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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山东省药乡林场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探究其

自然资源现状、森林经营问题及高质量发展潜力。研究表明，药乡林场存在林分结构单一、产业转化不

足、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同时在地理区位、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优势，并针对性提出实

施科学森林经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支撑等发展路径，为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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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axiang Forest Farm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natur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5.143048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5.143048
https://www.hanspub.org/


王宁 
 

 

DOI: 10.12677/wjf.2025.143048 391 林业世界 
 

resources, forest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potential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imple forest 
structure,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etc., as well as ad-
vantages in geographic lo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frastructure, etc.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implementing scientific forest managemen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
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so a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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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重要保障[1]。世界各国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政策制定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森林可持续经营理

念和内涵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定义，森林可持续经营可概括为

通过各种人为干预措施，保护、维持、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各种功能，满足现在和未来世代人类的各项需

要[2]。我国高度重视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3]-[5]等重要文件均明确强调，要加强森林保

护发展、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通过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理念以及实践经验，在立足我国森林可持

续经营实际的基础上，我国集成创新性地提出了《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方案(2023~2025)》，按照

“科学经营、多措并举，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压实责任、奖惩并举”的基本原则，重点围绕森林可持

续经营方案制度、管理决策机制、保障机制、经营样板、国有林固碳增汇的经营模式 5 个方面进行试

点，推动典型林分结构更加优化、天然林进展演替更加顺利、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以不断增强。根

据试点方案，2023 年 310 个试点单位中包括国有林场 221 个，可以看出，国有林场是推动实现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主要载体。 
国有林场是我国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生态修复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改善生态环境、维

护生态稳定和保障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2021 年修订印发的《国有林场管理办法》，要求国有

林场应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和任务，积极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严格保护、大力培育和科学利用森林资

源，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木材安全。按照《“十四五”林草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健全经营机制，促

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国有林场发展的主要任务[7]。但近年来，受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国有林场仍面临着

诸多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森林经营、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管理创新等方面[8]。
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推进国有林场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实现我国林业高质量发

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山东省有 5 个林场承担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任务。2023 年 9 月，山东省印发《山东省森林可持

续经营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明确省级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单位 31 个，药乡林场列入省级森

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单位。本文以药乡林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森林经营方面的问题，探究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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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并针对性提出发展路径，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一场一策”，推动药乡林场实现高质量发展，也为

其他国有林场发展提供参考。 

2. 药乡林场概况 

2.1. 管理体制 

药乡林场始建于 1920 年，2021 年山东省药乡林场与山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中心整合组建山东省林草

种质资源中心，挂山东省药乡林场牌子，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直属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编制

62 名。截止 2024 年 12 月，有在编人员 59 人，其中正高职称 12 人，副高职称 22 人。 

2.2. 自然资源情况 

药乡林场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泰安市泰山区和岱岳区三区交界，总面积 1210.27 公顷，森林覆盖率

97.2%，活立木蓄积量 13 万 m3，全部为国家级重点生态防护林。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最高峰

黄尖子山海拔 955.4 m，最低处为锦绣谷口海拔 400 m，受海拔和林海的共同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森林

气候。地层属太古界泰山系，土壤为中性至微酸性的山地棕壤，土层厚度 15~90 cm，多数在 20~45 cm 之

间，中性偏酸。场内有水库、塘坝 4 座，是济南市卧虎山水库、泰安市黄前水库的汇水区和济南泉水的

重要水源涵养区。 

2.3. 森林经营开展情况 

药乡林场森林经营大致分为 2 个阶段：造林育林阶段和森林经营阶段。 

2.3.1. 造林育林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从建国至 80 年代初，林场通过不同形式，累计造林(包括补植)约 992.87 公顷，造林面积不断增加，

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森林景观不断改善。90 年代初，为了解决林场经费困难和职工工资短缺问题，将

33 余公顷麻栎林采伐，栽植板栗幼苗，由职工承包经营管理。在这一阶段，林场同时开展了木材加工、

苗木生产、果品加工、山羊和梅花鹿养殖项目等多种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 

2.3.2. 森林经营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随着国家林业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对生态建设的重视，林场的经营思路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单一的

