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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酉双版纳天然韩保护工程的实施对制f 区内的环境退化和资源危机，协渭^ 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 

在灭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过程中 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造成了 定的黪响 为保障社区赫业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天然林保护给辛t区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发艟非术材产品．加强经济林累的发展以受营造速生丰 林和薪炭林 

的对策．以实现西职版纳的天然林保护和林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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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退化和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 

会极为关注的问题。西双版纳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 

施．一方面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重建具有重要 

的意义，另～方面对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带 

来巨大的影响。因此，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促进 

社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在l财政实施等方面 

给予倾斜，在操作中应注意技术的投人，解决好由 

于天然林保护工程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l 西双版纳天然林的特点及宾施 

保护的 目的 

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卅1地处云南省南部，与缅甸 

和老挝接壤，泰匡湘 邻。全州土地总面积 1．9万kn ， 

林业用地 160．07万 h11f，有林地面积 113．78万 ， 

森林覆盖率 63 68％。由于其地处亚洲热带北缘， 

特昧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形成了特有的动 

植物群落，在植物医系成分和植被类型方面具有从 

热带到亚热带过渡的特点，既有热带成分，又有亚 

热带成分，形成了热带雨林 (热带东南亚而林北缘 

类型)、热带季雨林 、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 南亚 

热带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和竹林、竹木混交林、 

灌木林和草丛等植被类型；分布有高等植物 5㈣  

多种，动物群 10余个门类，有 “动植物王国”的 

美誉．是地球北回归绂上热带生物生态系统和森林 

植被保存较为完善、物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 

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境内已寸 1998年 9 

月 10日全面停IE天然林砍伐。其主要的指导思想 

为：以保护天然林为核心，以制止毁林开垦、开展 

退耕还林为重点，大力培育人工林，加快荒山绿化 

的步伐，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保证酉双版纳州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到 2010年，全州天然林中 

公益林达 90％以上。新增林地面积 30 2I万 h ， 

森林覆盖率达到74．99％，其主要 目的是更好地保 

护热带生物多样陛、调整【Ⅱ区农、世生产结构．完善 

水利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町持续发展 

2 实施天然林保护给基内带来的影响 

天然林禁伐与保护工程的实施，划地方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均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以 FJL方面 

2．1 涉及森工企业的生存和地方财政收入 

云南省国有森工企业 自20世纪 5O年代例期始 

为国家提供了近 3 000多万 |r】3的木材，亦为地方 

政府增加了大量的财政收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 

展。天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的实施势必让绝大部分 

森工企业破产或转向，企业安置及人员分流问题与 

地方财政收人的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稳定将产生 一定的影响。在西双版纳实施天然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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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程将涉及 I 1个国有森工企业的 700名在职职 

L，天然林_厂程实施计划安排 484人从事森林管护 

l_作，其他将进行社会分流，每年需要解决 182万 

元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每年州财政收入将减少 

2 0l 3 7U．。 

2，2 对杜区杜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嫣舣版纳天然林禁伐和保护 [程的实施对相关 

