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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产业是高效生态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具的绿色资源产业，竹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和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东兴区竹产业发展

和竹林资源培育现状，通过总结目前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当今竹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促

进东兴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合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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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fficient ecological forestry and a green resource industry 
with both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amboo industry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and addressing exist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and the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5.142018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5.142018
https://www.hanspub.org/


彭晓琳 等 
 

 

DOI: 10.12677/wjf.2025.142018 154 林业世界 
 

cultivation of bamboo forest resources in Dongxing District. By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th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in Dongx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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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大会上正式作出碳中和承诺，这一举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1]。竹类资源的培育与应用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因为竹类植物作为生物质合成速度最快、种类多样、资源丰富的重要森林资源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其

固碳能力甚至远超普通林木，竹林碳汇对于抵消碳排放具有重要的价值[2] [3]。近年来，国内外对于竹类

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竹纤维、竹炭及竹醋液[4]-[6]、竹笋加工[7]、竹类造纸[8]、竹板材[9]、竹家具[10]
等多种产业和产品。内江市东兴区自 2002 年和 2003 年实施退耕还林栽培麻竹以来，大力发展竹产业已

成为内江市东兴区林业发展的主要课题，与周边宜宾市长宁县等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竹产业

升级不及时，产业链建设不够完善，缺乏竹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且竹制品种类单一，竹林管理机制不完善，

竹材滞销等原因制约了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东兴区竹林资源和竹产业发展现状 

2.1. 竹林资源现状 

内江市东兴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居沱江中游东岸，东邻重庆市荣昌区，南靠隆昌市，西隔沱江

河接内江市市中区，西北与资中县交界，东北抵安岳县，幅员面积 1180.14 km2。根据《内江市东兴区森

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2000 年以来，通过退耕还林工程、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等项目实施，全区

实现竹林资源面积大幅增加，截至目前，东兴区现有竹林面积 83022 亩，主要竹类品种有麻竹、巨黄竹、

慈竹、毛竹等，主要分布在高粱镇、双才镇、双桥镇等镇。 

2.2. 竹产业发展现状 

东兴区依靠两大工程的实施，林业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步建立了经济林果产业(以花椒、橙橘

类、核桃为主)、竹产业、速生丰产用材林产业和蚕桑产业四大支柱体系。竹产业作为东兴区四大产业支

柱之一，全区建立了以竹笋、竹片等为主的竹产品加工体系，东兴区竹产业发展存在明显优势潜力。目

前辖区内有木竹加工企业 90 余家，具有代表性的竹产品加工企业有以下三家，一是内江市巨林麻竹种植

专业合作社，主要在双才镇进行竹笋加工，该专合社竹笋加工厂占地面积约 13 亩，建设厂区办公用房 30
平米，投入资产 300~400 万，年产值 1300 吨，年利润 100 万元以上，带动 3900 人就业；二是内江市东

兴区恒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在高粱镇进行竹片加工，该专合社竹切片加工厂占地面积约 14 亩左右，

建设厂区办公用房 600 平米，已建成年产 2 万吨生产线一条，建成 120 吨地磅称一台，该生产线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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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份正式投入生产，目前产值 5000 吨，收入 350 万，年产量约 4 万吨，产值 3000 万元以上，带动

当地农户 1800 人以上就业；三是四川云竹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17 年引进东兴区至今，已发展

万亩竹产业综合利用基地，在高梁镇种植巨黄竹 13000 亩，年产值超 3000 万元。2024 年，内江市巨林麻

竹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四川云竹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均被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评为省级现代竹产业

基地。 

3. 存在的问题 

3.1. 竹林经营管理粗放，原料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东兴区辖区内的竹林资源并不多，存在着竹类品种少且单一的问题，对于竹林经营管理，一是竹林

种植缺乏技术指导，种植技术参差不齐；二是栽培管理粗放，科学管理缺失，部分林农追求眼前利益砍

大留小、砍幼留老，没有进行竹林抚育管理，致使竹林立竹度不高，竹林径级越来越小，竹林质量衰败

且产值及经济效益降低。经实地考察东兴区的两个省级竹产业基地，基地道路大多数是单行道，道路过

窄，运输车辆难以通行，大大增加运输难度，阻碍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项目地灌溉困难，大多通过抽

水机或通过人力来满足，且没有合理的灌溉管线，生产成本过大。原材料市场呈现出逐步低迷的趋势，

加之大多数竹产业原料基地生产作业便道、蓄水池等配套设施没有跟上，采伐运输成本过高等问题，严

重阻碍了竹产业的发展壮大。 

3.2. 竹产品资源开发不足，经济价值有待提升 

东兴区现有木竹材经营加工户 90 余家，多数为小作坊，普遍规模偏小，生产的竹产品多为竹片、竹

丝等中间产品以及鲜竹笋、竹胶板、笋干等低附加值产品，竹产品品种少且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市场

竞争力弱，缺乏竹材加工的大型龙头企业和高附加值的“高、精、尖”产品[11]。此外，竹产业缺乏技术

创新和研发投入，导致产品更新换代缓慢，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同时，缺乏市场推广和

品牌建设力度，竹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不高，市场空间没有打开。因此，加强竹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品牌

建设，提升竹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是实现竹产业经济价值提升的关键所在。 

3.3. 文旅融合不深，生态文旅产业有待挖掘 

东兴区现有现竹产业发展已达 1 万亩，竹材加工已形成产能，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格局，但生态农场、生态园区建设仍然滞后。竹产区积极利用竹林资源优势，探索综合利用模式，

