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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突出问题

———基于对红花尔基林业局基层的走访

劳动经济学院　方　志

【摘　要】　我国林业事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林业人才，但从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现
状来看，我国林业人才总量短缺，并伴随着诸多结构性问题。本文在对已有关于我国

林业人才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内蒙古红花尔基林业局的人才现状的调查，从

中发现我国林业发展新形势下的林业人才的新的突出问题，即人才老龄化严重，城市

化加速造成内部人才补充后续力量不足，以及满足新形势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不足。

在对相关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一些相关的改进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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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有研究中对我国林业人才发展问题的分析

人才问题向来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的问题，对于事业发展的成败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人才的基础支持工作。而在新形势

下，我国林业改革的不断完善，以及林业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无不对我国林业人才提出

新的需求。可以说，我国未来林业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和我国林业人才的发展状况密切

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全国林业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在规划中，

对我国林业人才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按照规划，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目标是：预计

到２０１５年，我国林业系统中人才总量将达到９０５万，其中，专业技术人才达到４０５
万，高技能人才达到 ２０５万，本科以上学历人才达到 ３１３万，占整个人才队伍的
３４６％，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才达到３８万，占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９４％。规划目标
相对明确，但从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现状来看，还与规划目标之间存在一个十分大的

缺口。我国林业人才总量，尤其是高层次林业人才总量都与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需求

不相称。

对于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问题，已经有众多学者以及林业系统实际工作者进行了

较多的理论和调查研究。在诸多关于我国林业人才问题研究的文章中，大多数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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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于我国林业人才的使用一定要尊重工作岗位本身的人才需求规律。在这个方面，

对于需要其他专业技术的经营性的岗位更要谨慎关注，要处理好普通管理类人才以及

专属类人才、党政人才以及经济工作人才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人才的使用中注意激

励工作的创新。对于一些以经营为主的部门，在考核中需要同政府职责类岗位区别开

来。同样，对于这些岗位的领导，需要避免因其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属性的角色

模糊而造成激励无效问题。最后要对当前我国林业事业发展中一些最为紧缺、最为重

要的人才给予更多重视、更多关注。对于林业事业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岗位，需要

在人才开发工作中作为亟需人才列入工作计划，并在更高层面上统筹引入和统筹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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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的成果，这当中，吴秀萍、敖安强、王庭秦、朱宗武和张劲松等人是近些年来基

于全国林业系统的人才问题进行的宏观研究的代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是采用全国林

业系统的调查数据以及其他一些宏观数据，对我国林业系统人才问题的现状具有很好

的分析。无论是关于我国林业人才的区域性研究，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宏观研究，综合

已有的关于我国林业人才问题的分析，我国林业人才发展中主要存在一些为大家所共

同认可的问题：一是我国林业人才总量上欠缺，无论是各省的林业系统，还是全国大的

林业系统，对于林业人才的需求总是存在缺口的。二是我国林业人才总体水平较低，

反映在整体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培训水平以及职称拥有数量上。三是我国林业人

才还存在诸多结构性的问题，在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的表现。四

是我国林业人才的使用还受制于我国林业系统的改革进程，还存在一些落后的现状。

当然，我国林业人才问题多，基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各个区域中还存在各

自不同的林业人才发展问题，但以上四个方面，通常在不同的关于我国林业人才的研

究者的文献中最受大家关注。

　　二、新形势下我国林业人才发展中的问题

２０１３年７月，笔者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时机到内蒙古红花尔基林业局（文中简称
林业局）基层进行走访，走访中笔者到林业局基层当中的管护站进行考察，并与同事

一道参加了由林业局领导参与的交流会谈，从中对红花尔基林业局及其下属单位有了

一定的了解。在考察与交流的过程中，林业局相关人员谈及了林业局的各项情况，这

当中最让笔者感触的是林业系统的人才发展问题。

红花尔基林业局成立于１９７０年，隶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林业局。林业局地处大
兴安岭林区与呼伦贝尔草原过渡带，是全国唯一、亚洲最大的珍稀沙地樟子松林，被誉

