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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本刊评论员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林业工作，把加快林业发展、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全国

各级 财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重大战略决策，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了系列

强林惠林政策。“十五”以 来，中央财政投入从 2001年的 125亿元增加到 2009年的 517亿元，与此同时，地方各

级 财政林业投入也逐年递增。在各级 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展了重点生态建设工 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国

有贫困林场扶贫、林业救 灾、林业科技、森林资源管理和监测、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

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防沙治沙及林业质量安全等各项林业生态建设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70年代的 12.7% 增长到如今的

20.36% ；森林蓄积量由 86.56亿 立方米增加到 133.63亿立方米；森林植被总储碳量达78.11亿吨，年吸收大气

污染物 0.32亿吨，仅固碳释氧等 6项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就达10.01万亿元；我国湿地维持着约2.7 万亿吨淡水，

占全国可利用淡水资源总量的 96% ；在世界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情况下，我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

家，人工 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城市生态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 135.65万公顷，覆

盖率达 37.37% 。
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进行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时认 为，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和天然林资

源保护，对遏制亚洲地区森林资源下降趋势做出了积极贡献，并高度评价：亚洲森林保护有所好转主要归功于

中国大规模植树造林。

尽管我国林业和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整体上讲，林业和生态建设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 2/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

人均占有量的 1/7，土地荒漠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湿地保护难度加大，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任务依

然艰巨。
生态是永恒的经济，林业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为适应林业生态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构建和

完善公 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今后，各级 财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政策，进一步支持林业

生态建设与保护工作，推动我国生态发展。一要建立健全森林经营补贴制度。扩大森林经营补贴范围，实行动

态的补贴标准，建立补贴分级投入机制，通过开展森林经营补贴带动林区农民和职工 就业增收。二要完善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多渠道筹集补偿基金，分权属分级别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赎买、

置换国家级公益林的范围。三要建立健全造林补贴制度。实行“以 奖代补”的投入机制，不分权属
.
和造林主体，

均采取“先造林、后补助”的方式，经过检查验收合格后予以 补贴，补贴范围扩大到全国，并随着造林成本的变化

实行动态的补贴标准。四 要建立健全支持林业改革的资金保障制度。建立支持集体林业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

引导、支持建立规范高效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流转制度，大力支持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支持国有林场改

革。五要健全林业防灾减灾机制。完善投入机制，从扑救（治理）为主转变为预防和扑救（治理）并重，注重突发

性与长期性相结合。整合相关防灾减灾资金，将病虫害防治、生产救灾、防火适当归并，扩大资金投入规模。六

要继续支持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工 程建设。建立国有林区管理体制改革激励 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推进

改革。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影响退耕农户长远生计问题。在重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区，结合扶贫开发和

库区移民，适当增加安排退耕还林资金。加强对退耕还林各项补助资金的管理。七要加 大对林业科技推广支持

力度。创新扶持对象，始 终将带动作用强、应用价值 大的技术作为重点扶持项目。与造林投入补贴和森林经营补

贴相衔接，使科技推广与林业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八要建立湿地保护补助制度。进一步加 大对湿地保护补助的

投入力度，扩大保护范围，完善保护补助机制。九要大力支持林业产业发展。完善财政贴息政策，扩大贴息贷款

规模，并探索担保、保险等新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林业产业。结合支持的方向

和重点环 节，通过整合资金促进林业产业发展，提 高林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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