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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多目标经营是我国林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森林本身的特性以及国内外的众多研究证明,森林多目标经营需要考虑

多个时空尺度,以满足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挥。 在界定多功能林业和森林多目标经营的概念及基础上,系统地分

析了传统森林经营时空尺度和现代森林多目标经营时空尺度的联系与区别,提出现代森林多目标经营单元空间尺度上应该满

足区域、景观和林分多尺度的需要,而在时间尺度上则要综合考虑短期、中期和长期,并以露水河林业局为例给出具体的研究思

路,以期为我国开展森林多目标经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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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鄄objectiv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China爷 s forestry development. This management policy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st itself and on management objectives.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rest
multi鄄objective management needs to include a multiplicity of spatial dimensions and temporal scales in order to meet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Various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e. g., the definition of multi鄄
purpose forestry, the concept of forest multi鄄objective management, and the link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orest multi鄄objective management in spatial dimensions and time scales.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modern multi鄄
objective forest management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a range of regional, landscape, and stand factors, while the time
scale needs to contain short, medium, and long鄄term objectives. Presently, Lushuihe Forestry is examining specific research
ideas to achieve robust multi鄄objective forest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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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全球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全球发展战略性资源[1]。 担负着生态、经济和社会等众多功能。
我国的林业经历了经历了以木材生产为主阶段和以生态或环境的林业阶段之后,研究人员和林业经营者意识

到要采用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原则来经营森林,在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理念指导下发展多功能林业,实现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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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富民、生态与产业、保护与利用三大关系的协调发展[1鄄2],使森林成为发挥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综合体。
采用森林多目标经营的思维和手段,实现多功能林业就成为我国林业的重要命题。 而森林多功能所具有的多

样性、重叠性、层次性的特点以及森林本身的异质性则决定了在对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以及开发管理的过程

中要注意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多尺度时空特征[3],众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了森林的多尺度特征,并从空间特征、

生物多样性、规划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众多研究[3鄄22]。
在传统的林业经营中,林分尺度被作为经常采用的经营单位。 森林经营者习惯于在局地尺度上,即以林

分为单位实施经营。 而到了多功能林业、可持续林业的现阶段,更多的学者和林业经营者开始从各种角度强

调尺度选择在组织森林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3,21鄄35],这对森林多目标经营需要采取多尺度思维提出了要

求和依据。 森林多目标经营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经营技术及模式来实现,而这有赖于经营单元时空尺度的选

择、推演和甄别。 本文研究通过分析传统森林经营与现代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区别,探索森林多功能经营的时

空尺度,并给出具体的研究思路,为开展森林多功能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1摇 森林多目标经营转型

1.1摇 相关概念

目前,我国林业正处于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保护为主的多功能林业转变时期。 多功能林业就是在林业

的发展规划、恢复和培育、经营和利用等过程中,从局地、区域、国家到全球的角度,在容许依据社会经济和自

然条件正确选择的一个或多个主导功能利用并且不危及其他生态系统的条件下,合理保护、不断提升和持续

利用客观存在的林木和林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所有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持久满足不断增加的林业多种功

能需求,使林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达到持续最优[2]。
国家林业发展“十二五冶规划明确指出,在“十二五冶期间要加快林业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开发林业的多重

功能。 但我国林业用地面积有限,难以通过大量增加森林面积来解决林业的多功能问题,因此,多功能林业是

我国林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森林多目标经营则是实现多功能林业的重要途径。 通过森林多目标经营可以合

理保护、不断提升和持续利用客观存在的林木和林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所有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持久满足

不断增加的林业多种功能需求,使林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达到持续最优。

1.2摇 森林多目标经营类型

国外部分学者将森林功能划分为经济和公益两方面,其中公益功能又分为环境功能和文化功能,而森林

环境功能主要指净化大气、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森林游憩以及生物多样性保等。 如美国生态学家

Costanza 把森林的生态功能划分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扰动调节、水调节、水供给、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土
壤形成、养分循环、废物处理、传粉、生物控制、避难所、食物生产、原材料、基因资源、休闲(Recreation)和文化

等 17 个类型[36]。
国内学者靳芳等把我国各类森林总体服务功能划分为林木与林副产品、森林游憩、维持生物多样性、涵养

水源、养分循环、固碳释氧、土壤保持、净化环境八大类型[37]。 我国的《林业发展“十二五冶规划》中将森林的

功能划分为生态、经济、社会、碳汇和文化五大功能。 生态功能主要包括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大气、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经济功能主要是提供木材,果品,薪炭,油料等实物产品,社会功能主要是森林游憩、提供就业