为“樟子松的故乡”。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是国家指定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种子林基

地和国家重点防火林区，建有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樟子松良种基地和

国家樟子松森林公园。林业局１９９９年被列为国家天然林重点保护林区，下辖６个林
场，现有职工１１１５人，林业总人口３７２４人。

按照林业局领导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东北特殊的开发优先政策造成了

我国东北大部分林区“先有林业（局），后有政府”的情形，很长一段时间内，林业局承

担了全部或者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功能，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政企合一”的情况。在此

背景下，林业局系统很自然地形成了大而全的特色。为此，在人才积累以及人才发展

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林业改革不断深入，大的

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先前的传统环境以及传统做法正在不断改变，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目前林业局在人才发展中开始出现新的突出问题。已有文献研究中提到的我国

林业系统人才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大多数在红花尔基林业局都存在。林业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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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施业区总面积为５９８万公顷，林地面积为１９５万公顷，如此广袤的地面上，全局职
工总人数只有１１１５人。在这１１１５人当中，干部１２３人，专业技术人员只有１５３人。
由此可见，在人员总量上，林业局属于紧缺状态。此外，其他林业系统中所提及的人才

学历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林业单位落后的人才管理理念在红花尔基林业局中都

是有所表现的。

不同于已有研究中的我国林业系统人才发展的问题，笔者在对林业局基层走访过

程中发现，相比以前研究中所提及的一系列问题，林业局在人才发展中还面临本身最

为突出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林业局人才老龄化现象严重，受制于其他行业的压力，人才补充存在困境。

在我国，林业人才年龄结构老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相比其他行业，我国林业人才平

均年龄偏高，年轻人进入意愿偏低。以红花尔基林业局为例，林业局的职工平均年龄

已经达到４０岁。访谈中，林业局领导纷纷表示，受制于林业系统工作的特殊性，工作
环境相对恶化，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入该系统工作。

笔者之所以把人才年龄结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通过走访，笔者认为，相比前

些年的林业系统人才结构失衡问题，当前我国林业系统的人才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同

时，人才老龄化的构因也更加深刻。造成我国当前林业系统人才发展问题的诸多主要

原因，往往同宏观环境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换句话说，我国当前林业系统的人才发展

问题是同当前的新形势密切相连的。具体来说，影响当前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构因往

往是既有早先传统影响因素，也有新形势下的新原因。从早先传统影响因素来看，主

要是林业系统收入偏低、工作场所偏远和工作环境恶化等；从新形势下的环境变化来

看，影响当前我国林业系统人才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人口老龄化、人口城市化、人才流动

加速、宏观经济发展造成的行业之间人才竞争的加剧等。这些新形势下的影响因素往

往同传统影响因素一同造成我国林业人才供给的困难。

从我国林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早期我国的林业工作虽然也是艰苦，收入同样

相对偏低，工作环境相对困难，但在早期，我国林业的工资差异在第一产业以及不少行

业之间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加之，林业系统自身特有的事业单位编制的吸引，林业

人才发展虽然也有困难，但并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人才补充困境。而在当前，随着宏

观环境的不断变化，林业系统的收入相比其他行业明显偏低，而人才的流动性增强，使

得人才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流动，从而造成人才在更大范围内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林业人才的发展需要在新形势下承受在整个社会全行业内追求平均工资的压力。

此外，人口城市化以及人才的加速流动可能对我国林业人才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相

比早期，人口城市化成为当前我国人才流动的主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

过５０％，我国当前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更多地偏向城市，这使得在新形势下，即使
不存在收入偏低问题，同样在新人才的引进上形成对林业系统不利的局面。以红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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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林业局为例，２０１１年，林业局职工平均月工资为３１３４元，林业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１０２１２元，这在全国林业系统中基本上处于偏上的水平，同其他行业平均工资相比也
处于不低的水平，但尽管如此，在当前情况下，林业局在人才引进上依旧处于不利地