区域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I 经济影响 长蝴以来，天然林禁伐区域社 

区的农 主要靠砍伐术材 (包括薪材)出售 替国 

有森 I 企业伐木、短途运输 、出售小径材、为森I【 

企业于Ii术材运输者提供住宿和就餐服务 及在林下 

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如砂仁)等获得一定收^。如 

景洪市基诺山乡亚诺村沙腰家，1996年依靠山本 

、 搬运费以及种植砂仁 茶叶和西番莲等的收人 

为8 3O0元，mJ I999年实施天然林禁伐．其收人F 

降为3 300元，其中与天然林禁伐直接相关的收人 

减少 2 700元之多。义如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囡新寨 

天然林禁伐以前，村民每年每人可从木材砍伐中净 

收人达 300～400元，高者达 2 000元，集体电利用 
一 部分收入投入许多公益事业 (如通电工程、修缮 

学校等)，天然林禁伐后此类收益全部断绝。 

(2)生存影响 天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的实 

施，由于断绝了区域社区群众从森林中铁得的经济 

收益．因而对他们的生存产生了重犬的影响。此 

外，所涉及区域的农村特别是山区，社区建筑材料 

和能源 (做饭、冬季烤火、煮猪食、烟区烤烟 胶 

区烤胶 、茶区烤茶和烧砖瓦、石灰等)主要依赖于 

天然林中砍伐的木材，天然林禁伐后社区民众的用 

材 (建材和薪材)难以保证的问题随之更加明显。 

西烈胚纳 ”九五”期间云南省政府下达fF森林采伐 

培为297．54万 nf．其中主伐 54．I5万 ．抚育采 

伐9．34万n ，其他采伐2】2 22万 i1"13；按消耗结构 

限额，则商品利采伐量为 28 96万 ，占9 7％， 

农民白用材 7(】．04万 ，占23．6％，烧材 198．52 

万 ，占 66 7％，农 民臼用材和薪村 比例高达 

90．3％；全州每年经济建设和山区群众生产 生活 

建房共需自用材 3万 。如何解决民众所需的建 

材干"烧材问题已经尖锐地提了出米。 

(3)牲畜放牧的影响 天然放牧是山区农民饲 

养牲畜的传统方式。荒山荒坡是野生饲草来源，天 

然林保护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荒山荒坡植树造林， 

从根本上碱少了农民天然牧场的面积，亦减少了野 

生饲草的产量，直接影响了西双版纳州的畜牧业。 

(4)退耕还林的影响 巡辨还林作为天然林 

护工程的重要内容．按规定 25。以 I 的坡耕地必须 

退耕还林 西双版纳如粜完全执行 25。以卜坡耕地 

退耕还林的政策，则许多村扎将失太他们祖祖辈辈 

耕种的土地，影响到粮食 (早谷、包各)、经济作 

物 (花生 棉花、菠萝、黄豆)、饲料 (冬芋等) 

等的生产。“没有轮歇地，就没有布创族”，如勐海 

县布朗山乡97％楚山地．犬部分村社没有 I亩水 

田。曼 新寨 1983年制定 “两 一地”时 估汁 

轮歇地划定而积为 4(x]}1f】 ，+lr民依赖这些轮蹴地 

生存。景洪市勐罕镇勐宽曼幺新察 s4户 298人． 

有水IE lOh,n2，轮歌地达 106 67hm2(每年耕种 1 

地∞多 hag、轮歇林草地约46．67hn ，橡胶林刚m 1、 

魁粮食、饲料、经济收人和放牧等的重要依赖地。 

摄洪市基诺【【【乡亚诺村 99户人家 (350多人)仪 

有 100多亩水叫，退耕还林后仅靠这些水It]足无法 

满足粮食需求的，虽然国家有 “退耕还林，封山育 

林，以粮 ￡赈．个体承包” r式字措施、对逯耕辽 

林户有 定的粮食补助，但这种补助能维持多少 
正  

(5)文化影响 西双版纳天然林禁伐和保护刘 

当地居住的傣、哈尼 (爱尼)、拉似 、布朗、彝 

基诺等 l3种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带来影响， 

狩猎和采集非术材森林产 是灭然林区的少数民旌 

群众重要的生活习惯：一方面，传统的衍猎活动足 

社区的文化、宗教等特有的活动 。式．另一方而． 

社区民众对森林的依赖性极大，他们从森林中获取 

多种多样的菲木材产品，除满足生活、生产需求 

外，亦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3 实现天然林保护和林业可持续 

发展的对策 

发展非术材产品、营造速生丰产林和经济林果 

等是实现西双版纳天然林保护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要措施 

3．1 发展竹、藤等非木材产品 

竹类具有生长-陕、间捌短、用途广及经济价值 

高等优点。棕裥藤茎在商品一L-．俗称 “藤条”，是编 

制各种高档家具和工艺品的重要原料，有些种类的 

果实可供食用 ，藤茎尖 (藤笋)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氨基酸和维生素，是一种很好的森林蔬菜。森 

林的锐减及天然林禁伐的实施 ，木材资源 日益紧 

缺，“以竹 藤代木”及 “以竹、藤养林”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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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前景，给竹类、棕榈藤等非木材产品的开发 

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大面积采伐迹地和 

次生林中发展竹类 棕榈藤种植业 ，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对提高群众收入，实施退耕还林，保护当地 

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天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中大力推行菲木材产品 