木材经营向保护生物多样性、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发挥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防护效能转变。2000
年以后，经过三次大面积的森林抚育，明显改善了林分结构，促进了林木生长，通过特殊林木培育、大

径材培育等项目，为国家提供优质的木材储备。自 2023 年将药乡林场列为我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单位

以来，其将自然森林经营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以培育复层混交多功能林为目的，实现森林可持续经

营为目标，编制了 2023~2025 年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方案，主要实施补植、修枝、割灌除草、施肥等建设

内容，2023 年涉及 8 个林班，面积 210.676 公顷。 

3. 药乡林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林质相对单一，生态功能不够强 

药乡林场多为人工林，其林质林相相对单一，主要的乔木树种有麻栎、刺槐、赤松、油松、日本落叶

松、华山松等，大面积单层同龄人工纯林集中连片，树种结构不合理。从乔木树种结构看(见表 1)，麻栎

面积 484.9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41.2%；刺槐面积 280.4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23.8%；松类面积 360.5 公

顷，占林地面积的 30.6%；其他树种面积 51.4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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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centage of arbor tree species area in Yaoxiang Forest Farm 
表 1. 药乡林场乔木树种面积占比情况 

乔木树种 面积(公顷) 占比(%) 

麻栎 484.9 41.2 

刺槐 280.4 23.8 

松类 360.5 30.6 

其他 51.4 4.4 

 
从林龄结构看(见表 2)，中龄林面积 29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2.5%，成熟林面积 323.6 公顷，占林地

面积的 27.5%，过熟林面积 824.6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70%。过熟林占比过高，林龄结构失调，林分抗逆

能力降低和后期生长速度下降。 
 

Table 2. Forest age structure in Yaoxiang Forest Farm 
表 2. 药乡林场林龄结构情况 

林龄 面积(公顷) 占比(%) 

中龄林 29 2.5 

成熟林 323.6 27.5 

过熟林 824.6 70 

3.2. 有资源无产业，内生动力不够强 

药乡林场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支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人员经费得到了充分保障，资金来源

主要有防灾减灾、公益林补助、防火项目建设等方面，但是森林经营方面的资金相对较少，不能满足森

林可持续经营需要的投入。当前药乡林场“有资源，无产业”，缺乏实现生态价值科学转化的有效途径，

也缺少推动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3. 人才结构不合理，经营水平有待提升 

虽然机构改革后，作为单位整体人才结构具有相对优势，但是从实际上看，单位内部人才结构偏向

种质资源方向，缺乏从事森林经营、森林培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林场办公的人员以护林防火和有害生

物防控为主，掌握先进森林资源管理和林场经营理论的高水平管理人员匮乏。目前森林经营主要侧重抚

育更新等，森林景观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理念在森林经营方案中体现得不够深入具体，难以满足人

们对森林生态的多功能需求。 

4. 药乡林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条件 

4.1. 生态效益有实力 

药乡林场地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经过几十年的森林资源培育，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初步统计

有木本植物 43 科 164 种，草本植物 91 科 454 种，中草药 180 余种，泰山“四大名药”——何首乌、紫

草、四叶参、黄精均有分布；鸟类 21 科 43 种，昆虫 103 科 528 种，是山东省森林资源最集中、质量最

好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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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会效益有潜力 

药乡林场有着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特殊的气候环境，在发展生态旅游方面有基础、有优势，加上

地处济南泰安交界，离济南、泰安等城市较近，是周边群众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比如，2024 年国庆节期

间，日均到访车辆 700 余辆，人员 3000 余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向往和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药乡林场现建有山东药乡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教育部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具有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的巨大潜力。 

4.3. 科技支撑有实力 

药乡林场建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国家林业草原元宝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药

用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等各类科研创新平台 19 个。现有国家林草局创新团队 1 个、山东省自然资

源创新团队 1 个，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1 人，国家林草局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最美林草科技推广

员 2 人，山东省自然资源领军人才 1 人、青年拔尖人才 2 人，具有提升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良好人