位，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林业局工作。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林业人才发展遭遇到新

形势下的人口城市化影响以及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后其他行业的更多竞争。

第二，伴随形势的发展，国家对林业事业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传统林业的封闭格

局造成了人才供应不足，尤其是承担新任务、新职责的新型人才严重不足。

我国林业事业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对于我国林业事业重

新作出定位。进入新世纪，伴随全球对于生态文明的重视，国家对于生态文明以及可

持续发展越来越加重视，在此背景下，我国林业事业的主导需求从先前的林业采集、简

单加工逐步转向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上①。为此，我国林业事

业在原先传统角色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新角色职责，从而在传统林业的基础上新

添了多项全新的工作，造成了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林业事业具有

自身的行业特征，在同一个林业系统的从属下，林业事实上是同时存在着第一、二、三

产业的。我国传统林业中第一产业占据过多的比重，而在新形势下，我国林业事业中

的第二产业比重开始增加，这当中以林产品的深加工最为典型。而伴随我国对林业事

业的新定位，以及林业改革的加速，市场化的不断深化，使得我国林业事业开始涉足越

来越多的新兴产业，这当中涌现了许多既属于林业也属于第三产业的细分行业。这些

第二产业中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三产业中新加入的行业和部门，无不对我国

传统林业人才储备形成挑战，从而在很多方面形成对新型人才、高科技人才、多元化人

才的迫切需求，在短期内林业人才补充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形成了人才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

以红花尔基林业局为例，交流中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林业局的主导工

作，经历了一个从早先的以开发采集为主，向现在的保护养护为主的重大转变。自

１９９９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木材产量大幅调减，林业局在第一产业中的工
作职责减轻，而随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工作职责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加。林业局转

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林业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樟子松林区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以森

林生态旅游为主导的优势产业，形成了“以森林资源管护为基础，以森林旅游为龙头，

以林下资源开发为重点，以林产品加工、种植、养殖为补充”的林业产业格局。

相比先前传统的工作，当前林业局的工作中“有增有减”。减少的部分表现为：随

着宏观体制改革的深化，林业局从早先“大而全”的事实上的政府开始转换角色，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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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国家将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安全作为新时期林

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认为“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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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原本应该由政府执行的工作职责，随着当地政府的建立与完善，逐渐转移至

由地方政府负责。目前林业局已经将大部分职责转移出去，但仍然保留了消防以及医

院等少数职责。可以预测的是，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这当中的一些职能职责

可能进一步地向地方政府转移。增加的部分表现为：除了早先拥有的少数第二产业

外，林业局还将加工、种植、养殖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同时，还新增添了与先前工作差异

重大的林业旅游工作。工作内容的变化，形成了对适应新工作、符合新要求的新型人

才的需求，而这类人才往往同传统林业人才差异较大，为此，林业局短期内很难及时得

到此类人才的补充。更进一步分析，仅从林业旅游来说，笔者走访了林业局下属的旅

游点，虽然林业资源优势充足，自然风景优美，但相比我国其他地方的已开发的旅游场

所，林业旅游在宣传、策划、管理和服务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整个旅游点还有一种初

创的感觉，这也反映了林业旅游在新型人才上的严重不足。这一点在笔者同林业局领

导的交谈中也得到了他们的坦承认可。

　　三、认清当前我国林业人才问题的深层原因，加强林业人才开发

通过文献研究以及对林业局基层单位的走访，笔者发现，当前我国林业人才事业

呈现出一些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除了前面笔者特别指出的两个突出方面外还

存在另外一些复杂的表征。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共性的问题，在先前的文献中有较多

的学者已经指出，我在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目前我国林业人才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究其原因，大多同我国林业事业发