等,碳汇功能主要是固碳释氧、缓解全球气温变暖等,文化功能主要包括科学研究、教育、文化传承、宗教、艺术

等方面[3]。
森林功能的分类体系有很多,总体上来讲,森林的功能可以分为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 在森林多目标经

营过程中,要以森林多目标经营为前提,以实际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特点为基础,依据管理目标、技术水平、地域

特色等,结合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需求进行划分,以增强多目标经营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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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传统森林经营的时空尺度

2.1摇 空间尺度

摇 摇 传统林业林木资源的经营的空间范围单元在本质上是以林分为中心。 理论上,在一定的产量水平和经营

水平下,所需要的多目标利用基层单元(基础林地面积)有一个最低限值,当经营单元的生产经营水平较高、
且林地生产力也较高时,最低限值就可以小些;反之则大些。 它主要关注经营单元的内部影响,外部影响及更

高空间尺度的可持续性问题,无暇顾及[24]。
传统林业最关心的是在林木用材这一目标利用的“永续性冶问题,传统森林经营实际上是在一个微观尺

度即林分尺度而进行的,这也是传统的营林者真正关心的空间尺度。 因此,在我国传统林业中,森林永续经营

性的基本空间尺度是属于一个比较局地的水平(林班或小班),虽然政府方面存在更高空间尺度的调控单元,
但都不是以生态区域来组织的,也没有形成森林永续经营运作的基本空间单元。
2.2摇 时间尺度

与传统林业经营的林分等空间尺度相对应的,是轮伐期这一时间尺度。 这是其永续利用时间序列的基本

依据。 轮伐期是一个大概几十年的时间概念(10—50a,20—30a 更普遍)。 一般情况下,在用材上,确定轮伐

期最主要和直接的数量指标是数量成熟龄(绝对成熟龄),即树木或林分的平均材积生长量达到最高时的年

龄,所以理论上数量成熟龄一般作为确定轮伐期的最低数量界限[24]。
轮伐期这个尺度是属于短、中期中偏短期的范畴的,这个尺度是不宜作为森林可持续评价的主要尺度的。

同时,由于传统林业对于单一的、短期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使轮伐期进一步趋于偏离规划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的

主流时间尺度。 受一般经济规律的制约,理论上经济效益最佳的轮伐期小于数量成熟期。 除了一般经济规律

的制约使实际的轮伐期缩短外,人们还有意识地通过技术应用和高投入来缩短轮伐期,提高近期的经济利益。
轮伐期的设计和缩短实质上是人类经济行为对于生物、或生态节律性的一种“胁迫冶,使自然周期转变为经济

周期。 追求轮伐期的缩短,是传统林业仍然保持的一个趋势。

3摇 现代森林多目标经营的时空尺度

3.1摇 空间尺度

空间尺度看,现代林业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基本空间尺度宜扩大到景观和区域水平。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
景观是在生态学的研究范围由生物种群向群落、生态系统扩大并进一步扩大过程所达到的第 1 个更大的空间

尺度,它标志生态学的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的重要飞跃。 随着景观生态学和景观生态规划的兴起,景观越来

越多地被作为一个整体单位来进行思考、研究和管理。 目前,人们日益注意并逐步将景观视为生物多样性管

理的尺度,这种趋势源于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转化[24]。
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尺度扩展可以科学实现森林的多功能。 例如提供木质和非木质物质性产品,以及土壤

发育、养分循环等功能有些需要在林分尺度表现;而如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大部分公益效能则要在景观、流
域或区域表现;对于如制氧、碳循环、调节全球气候等要拓展到全球尺度来进行观察例。 因而,大部分森林生

态功能的表现需要依赖于超越地面同质系统的空间关联,因此作为异质性的、中观尺度的景观是一个起码的

选择。 这也就决定了森林多目标经营需要实现空间的多尺度扩展。
3.2摇 时间尺度

从时间尺度来看,目前学术界有 2 种观点:第一,根据前面提到的时空尺度对应性和协调性的规律,按照

逻辑的原则,选择和景观尺度相对应的某个时间尺度,比较公认的长度大致是几十到 100 年之间,亦即人类的

“世代尺度冶;第二,为了实现森林经营从以“木材利用冶经济效益为中心向以“生态利用冶多目标效益为中心

的转变,相应地把基本时间尺度也从“生产周期冶 (表现为各种轮伐期的长度)调整为“生态周期冶。 一般来

说,生态周期的时间尺度比以某种轮伐期确定的生产周期一般要大,可相当于几个轮伐期的长度,甚至可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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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量级,比如,20—30a 的轮伐期和某种森林生态系统演化到稳定状态可能需要的 200—300a 的

