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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福建探索”
福建是南方重点林区，山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全省

2600多万农业人口，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对山区林区而言，只有大胆
探索、改革创新，把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
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2001年，武平县委、县政府开拓创新，从明晰产权入手，研究出台林改
政策，指导万安乡捷文村全力推行林改。同年12月，发放第一本林权证。

在全面总结武平县林改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4月，福建省制定下发
林改文件，并于次月在福州召开全省林改动员部署大会。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建林改使林业走上释放农村生产力、
激活林农积极性、建设美丽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

2002年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持续开展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
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山
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福建先后出台《关于推进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8份综合性林改文件。福建重点林区县的林改
领导小组组长均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
改的工作机制，建立自上而下、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步步见成效。

林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心系千家万户，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2006年以来，福建林改在完成明晰产权主体改革任务后，全面推进综合
配套改革，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积极探索林业经营模式，在引资入林、
资源保护、产业发展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创新创造，促进了林业高质
量发展。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福建实践”
林改对于推进新福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针对林改分山到户后出现的林业经营规模偏小、发展林业贷款难等

问题，福建省委、省政府大胆实践、持续用力，补短板、强弱项，闯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2018年以来，福建省林业主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高位推动，提出主
动融入新福建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全力
推进深化改革、绿化美化、资源保护、产业升级“四项行动”，打造林业生
态高颜值、林业产业高素质、林区群众高收入的新时代“三高”林业，把深
化林改作为首要任务，主动担当、积极作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取得丰
硕成果。

福建林改实践提供了“福建样本”，全省9项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
验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首批成果向全国推广。

以民为本，积极探索林业经营模式。始终把维护和发展林农的根本
利益作为林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培育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股
份林场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5955家，福建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扶持
标准化建设。引导林农因地制宜，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适度流转
林权，福建建立县级林权流转服务平台 66 个，有序流转林权 1800 多万
亩，促进林业规模化经营。三明市创新推出林票制度，制发可流转、可质
押的林票，目前，在12个县（市）163个村开展试点，实现林农、村集体、国
有林场三方共赢，入选全国首批林业综合改革典型案例。南平市开展

“森林生态银行”建设试点，建立林业资源管理、开发、运营新模式，入选
中国改革2020年度十大案例。推进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改革试点，
福建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 10亿元，完成赎买近 40万亩。积极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新途径，开展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完成交易256万吨、成交
额3861万元。

金融创新，全力推动森林资源变资本。开展林业金融改革，让青山
变金山、绿树变活钱、资源变资产。持续创新金融产品，推行林权按揭贷
款等模式，开发金融产品。2019年，创新推出系列普惠林业金融产品，目
前，累计贷款81.9亿元，为林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精准防控金融风险，
全省成立林权收储机构 50家，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森林保险、林权监
管、快速处置、收储兜底“五位一体”的风险防控机制，让林农贷款省心，
银行放贷放心，促进林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全面推进林业保险，全省
参保面积1.1亿亩，参保率超过90%。

绿色发展，做大做强生态富民产业。在念好“山海经”上做文章，大
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绿色增长、为民造福。福建出台扶持竹产业、
花卉苗木、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的文件，2020年，福建全省林
业总产值达6660亿元，成为当地林农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出台加快竹
产业发展七条措施，促进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2020年，福建全省
竹产业总产值786亿元。连续举办花博会，培育形成漳州水仙花等10多
个产业集群，2020年，全省花卉苗木种植面积142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
1062.5 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花卉出口额 1.65 亿美元，居全国首
位。出台加快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森林康养基地标准和
评定办法。加快国有林场“一场一景”和特色小镇等建设。2020年，福建
全省森林旅游全产业链产值达800多亿元，当地林农“美了山水，富了腰
包”。制定加快林下经济发展“八条措施”，各级财政加大投入扶持林药、
林菌、林禽、林蜂等林下种养业。2020年，福建全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
3176万亩，产值达706亿元。

服务至上，持续深化林业“放管服”改革。清新福建、快捷高效，真抓
实干、马上就办。实行行政审批“三集中”，实现全部事项“最多跑一
趟”。目前，共办理各类林业审批件1.65万件，按期办结率100%。突出科
技服务林改，“十三五”时期，组织1.1万人次深入基层开展“林农点单，专

家送餐”科技服务活动。培育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等社会化中介机构167
家，发展专业服务队伍674支，为广大林农提供方便快捷服务。推广电子
商务，搭建省级电商平台“闽山碧”，进一步拓展林产品销售渠道。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福建成效”
19年的林改实践，有效调动了林农积极性，山区林区释放出强大的

生产力，促进乡村振兴，助推脱贫攻坚，实现了荒山育成“绿山”、农民捧
上“金山”、发展有了“靠山”的转变。

绿色是福建最亮丽的底色，“好山好水好空气”已成为福建最闪亮的
品牌和独特的区位优势。

林改转了观念。通过持续深化林改，加强自然文化宣传教育，组织
开展“爱鸟周”“世界湿地日”“世界森林日”以及“春节回家种棵树”、创建
森林城市等活动，进一步强化广大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
发展理念的认知和理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守护青山绿水已成为福建人民的自觉行动，爱绿护绿植
绿在八闽大地蔚然成风。

林改美了生态。2002年以来，福建累计完成植树造林 3758.5万亩。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福建森林
覆盖率为 66.80%，已连续 40年位列全国第一。森林蓄积量从 2002年的
3.65亿立方米提高到7.29亿立方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福建山多林多，
生态省份特点十分鲜明。

林改富了百姓。林改赋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资料，通过发展竹业、木
本油料、花卉苗木、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促进了林农脱贫致富奔小
康。三明等主要林区的农户从林业发展中获得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
例超过30%。林改有力促进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助推了美丽乡村建设
和乡风文明。

林改强了产业。福建林业产业总产值从2002年的635.9亿元增长到
2020年的6660亿元，年均增长近14%。现有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25家、境
内外上市林业企业23家。商品材及主要林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林改稳了林区。通过分山到户、勘界发证、放活经营、创新金融、产
业富民等林改综合配套措施，破解了制约林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森林火
灾损失明显下降，盗砍滥伐林木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林区矛盾纠纷得
到化解，增加了林农收入，促进了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创新未有穷期，改革没有终点。面向未来，八闽务林人将始终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提
升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持续深化林改，创新体制
机制，促进森林资源增长、农民增收和林区发展，坚守初心、久久为功，无
愧时代、不负青山，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新福建建设再立新功。

福建省位于东南沿海，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省林地面积1.39亿亩、占土地总面积76.08%，其中，近90%属集体所
有，是典型的集体林区。

福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力促进了林业发展、林农增收和林区和谐。
成就绿水青山，富裕万千林农，福建将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更好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在推动绿色发

展、建设生态文明上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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