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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现国有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国家的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我国国有林区长期以来存在着资源性、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矛盾，严重制约了我国林业的
发展水平。
而其中的主要矛盾是体制性矛盾，而体制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的滞后。
本研究综合运用国有资产管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结合当前国有林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重点研究了市场调节为主、多元产权主体并存的国有林区
新型产权制度。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林业价值理论体系——林业价值分类经营理论，将林业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经营对象，确定价值经营主体，把握价值经营规律，以价值的增值为经营目
标，实施分类经营，分类管理。
提出国有林必须实行价值主体分置，把生态价值交给国家和社会，把经济价值交给个人和企业，国家
最终减少对经济价值的追求，而始终致力于生态经营，把生态价值的发展与扩大视为自己的最高目标
。
之后，又战略性提出并确立了“远封近分、三林流转、大力发展民有林”的国有林权制度改革模式，
在不改变林地用途和所有权，不削弱森林、林地现有生态功能，总体上保持国有主体不变的基础上，
适度引入民营机制和民间资本，激发群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促进林业建设投入的多元化、社会化，
推动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林区经济的发展。
并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法律制度等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和行为调整，适应
国有林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为国有林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推进提供支持。
最后，作者对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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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在哲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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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森林是地球之肺，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
森林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木材产品和林副产品，更重要的是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减少洪涝灾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森林如同阳光、水、空气一样，成为人类繁衍、进化、生存、发展进程中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命绿洲。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护森林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198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了“热带林行动计划”。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森林的原则声明”。
保护森林，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我国是森林大国，森林面积1.75亿hm2，森林覆盖率18.21％，森林蓄积124.56亿m3。
其中，人工林面积0.53亿hm2，蓄积15.05亿m3，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同时也是森林小国，我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
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0.132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9.421m3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我国林业面临着严峻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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