时期[3,24]。
不管是“与景观尺度相对应的时间尺度冶还是“生态周期冶,其长度都是很有弹性的。 比如“生态周期冶,

由于生态环境和生态类型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必然造成生态周期也是长短不一的。 为此,由于时间尺度的特

殊复杂性,可以把时间尺度理解为某种“类型概念冶,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概念冶。 从森林多目标经营的角度来

看,需要从森林多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时间尺度。 对于以木材利用即生产功能为主的森林而言,可以从十几年

到几十年来划分时间尺度,可以用轮伐期作为时间尺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发挥的功能,就需要几十年一个更长的时间。 而对具有水源涵养、防护灾害、保健游憩等功能的林地

应采用中期尺度例如上百年等。

4摇 露水河森林多目标经营尺度扩展分析

森林经营是一项带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工作。 在此以长白山区露水河林业局为例探讨综合景观

管理和流域管理,实现森林多目标经营单元的空间尺度扩展的技术手段。
露水河林业局为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由皆伐发展到采育兼顾伐、径级伐和皆伐,20 世纪 80 年代末

才转向择伐。 大量采伐使林区出现林龄结构不合理等各种问题[38]。
4.1摇 森林多目标经营目标

针对露水河林业局实际,设定森林多目标经营,在此将经济目标定义为以木材采伐量为目标;生态目标为

以林分多样性和森林顶极群落演替为目标;社会目标则以文化休闲等为目标,主要体现在森林景观的多样性

和完整性上。 并将露水河林业局森林多目标与时空尺度功能进行对应分析(表 1)。

表 1摇 森林多目标经营功能与时空尺度对应分析

Table 1摇 Forest multi鄄objective functions and correspond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类型 经营目标 时空尺度

生态目标
生态功能为主,兼具社会功能和生产功能,主要为符合露水河森林演替顺序,经济价值高,
生境条件相符合的林地,主要恢复阔叶红松林顶级群落

区域尺度为主,长期

社会目标 兼具社会功能和生产功能,较为符合森林演替顺序,经济价值价高,基本符合生境条件 景观尺度为主,中期

经济目标 以木材生产为主,发展方向不是森林顶级群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不是最佳生境 林分尺度,短期

4.2摇 森林多目标经营尺度扩展规划流程

露水河林业局现有林地经营类型包括禁伐林、限伐林和商品林。 其中禁伐林经营方案为禁伐;限伐林经

营要求为幼龄林不大于 30%;商品林经营要求为幼龄林不大于 40%。 目前的经营方案更多的是考虑了林分

尺度上的木材经济需求,对于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相对考虑较少。 考虑森林多功能的需求,使森林更新朝着

理想的状态发展,同时获得长期、中期、和短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对露水河森林资源进行多目标保护区

划,在原有分类经营的基础上将集水区、景观优质区、动物生境廊道、河流缓冲区(河流两侧 100m)、道路缓冲

区(两侧 50m)等划分为生态和社会功能林地,已实现生态和社会功能为主,可以小强度择伐。
遵循森林多目标经营的多尺度扩展思想,在此确立了“区域需求、景观规划、林分决策、因地制宜、伐植结

合冶的原则,建立起森林多目标的多尺度经营调控途径(图 1)。

5摇 结论与讨论

多功能林业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森林多目标经营则是重要的实现途径。 森林本身的特征以及

森林经营的行为特点决定了在森林多目标经营的过程中,要在多个时空尺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科学的森

林多目标经营管理应该是在研究森林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生态、社会、经济等需求,考虑林分、景观

和地理区域 3 个空间尺度和短期、中期、长期 3 个时间尺度。 在林分和短期小尺度上强调森林木材经济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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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露水河林业局森林多目标经营尺度扩展分析流程图

Fig.1摇 Scale analysis flow chart of forest multi鄄objective management in Lushuihe Forestry Bureau

接利用价值;在景观和地理区域空间大尺度以及中长期时间尺度上则需要强调森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突
出森林整体功能的发挥。 国内外众多的学者近年来也越多越多的呼吁把多个时空尺度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管

理的特征。
由于我国林业生产的地域广袤性,理性的时空管理是森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传统林业经营关注的

林分等基本空间尺度具有微观性、孤立性、内向性,已不能适应现代森林多目标经营所追求的实现更广泛的、
综合功能的趋势,在今后的森林多目标经营中应把空间尺度宜扩大到景观水平和区域水平,并考虑中长期的

经营。 这对于将来林业从“木材利用冶为中心转向“多功能利用冶为中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从多尺度进

行森林多目标经营需要较高的理论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因此未来理论成熟后,应注重在技术方法方面的转

化,使其能够在基层林业规划设计工作中等到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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