的生产，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 

意义。可持续发展应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 

续性。 

(1)社会可持续 性 (Soeia]Sustainabi]i~-)：竹 

类、藤类植物资源的社会占有性和利益的共享性决 

定竹类、藤类资源在一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实 

施中，应特别注重当地民l 传统知识系统的合理性 

和实用性，与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当地民众一道 

寻求一种资源共有、利益分享和共同发展的可持续 

发展方式，达到竹类 藤类资源的社会可持续性。 

(2)经 济可持续性 (Economic Sustainabiliiy)： 

竹类、藤类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植物，但要达到较高 

的经济价值，选择优良种类+结合适宜的栽培、经 

营和管理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应依据物种生物学特 

性和民间利用、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从以下儿方面 

寻求达到经济的可持续性。1)筛选适宜不同地区、 

不同海拔和不同用选的优良竹藤种类+着重发展那 

些生长快 产量高、繁殖样易、对退化Ih地治理 

环境美化等产生重要经济价值的竹瞎种类；2)探 

索适宜于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竹类繁殖 (埋节 、秆育 

茁，竹枝扦插育苗等)和藤类繁殖技术，减少传统 

繁殖方法 (如移竹法)对竹类资源的破坏 通过技 

术培训j提高农户经营韵类、藤类生产的效率；3) 

