; 经过几十年的采伐，森林资源数量及

质量下降了，采取了天然林保护政策，大大调减木材产量，依托森林资源进行生产的林产品采集业、陆

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林业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森林资源对林业第二产业演进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实现的，即遵循 “森林资源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这样一个过程。林业第一产业产品的数量及结构直接影响着林业第二产

业 ( 即加工业) 的发展，因为第二产业所需的原材料来源于第一产业产品的产出。例如: 森林采伐业

发展受到森林资源的限制，木材产量减少了，锯材及木片加工业的发展也相应受到限制。
森林资源对林业第三产业演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森林资源作为景观资源，促进了森林旅游及休闲

服务业的发展。
森林资源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命脉，林业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的森林资源才能实现。因此，必须

加快森林资源培育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森林资源的总量和质量［4］。
2. 2. 2 劳动力资源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

产业演进取决于其相应资源投入的规模和资源利用的效率。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产业演

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资源的数量、质量、流向及生产效率影响着林业产业的演进方向。
劳动生产效率的改进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即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劳动力由

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改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从而影响林业产业结构及组织的变化。
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林业产业的产出将增加，根据生产函数 Y = AKαLβ ，产出与劳动力投入量

呈正比，投入的劳动力越多，所生产的林产品就越多，林业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劳动力数量影响要素投

入的结构，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劳动力价格较低，应多投入劳动力，少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例如: 木制手工艺品制造业、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业就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起

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较快地接受新工艺，适应新技术，新技术能够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提高

劳动生产率，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提高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力资本增加能够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再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资源转移，利润增加。林业从业人员中较高素质的劳动

力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此成为制约林业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2. 2. 3 资本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

在各种资源中，资本是一种无法完全替代的资源。资本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资本的形

成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因此，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对产业演进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投入资金越多，投资规模越大，所生产的林产品就越多，林业产业的发展就

越快。例如: 近年来，森林资源培育业由于国家大量投资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林业产业投入生产的资

金越多，能容纳的劳动力就越多，生产增长就越快［3］。投资大的林业产业部门，技术进步较快，由此

带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下降，产业竞争力增强，对林产品需求

就会上升，从而影响产业结构［3］。
林业投资结构是指投入在林业产业各部门资金数量的比例。林业产业的投资结构直接决定着林业产

业的演进方向。也就是说，森林资源培育业、林产工业、森林旅游业的投资数额比例直接决定了林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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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从而影响林业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
2. 3 需求因素及国际因素是林业产业演进的牵引动力

需求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将国外需求放入到国际因素中考虑，而需求因素只指国内需求。
2. 3. 1 需求因素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

需求包括生产资料需求和生活资料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生产资料需求是中间需求，生活

资料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从消费需求中派生出来的。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份额最

大［5］，是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因之一。消费需求构造了市场的利润空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林业企业

会加大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不仅企业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客观上促进了林

业产业的进一步成长。
首先，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偏好、科技、价格及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消费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

随之变化，即对林产品的消费需求发生变化［6］。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及科技水平的提高，需求偏好发生

变化，对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逐渐减少，而对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生态环保型林产品的需求

逐渐增加，即原有的对林产品的需求在改变。例如: 对高档家具、地板及森林旅游生态产品的需求在不

断增加。另外，人口数量的增加及质量的提高，加大了林产品的需求总量，并改变了原有的需求结构，

中国木材消费由主要集中于道桥、工民建筑及农用烧材转变为主要集中于造纸业、建筑及装修行业、家

具业三大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木材需求的拉动将越来越强，木

材、家具业和地板业等制成品的消费将逐年增多; 随着农民收入的上升，建房用材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随着造纸业的大发展，造纸业用木材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大。
其次，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及生产技术的创新促进了林产品与服务的更新与发展，促使林产品与服

务市场逐渐细化，产业逐渐分化，原有的林产品市场结构及市场规模被打破。例如: 由于人们对家具、
木地板等需求的增加，加之木材产量的减少，家具及木地板生产企业将减少原木及锯材的使用，而增加

各种人造板的使用，市场上实木家具及地板产品的比例较小，而各种板式家具及复合地板产品的比例将

增大，即家具及地板市场的结构及规模在发生改变。
最后，林产品及服务市场结构及规模的改变将引致林业产业结构、组织、布局的变化，即林业产业

在消费需求的牵引下向着合理化及高级化方向演进。人造板需求量的增加，促使人造板产业、家具产

业、木地板产业得以快速成长，使木材加工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家具、地板及人造板的市场结构发生变

化，原有的竞争格局就会被打破，产业集中度、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也将发生变化，从而对木材加工业

的产业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3］。
由此可见，木材加工业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由低加工度、低附加值向着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

方向演进。消费需求引致林业产业的演进是林业产业演进的巨大牵引动力。
2. 3. 2 国际因素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

国际因素包括国际贸易因素及国际投资因素。国际因素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对产业演进发

生影响的变量，是一国产业演进的外在牵引动力。
2. 3. 2. 1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作用于林业产业演进的机理是通过国际比较利益机制实现的［7］。一方面，一国具有国际

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资源往往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例如: 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具及木制工艺品成为黑龙江

省近年来出口的主导产品，家具及木制工艺品的出口促使生产的专业化和林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改进，促

进家具及木制品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另一方面，国外生产要素的进口可以克服要素瓶颈，使本国优

势产业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例如: 由于天保工程的实施，中国木材产量大幅减少，从国外进口木材及

锯材不但缓解了中国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使中国宝贵的森林资源获得休养生息，同时也大大促进国内