促进竹产业链向竹文化、旅游、康养及林下经济等领域延伸，一批新兴产业、业态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高梁镇已依托四川云竹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巨黄竹竹产业基地被评为省级“森林小镇”，但是竹

林旅游景区差异性不强、特色不明显，缺乏竹文化和生态氛围，对竹文化的精、气、神提炼和宣传不够，

不能将生态旅游与数千年的竹文化对接[1]。 

4. 竹产业发展对策 

4.1. 积极培育竹产业经营主体 

一是在保障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加快发展以竹下生态种养、竹林定向培育、竹制

产品初加工、深加工或以专业化生产、竹产品营销为特色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壮大以竹资源综合利用和竹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龙头加工企业、旅游开发企业，积极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的大型龙头企业，规范发展竹产业专业合作社等；二是进一步培育和壮大营销主体，扶持具有

市场开拓能力强的营销大户、龙头企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三是通过组织参加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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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从农村留守人群中挖掘、选择和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把已在家

务农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返乡下乡人员培育为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府主管

部门需加大与发展壮大竹产业相关的技术、技能培训和职业、从业资格认定，着力打造竹产业领域的技

术能人和能工巧匠；四是当地政府出台一系列发展壮大竹产业相关政策用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专业

和生产托管服务，从而全面提升竹产业企业的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4.2.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竹产业原料基地建设、就地加工设备、技术研发推广、精深加工技改、产品流通、产业融合等方

面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一是积极争取省、市、区级财政通过项目补助、先建后补、财政贴息等方式加

大对现代竹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二是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涉农项

目资金要向竹产业发展领域倾斜；三是综合运用直接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将低效竹林改

培、竹区道路建设纳入地方债券和农口专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支持范围；四是着力加大对竹浆纸、

竹制品技术改造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将竹原纤维、竹缠绕压力管道、竹炭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范围；

五是在全区范围内建立竹片、鲜竹运输绿色通道，将竹片、鲜竹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过路过桥费减免范

围；六是建立竹片就地加工财政奖补机制，将竹材采伐、集材、削片等户外小型机具纳入农机具补助范

围；七是加大省级专项资金对竹林良种繁育、标准化示范、竹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和技术推

广、互联网等方面的支持，促进竹产业提质增效。 

4.3. 创新竹产业发展机制 

引导新型竹产业经营主体依法建立竹产业协会或竹产业联盟，培育全区竹产业联合体，形成以“信

用合作、销售合作、生产合作”的新型竹产业经营体系。健全、规范竹林地评估流转制度，简化全区林地

流转过程，完善县、镇、村三级林地流转服务体系，鼓励竹农通过竹林入股、竹林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

统一经营等多种形式，从而推进整村整组竹林连片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盘活竹林资源资产。大力

推广“二次返利”、“公司 + 基地 + 农户”、“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等模式，构建稳定的竹产销

联结合机制，推行竹产品定制生产、竹林定向培育以满足竹产业特色个性化消费需求。在全区开展试点，

引导各个竹产业经营主体积极参加政策性综合保险，提高抗风险能力，依托互联网网络，鼓励发展网络

直销、笋竹产品物流配送等新型流通业态，实现统一经营、统一销售、统一品牌和统一标准，从而拓宽

笋竹产品的销售渠道。 

4.4. 完善特色产业链，推动竹产业融合发展 

利用新工艺、新技术等新型方式，大力传承、创新和发展竹编工艺、竹雕工艺、竹具工艺等竹制产

品；结合东兴区实际，加强特色竹产品加工、仓储保鲜、烘干晾晒、分级包装、冷链物流、完善特色产业

的交易市场及电子商务等后续配套设施建设[12] [13]；积极开发竹观光、竹保健、竹体验、竹笋美食等生

态旅游产品；充分利用高梁镇 13000 亩巨黄竹竹林景观资源，开发建设“森林小镇”、“森林人家”等

竹产业生态特色旅游项目；立足新媒体平台，通过快手、抖音等社交网络平台，加强对竹林生态旅游、

竹制产品的推广宣传，将本地的竹林资源河竹林附加产品宣传推广出去，逐步推动东兴区竹产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4.5. 实施品牌战略，打造自有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既是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实施品牌建设孵化、提

升、创新、整合、信息“五大”工程，统筹运用区域公用品牌，创立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塑造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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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积极打造中国驰名商标、优质竹产品，实行园区内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全覆盖，积极发展绿色食品，

森林生态标志产品。以“一群”“三带”为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公共品牌。本着“区域品

牌+企业品牌”的宗旨，着力培育提升具有地域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的当地知名企业品牌。大力推介“川”

字号竹产业知名品牌，拓展海内外市场；利用网络等媒体、报纸报刊、广播、电视，展览展示、对接推介

等活动加大对竹产业公共品牌、知名企业品牌的宣传、推介力度，着力提升竹产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5. 结语 

总体而言，竹产业是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林业产业[14]，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非常强的绿

色产业，全面推动竹产业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5]。通过积极培育竹产业经营主体、加大政府

扶持力度、创新竹产业发展机制、完善特色产业链，推动竹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实施品牌战略等措施，依

托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以竹代塑”等背景，塑造东兴区新型竹产业，为推动东兴区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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