在国家林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撮大限度满足 

当地民众利益的经营 管理方式和方法，亦可考虑 

不同利益集团的参与。 

(3)环境可持续性 (Enviromnental siainabili一 

“)：竹类 藤类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和分布区各民 

族利用、管理和保护竹类、藤类资源的文化多样性 

是构筑竹类 、藤类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竹 

类植物纵横交锚的地下竹鞭系统 (散生竹)和须根 

发达的根茎系统 (丛生竹)具有强大的固土保水能 

力．对退化山地的治理具有重大的潜在能力，同时 

竹类、棕榈藤稳定的林分结构和竹林常青的特性， 

对环境保护 、景观美化等具有重要价值。体现了发 

展竹类及接类种植业所具有的环境可持续性。 

西双版纳地区是竹娄、棕榈藤植物重要分布区 

之一．亦是竹类 、藤类民旌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地区 

之 一。发展当地的竹藤业，重婴的是选择适宜退化 

山地治理、美化村社环境的优良竹藤种类，发寻求 

合理经营和有效保护的方法。在西双版纳天然林禁 

伐和保护工程中发展棕榈藤种植．呵采用 下几种 

模式：(1)棕榈藤 +树木。在次生林或人工林下间 

种棕榈滕 如在柚术 (Tectona grmutis)、山桂花 

(Para．~iucheEa baillonii)等珍贵用材林中进行棕榈藤 

的间种试验，(2)棕榈藤 +竹子+作物。景洪市勐 

宋哈尼族轮歇地中，在竹丛边种植棕榈膝，以竹子 

作为棕榈藤的支撑和遮荫树种．同时在其空地种植 

烟草，利用修剪的竹杖 竹叶和藤叶烧毁作肥料 ， 

效果较好。 (3)藤，轮歇地系统。西双版纳勐宋哈 

尼族在轮歇地种植棕榈藤具有较好的结果 

3．2 以发展乡土速生丰产树种为主，适当引种 

外来树种 

西南榉 (t3etu[a alnoid~")、早冬瓜 (Alnus ． 

I~[e~t．si．s) 山桂花、木荷 (Seh fⅡivalLicf~ii)、团花 

(AnthocephaZus chinensis)和思茅松(胁 Ⅱ -kes~ var． 

Iangbianens~)等乡土树种应是 烈版纳在实施天 

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中优先考虑发展的树种。西南 

桦适宜生长在南亚热带湿润 半湿润气候的非石灰 

岩地区，林木生长迅速，2O～3O年即町成材，=} 

形好，出材率高，用途较广，且具有自肥作用．对 

维护森林土壤的良性循环和柿内生物多样性均具有 

重要作用；旱冬瓜木材黄褐色，有光泽，为较好的 

家具、农具、木模及及建筑材料，其无味而轻，最 

适宜作茶叶包装箱 (西双版纳是茶口l‘生产的重要地 

鹾)，树皮含单宁，为很好的烤股原料，根具根瘤 

菌，是很好的土壤改良树种 此外可引种一些速生 

丰产树种，如高坷丁枫 (业 ,,xce1．~a)和马尖相 

思 (Acacia w fⅫ )等，对于杉木 (Cunninghamia 

Lana,otata)、桉树 (凸‘cⅡf州 sp)等宜少发展。 

在发展速生丰产林中，应注意多营造混交林，少营 

造纯林。无论在提高林小生长量．维护林分的稳定 

性及林地的生产力．抗御病虫等灾害能力以及发挥 

森林多种效益等方面，混交林都表现出明显的优 

势。 

3．3 加强经济林果的发展 

退耕还林是防lL水土流失的重要措施。为实施 

好退耕还林，一方 要解决农民基本口粮，另一方 

面要保证农民的一定经济收入 退耕还林 要是还 

经济林 、生态林等，应把发展经济林果放在重要的 

位置。柚子 (Citrus m,：lxinui)、芒果 (Mangifem in一 

．』)、荔枝 (1a~．hi chinenMs)等适台于西双版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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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区气候，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可提高产区的经 

济收益，宜于大力发展，但在发展中应遵循市场供 

求相容的原则。太面积发展经济林果，还具有重要 

的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 

功能。 

3．4 营造薪炭林、解决能源需求矛盾 

能源需求的矛盾是西双版纳实施天然林禁伐和 

保护工程面l临的一太问题，根据群众的生活需要． 

在区内有计划地营造一定规模的薪炭林，是解决这 
一

矛盾的丰要方法。铁刀木 (Cassia m 。1是云 

实科 1种常绿乔木树种．分布在海拔 l 000m以下 

地区，可作为重要的薪材树种发展。铁刀术不仅具 

有容易栽培和管理，便于砍伐、运输和贮存．新萌 

发枝生长速度极快，少有病虫害和动物危害的特 

性，而且具有燃烧性能好 、燃烧值高等特点。在西 

双版纳地区作为传统的薪材树种被傣族栽培于村寨 

附近、道路两旁或农耕地边缘一带，对保护自然植 

被、改善生态环境和提供能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部分地区亦可引种黑荆树 (Acacia n，m )等优 

良薪材树种 黑荆树耐于热，需光性强，为强阳性 

树种。黑荆树对土壤要求不高，尤其是具有非常强 

的萌发能力，且易燃、耐烧、火力强，是很好的薪 

材树种，也是 一种优良的鞣料树种和用材钎种。该 

树种根系发达，具根瘤菌，能改良土壤，保持水 

土；枝叶茂绿，可作绿肥；花含蜜汁，花期长，为 

优良的蜜源树 但发展中应特别注意，大面积黑荆 

树纯林容易发生蚜虫害以及一些病害，宜采取混交 

林方式发展。此外，发展沼气亦是解决本区能源需 

求矛盾的重要措施。沼气工程一方面可利用牲畜的 

粪便和其他草质原料，满足家庭照明、做饭等能源 

需求，另一方面，利用发酵后的残留物质作为肥 

料，发展庭院种植业，使用锅气还具有良好的环境 

效应 

退化的主要原因。退耕还林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 ，提高农业和林业生产力，确保森林生态系 

统多重效益的重要手段之 。但实施退耕还林中， 

不仅要考虑区域农民对粮食的需求问题，而且要考 

虑到经济收益问题。发展非水材产品，营建经济林 

果和速生丰产林是 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发展经济林 

果和速生丰产林的过程中，树种的选择、品种的培 

育、栽培技术、种植方斌和规划应作为蘑要的工作 

认真对待。 

(31综合考虑森林的多重效益 ，动员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是天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实施中应采取 

的手段。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除注重术材作为 Il业产 

品的价值外．应特别重视森林的社会经济功能，如 

水源涵养、野生生物栖息、休闭保健、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地理景观的保存等功能 在林业建设过程 

中，通常仅有少数利益集团与林业的规划、投资和 

建设有关，而大部分从事农业、自然保护、地方权 

益保护、狩猎、度假旅游等活动的团体通常注重开 

发和利用森林的社会环境功能而参与初期投资及其 

活动。因而确定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公平参与，特 

别是社区政府和农户的完全参与和支持．是实现天 

然林禁伐和保护工程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亦是森林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4)在林业领域，适宜的林业政策应被采用， 

农业约定的责任系统必须引人，环境遇化币u山区贫 

困都与森林资源的贫乏有特别的关系。制定相戈政 

壤时，必须综合考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 

除考虑直接的和当地的财富和利益外，还必须考虑 

地区间、国际间和人类世代间利益和代价的传递。 

因此，制定的策略应满足国家经济和环境的发展目 

标，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通告和教育公 

众和政蕞制定者关注森林和树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 

作用 (Pardo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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