才基础。 

4.4. 基础设施有保障 

药乡林场森林经营过程中，配套建设了培训中心、森林餐厅等服务保障设施，建有相对完善的场区

监控系统、以水灭火设施、防火道路等，包括蓄水池 22 座，塘坝 4 座，水库 1 座，输水管道 1 万米，防

火道 24.5 公里，防护隔离网、防护栏 2.2 公里；建有高点监控摄像机 12 台，预警卡口 74 台，消防水车

2 辆，风力灭火机 24 台，水泵 40 台等，能够有效保障后期发展和维护森林资源安全需要。 

5. 发展建议 

5.1. 科学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筑牢生态安全基础 

坚持生态优先，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实行最严格的国有林场森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管理制度，确

保国有林场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流失。严格落实国家和山东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方案要求，充分

借鉴我省筛选的可持续经营模式和典型案例，修订药乡林场可持续森林经营方案，高标准组织实施森林

抚育[9]，科学有序推进退化林修复，逐渐增加珍贵阔叶树种的比重，调整树种结构[10]。大力发展乡土树

种、药用植物、珍稀树种，逐步培育形成以珍贵、乡土、药用植物为主的复层、异龄混交林，构建起功能

完备、景观优美、结构稳定、富有特点的森林生态系统。 

5.2. 积极探索发展生态产业，拓展全面发展空间 

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积极探索发展以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森林药材、林下经

济为支撑的药乡林场特色生态产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积极探索与企业合作，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在

保持药乡林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按照科学规划原则，打造好国家青少年绿色营地、自

然科普基地，有效盘活森林资源，挖掘生态旅游潜力。推进森林康养发展，充分发挥药乡林场“夏季避

暑”等自然优势，科学规划利用现有培训中心等基础设施，发展养生宴、药膳等当地特色的主题餐饮，

加入体验性强的蔬园采摘、农耕体验等，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药乡林场成为周边区域内市民、

群众休闲、徒步、游憩的首选之地[11]。推进森林碳汇发展，利用森林资源集中连片优势，加强森林经营，

提升现有森林碳汇功能，开展碳汇能力测算分析，为建设生态银行、开展碳汇交易奠定基础[12]。推进特

色产业发展，充分挖掘林场生产资源潜能，通过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探索发展林下药材等产业，开发优

质森林食品，更好地发挥森林“四库”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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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科技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激发发展潜力 

对标国内先进林场，开展高水平林场创建活动。积极申请建设山东省药用植物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项目，丰富药乡林场药用植物、珍稀濒危植物等种质资源保存数量，提升药乡林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充分利用植物园体系建设机遇，积极筹划植物园建设项目。注重统筹单位人才资源配置，在新进人员招

聘、内部人才培养等方面，注重向森林经营、森林培育等研究方向倾斜。建立健全常态化人才培养制度，

开展分级培训，培养森林经营各环节技术人才梯队，有效提高药乡林场人才队伍建设水平[14]。注重加强

科技合作，与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林业科技基础研究和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提升林

业种苗、造林、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科技应用水平。 

5.4.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保障机制 

抢抓“十五五”规划编制契机，储备林场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林场水网、电网、路

网建设，完善森林防火设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设施、林业管护设施建设，提高资源管护和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加强部门协调，注重将林场基础设施建设与种质资源库、植物园、森林防火等项目紧密结合，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积极探索抓住全省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建设等机遇，推进智慧林场建设，充分

借助 GIS、物联网、数据分析、三维展示等技术[15]，建立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管理、森林防火智能监测预

警指挥等信息系统，构建宣教于一体的智慧林场管理信息系统，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管理提供重要平台，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6. 结论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

之义。药乡林场作为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所属林场，在管理体制、资金争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优

势。通过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探索发展生态产业、强化科技支撑、提高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能力

建设等策略，有助于实现药乡林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培育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资源，推

动药乡林场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有林场管理相关规定，跟踪监测森林

可持续经营的进展情况，不断优化、调整和完善相关策略，推动建设成为国有林场深化改革、实现森林

可持续经营的典型，为药乡林场附近区域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为类似国有林场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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