展的阶段性有关，这种阶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林业人才问题中有很多是

属于早先复杂问题的遗留，是我国传统林业发展方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

的一系列问题。过于封闭的行政体制，加上落后的管理方式，与我国林业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在林业体制改革中有一部分已经瓦解，而另一部分则继

续以不适应的形态保持下来。另一方面，我国林业人才发展的问题，又是同我国林业

事业的新定位、新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形势密切相关的。在新形势下，我国林业事业遇

到新的挑战，面临新的任务，需要新的突破，这在固化的体制性约束下很难在短时间内

完全得到缓解，从而形成了新的问题，或是造成了原有问题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在原有

问题上呈现出新的表征。简单来说，这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当改而未改”；另一个

是“需进一步改革”。

在详细分析当前我国林业人才发展问题的原因之后，笔者认为，解决目前林业人

才发展存在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我国林业人才的开发。具体来说，需要进行以下

两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进一步改革我国林业事业的体制，摒弃传统的不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新

形势下形成适合我国林业事业转型与发展的创新性的新规章、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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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改变我国传统林业系统的封闭性，增强开放性。我国政府对于林业事业有

了新的定位，赋予了新的使命，这种形势的转变，使我国林业事业具有了整个国家层面

的重新角色定位，使我国林业事业同国家其他行业系统之间的交叉增多；同时，系统内

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转化加速，为此，需要我国林业人才的发展突破早先的封闭的

情形，从更宽广的外部系统以及系统内部进行人才开发与挖掘。

二是要进一步理清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在新形势下，整个系统内部工作重心转

变，林业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转化加速，必然伴随职责的交融、功能的融合、权

限的重叠等一系列的变化。在此背景下，需要从发挥整体功能以及各子系统均衡的方

面来进一步认清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澄清各自的行政以及经营的边界。以红花尔基

林业局为例，林业局与地方政府、林业局内政府职能管理部门与下属经营部门、养护部

门与开发部门之间的各自边界便是一项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工作。

三是要明确对林业系统内部各个组织及其成员身份的科学认定。属于政府职能

管理的归政府口，属于事业属性的归事业口，属于企业经营性行为的归企业口，各自在

引进、激励、保持等方面按照各自属性进行。此外，对于同一个大组织之下的成员，还

需按照各自从属的产业属性以及具体工作属性进行认定。以红花尔基林业局为例，在

座谈中我们得知，林业局目前存在“政府部门，事业属性，企业管理”这样的较为模糊

不清的身份困惑与危机。

第二，在对我国林业事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关注人才开发方式的进一步改进。

一是要进一步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在人才引进上，首先要打破原有的自我封闭的

格局，将人才引进放到更加宽阔的全社会范围。在新形势下，我国林业事业出现了新

的需求，许多新近出现的工作职责无疑需要更多类型的人才，传统林业事业系统对于

林业人才培养的同质性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人才的填充，为此需要从更宽广的外部系

统引进。在此过程中，对于引进手段、方式自然地也需要随之进行变换。其次，我国现

有的林业新进人才的引进工作，过于倚重我国林业及农业院校的自我开发，而在新形

势下，我国林业事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以及

一些新产业的衍生，很多领域需要经营活动全流程的各种类型的人才，这些人才在短

时间内很难通过林业和农业院校的自我开发而及时获得，为此，在我国林业事业的人

才引进中需要在关注林业和农业院校的主导性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类高

等院校的合作。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才使用方式的创新。在林业事业人才的使用上，首先要尊

重林业事业的具体工作属性以及工作内容的需求。如前所述，我国林业事业的内涵正

在不断扩展，正呈现出“大林业”的特性。有别于传统的一元化以及高度同质化的林

业事业，目前的林业不同工作属性、不同工作内容之间的岗位的差异呈现出加大的趋

势，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往往对林业员工的素质和技能有迥然不同的需求，为此，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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