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意见

渝府发〔2007〕114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林业建设的积极性，推动我市林业改革持续快速发展，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现就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提出如下意见：

一、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意义

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是进一步深化林业改革、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实现林业经营集约
化的重大举措；是用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商品林经营、促进公益林保护、广泛吸引社会资金
参与生态建设、解决林业投入不足的有效办法；是深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规范森林资源
合理流转的重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和提升投资环境的需要；是建立林业生态体
系、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系，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基
础。通过实施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得到最佳发挥，实现高效经营，同时对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的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二、森林分类经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森林分类经营的指导思想是：根据社会对森林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的不同需求，按照
林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从森林分类入手，优化资源配置，明确界定政府与森林经
营者的责任，构造新型的林业经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实现林业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
制的对接，促进林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森林分类经营的基本原则是：

一是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各地要将森林分类经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正确处理林业生态体系建设与
林业产业体系建设的关系，注重生态建设又不忽视产业发展，提高林业生产力和整体产出
功能。

二是坚持“全社会办林业”的原则。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大力鼓励
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
工，通过各种方式依法参与森林分类经营及管理工作。

三是坚持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原则。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必须充分考虑产权主体、经营效
益、经营机制和管理等问题；必须正确处理生态、社会与经济三大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必须注重森林三大效益的协调性、统一性，科学合理地培
育、保护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努力提高林业的综合效益。

四是坚持分级负责制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部门与森林经营单位的关系，坚持由各
级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森林分类经营工
作健康有序进行。



三、森林经营类型划分及经营方向

根据《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按照森林主导功能的区别将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
品林，并制定相应的经营措施，确定不同的经营方向，为制定林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提
供依据，为依法科学经营森林，促进林业发展，构筑林业三大体系奠定基础。2006年我市
按照《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的规定，已全面完成了森林分类经营
区划，经国家林业局核定，全市有国家公益林1242834.5公顷，一般公益林1581466.4公
顷，商品林1204102.3公顷。分别占全市森林总面积的30.8%、39.3%、29.9%。

（一）公益林：是指以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存种质资源、科学实
验、森林旅游、国土安全等需要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按事权等级分为国家
（重点）公益林（以下简称重点公益林）和地方（一般）公益林（以下简称一般公益
林）。

本市的国家重点公益林主要包括：嘉陵江、乌江两岸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2公
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缙云山、金佛山、大巴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风景名胜区核心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库容3亿立方
米以上的三峡水库、长寿湖、大洪湖周围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2公里、为山地的向
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即中低山区山体坡度36度以
上、土壤平均流失厚度3.7毫米/年以上或平均侵蚀模数5000吨/年?平方公里以上的乡镇范
围内、岩溶地区基岩裸露率在35%至70%之间的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

重点公益林的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在征得权利人同意
之后，尽快将规划的重点公益林逐一落实到山头地块，并进行公示和登记造册；要严格按
照公益林管理办法确定的“七落实”等有关要求，与权利人签订管护合同，严管严护，并
因地制宜地采取封山育林、造林、补植补播等多种培育和经营方式，建设结构稳定、效能
良好的优质林分。重点公益林不得实施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采伐，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
质的采伐，以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生态防护功能。对全部划为公益林的农户，经批准可依
法适量采伐自用的薪材及生产、生活必须的自用材。

一般公益林的经营应当在充分发挥其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继续实施保护措施
的前提下，允许林主按有关规定和技术规程，合理选择采伐方式和控制采伐强度，开展抚
育间伐、更新采伐，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和利用。

（二）商品林：是指以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林地。重点是
定向培育的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用材林、一般用材林和经济林。在管理上主要靠经济手
段和法律手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管理，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商品林经营
者通过森林资源化管理，明确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独立核算，使之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法人和市场主体。商品林可依法以有偿转让、出
租、抵押、折价入股等形式转入经济实体或个人，实现集约经营，创造最佳效益。

四、森林分类经营的建设要求

2007年底前，各地必须完成森林分类经营的区划和方案的编制、评审等扫尾工作。将
区划的重点公益林、一般公益林、商品林绘图、登记、造册，落实到山头地块，并按要求
签订协议或合同。在此期间，管护费的兑现按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相关要求执行。从
2008年1月开始，各地要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对森林实施分类经营管理。

公益林的建设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制。属于市和国家统一规划的跨地
区、跨流域的重点公益林建设，以市和国家投入为主，各级政府分级组织实施。一般公益
林建设以区县（自治县）为主，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商品林的建设坚持
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原则，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采伐政策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依法经
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森林分类经营的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为此，各地要
建立由政府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组织管理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及时制订工作方
案，搞好组织协调，确保森林分类经营工作有序进行。

（二）完善投入机制。对公益林的管护，继续执行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护费用
补助标准和使用办法。为加大对重点公益林的管护力度，从明年开始，原市、区县（自治
县）配套资金及国家和地方新增管护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公益林及新增公益林的管护。
新增公益林管护费用，实行分级负担，市、区县（自治县）承担比例为：“1小时经济
圈”内的区县管护费由市、区县财政各承担50%；其他区县（自治县）的管护费由市财政承
担70%，区县（自治县）财政承担30%。对商品林的管护，由林主自行负责，政府不再给予
管护经费补助。

（三）加强采伐限额管理。实行森林分类经营后，在维持全市森林采伐限额总量不变
的前提下，可依法对区县（自治县）年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进行必要调整。对商
品林的管理要严格执行《重庆市人工商品林管理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四）严格规范执法。各地要严格执行林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森林公安等林政执法
队伍的作用，坚决查处违反林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切实保护好森林资源，维护林业建设者
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规范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绝不允许以森林资源流转为名违法拆细
（分零）林权证，或借机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