木材加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促使木材加工业及相关产业

产品升级及结构优化。另外，林产品的进出口结构 ( 即外贸结构) 对林业产业的演进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例如: 出口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林产品比出口初级加工的林产品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但自身得到了发展，客观上推动了林业产业演进及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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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2 国际投资

国际投资包括本国资本的流出和国外资本的流入。对外投资会导致本国产业的转移，而国外资本的

进入会使国外的产业向本国转移。本国资本的流出和国外资本的流入都会使本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变动。
对外投资对林业产业演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①促使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水平提高，引导产业结构

向高度化方向发展; ②带动国内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更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提高林业产业整体水平，

实现林产业结构及组织的合理化。外国直接投资对林业产业演进的作用较大，主要体现在: ①外国的直

接投资直接决定了林业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 ②外

资企业中间产品的供应结构和最终产品的销售结构也对原有的林业产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 ③外资所带

来的技术和管理对林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结构改变国内对林业产业的投

资结构，改变林业产业结构形成的物质基础［3］，实现林业主导产业部门的更迭，进而提高整个林业产

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引导林业产业向高度化方向发展。
2. 4 政策及制度是林业产业演进的调控手段

政策是配置资源和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 “指挥棒”。产业发展政策对产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政

策发挥是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在许多有关产业发展的模型当中，制度因素被排除在外，

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 “外生变量”，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

分析生产率的变化和产业发展与否。直至诺思提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8］时，才

将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发展及产业发展的内生变量。
从林业产业演进过程来看，产业的不断扩张，一方面是不断有新的企业进入林业产业，另一方面是

现有产业内的林业企业不断扩大自身的规模。这就需要规范的产业进入制度、完善的产业融资制度、适

宜的企业兼并制度、资源自由流动市场制度及产权制度等［3］。在诸多促进林业产业演进及发展的政策

及制度中，对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林业产业演进及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天然林保护工程政策及林权改革

制度的实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的是劫掠式开发森林资源的政策，森林采伐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

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式的森林资源开发政策，不仅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再生能力，而且

由于资源数量的锐减、质量的下降，大大限制了资源利用产业的发展，使国有林区陷入了 “资源危困、
经济危机”的境地。后来，国家意识到掠夺式开发的危害，决定走“边利用、边保护”这样一条道路，

但由于没有替代产业的发展，国有林区仍然没有摆脱 “两危”的境地。直至以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报

告——— 《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为标志，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开始，国有林区林业进入了探

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政府实施林业六大重点工程政策，特别是天然林保护政策，对国有林区林

业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资源得到了保护，依托森林资源的林下经济及森林旅游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同时，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人造板、家具等制造业发展也较快，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林业产

业体系［9］。2011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二期天保工程，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从一期的

定产 1 094. 1 万 m3 /年分 3 年调减到 402. 5 万 m3 /年。这一政策的实施必将影响到林业产业的演进方向。
2006 年伊春国有林区实行林权改革试点，将部分国有林地实行承包经营。试点范围包括伊春林区

的双丰、铁力、桃山、翠峦、乌马河等 5 个具有代表性的林业局中的 15 个林场 ( 所) ，面积 8 万 hm2。
伊春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真正触及了林地经营权，改变了过去国有林地单一由国家经营的状况［10］。
伊春的国有林权改革动力源于国家的森林可持续利用政策，目的是通过对森林、林地、林木产权的清晰

界定，降低人们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林区职工生产的积极性，激发林区职工生产的活力，使伊春

国有林区依托森林资源进行生产林产品的种植与采集业、野生动植物繁育与驯养业、林产品加工业快速

发展。其他林区将在伊春国有林区的示范作用下，逐步推进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这样将会大大促进

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3 结论

林业产业演进的动因源于内在动力及外在动力两方面。技术创新是林业产业演进 ( 下转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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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效益差，其他的养殖业由于缺乏农林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缺乏技术，多被病害所困扰而难以顺利展

开。另外，经济种植业的板栗、杨梅及柿子等由于种植技术缺乏，品质和产量都不高; 加上股份合作林

场经营规模小，因其种植规模过小，销售困难，议价难，获利不高。
3. 3. 6 农民收入的减少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股份合作林场的生产经营非常不活跃，农民从股份合作林场中获利大幅度下

降，因此，农民纷纷脱离股份合作林场外出打工。根据 2009 年调查，许多农民认为，如果加入合作组

织 1 年内不能得到 1 ～ 2 万元的收入，就没有必要加入股份合作林场。

4 结语

股份合作林场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一种，它的变异是中国广大林业工作者和农民根据中国 “三

农”实情进行的一个制度性创举。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靖州县

的发展经验显示，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设立及其发展影响因素如管理学中的 “木桶原理”，任何一个短

板因素都会导致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失败。成功案例的原因是: 自主经营是前提，经济盈利是根本，政

府扶持是保障，制度完善是保证，能人治理是关键。像在中国人多地少这样一个国情下，农村农林业生

产经营的组织载体应该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像日本和韩国的农协和森

林组合一样，以综合农民组织的形式出现，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组织主体，还是以

“公司 ( 大户)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出现，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一个起沟通桥梁作用的社会服务

组织，还有待于今后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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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5 页) 的内在动力; 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国际因素、政策及制度是林业产业的外在动力。
技术创新是林业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力，供给因素是林业产业演进的基础条件，需求因素及国际因素是林

业产业演进的牵引动力，政策及制度是林业产业演进的调控手段［3］，林业产业就是在这 5 个驱动力的作

用下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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