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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红花尔基林区林业资产的价值提升

财税学院　张晓慧

　　一、前言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境内，这里不仅有全国唯

一、亚洲最大的沙地樟子松原始森林，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红花尔基林区河流

纵横、湖泊遍布，物种资源丰富，具有繁多的动植物种类，并与广袤的鄂温克草原、巴尔

虎草原毗邻。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是国有林场，在１９９９年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以后，森林资源实现了双增长，固定资产实现大幅增值，林区职工收入快速提高，基础

设施明显得到改善，替代产业如森林生态旅游也不断壮大，国有林区改革体现出明显

的效果。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红花尔基林区的发展遇到瓶颈，需要考虑林业行业的发

展状况，同时借鉴其他林业企业发展的经验。本文通过搜集相关资料，梳理我国林业

行业的现状，对一些发展较好的上市林业企业进行分析，提出红花尔基林区林业资产

的价值提升策略，希望能够对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的发展尽一份力。

　　二、我国林业行业现状

林业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多个门类，是一个涵盖范围广、产业

链条长、产品种类多的复合产业群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促进农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和十分特殊的作

用。林业可分为很多子行业，如在上游有林木种植业、绿化苗木种植业等；在中游有木

浆业、人造板业以及其他木材初加工业；在下游有家具业、木地板业、建筑装修业、林化

产业以及森林旅游业等。这些细分子行业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各自市场供求环

境的影响，景气度也不尽相同。

林业第一产业可以分为木质林产品产业和非木质林产品产业两个种类。木质林

产品产业主要是木材和竹等产品，由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所以木质林产品的生产

在根据资源的生长周期进行科学采伐时能实现木质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非木质林

产品产业可以分为三个亚产业：经济林产业，即主要是指以林木作为劳动对象，通过其

周期性产出，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林产品获取经济收益的产业，像苹果、核桃、橡胶

等；野生动植物驯养繁育产业，即通过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和繁育，通过其繁殖实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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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量的增加并实现其经济效益的产业；林副产品生产业，即在林业经营过程中根据当

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在所从事的林下养殖和种植的产业。

林业第二产业包括木质林产品和非木质林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木质林产品加工

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木竹加工业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木质、竹藤工艺品及家具制

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其中，木竹加工业及竹、藤、棕、草制品业是根据原料的性质进

行深加工，成为人造板、编造工艺品等实现和提高其经济价值的过程；木质、竹藤工艺

品及家具制造业是对木材和竹藤等原料进行加工成木质家具的过程；造纸及纸制品业

是根据林木的化学特性加工成纸浆并最终加工成纸的过程。非木质林产品加工业包

括林产品化学产品制造业、驯养动物产品加工业和林副产品加工业三个方面。林产品

化学产品制造业是根据林木和林产品的化学性质生产碳、医药、橡胶等化工产品；驯养

动物产品加工业是在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经过后期加工成食品、药物等产品的产业；

林副产品加工业是通过对林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形成产业链，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

林业第三产业也即森林服务业，可以划分为森林生态服务业、森林旅游业和其他

森林服务业三种形式。森林生态服务业主要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人类正在面临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的严重挑战，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形成碳汇的

功能是缓解温室效应的有效途径，所以，森林生态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目前的

发展还受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产业规模和发展速度相对有限；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森林的旅游观光功能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闲娱乐场

所，森林旅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产业；其他森林服务业主要是指除了森林

生态服务和森林旅游业之外，由其他森林服务功能形成的产业，比如，对森林的科研、

教育、国防等功能的需求所形成的产业。

２０１１年，我国林业产业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３０５９７亿元（按现
价计算），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７８１８亿元，增长３４３２％。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
２４２９％、４０５１％和４２１２％。林业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由２０１０年的 ３９０５∶５２１４∶８８１
调整为３６１４∶５４５４∶９３２。分地区看，东部１０省林业产业总产值比重较大，占全部林业
产业总产值的５０８１％；中部６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为６００９９１亿元。东部省份林业产
业总产值增长最快，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２０００亿元
的省份共有５个，分别为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和江苏。

我国每年消耗木材２６亿立方米，进口１１亿立方米，每年木材短缺１５亿立方
米。根据测算，２０２０年全国木材供应缺口将达１５３～１７３亿立方米。这些缺口都要
依赖进口解决，导致我国木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４０％，木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２０１１年，全国木材产品市场总供给为 ５０００３９９万立方米，比 ２０１０年增长

１５７８％。其中，进口原木及其他木质林产品折合木材２２３７５１２万立方米，国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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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产量为８１４５９２万立方米，木质刨花板和纤维板折合木材１３５４５９７万立方米，农
民自用材和烧柴产量为 ４０３６９７万立方米，由于超限额采伐、上年库存等形式形成的
木材供给约为１９００万立方米。全国木材产品消耗总量为４９９９１９１万立方米，比
２０１０年增长１５７８％。

　　三、针对国内部分林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一）升达林业
升达林业公司是从事林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企业，主营业务为强化木地板、实木

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等木地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林木种植业务，产量、销量和品

质均排名国内同行业前茅，主导产品为 “升达”牌地板。大股东升达集团名列四川省

工业企业最大规模、最大市场占有份额、最大纳税５００强、最佳效益２００强、成都市工
业企业５０强之一。升达公司在同行业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强化木地板连续多年
全国市场销量排名第二，２００６年竹地板市场销量排名第一。升达公司自２００３年开始
实施“林板一体化”发展战略，“林板一体化”属于国家长期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公

司一直致力于不断巩固和完善一体化产业链布局，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初步形成

“林木种植—中纤板—木地板”的一体化产业链，成为国内林业行业“林板一体化”经

营模式代表企业之一。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以及其他自有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公司人造板产品产能迅速扩张，而且增加

了木门等新产业链，在丰富公司产品结构的同时，公司在资源整合、科研开发、资本运

作、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不断提升。

（二）吉林森工
吉林森工公司是以森林培育和林木采伐为基础，以林产品加工为主导，以科技开

发为动力，林工贸结合、产加销一体的现代化大型森工企业，主营业务为森林培育和采

伐、木材、木制品、人造板、林化产品加工和销售以及食用菌、动植物、林副土特产品、机

械电子、建材、保健品加工和销售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以绿色人造

板为主的“露水河”牌刨花板系列产品，连续多年被评为省、部优产品，已成为国内知

名品牌。由于森林资源是稀缺资源，公司控股股东森工集团及其所属企业拥有丰富的

森林资源，公司所属人造板生产企业又多数位于森工集团经营区内，公司可以充分合

理地利用股东所拥有的森林资源和综合服务优势，获得持续稳定的木质原料、用水、用

电的供应渠道，节省运费、降低采购成本，保证供应及时，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通过

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确保公司精干高

效，专注于核心业务发展。

（三）永安林业
永安林业公司是全国首家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上市公司，主要产品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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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低／中／高密度纤维板、强化木地板、甲醛、胶粘剂等。公司拥有“永林蓝豹”“永林”
“企鹅”“蓝豹”等注册商标，“永林蓝豹”获中国驰名商标，“永林牌”“企鹅牌”“永林

蓝豹”均为福建省著名商标。“永林蓝豹”中密度纤维板和强化木地板被评为福建省

名牌产品。公司是国家林业局第一家工业原料林采伐管理试点单位、全国首家设立博

士后工作站的林业企业、全国耐寒桉树树种研发中心、全国第一家《森林经营方案》获

得批准实施，并被国家林业局作为范本在全国推广的企业、全国森工系统营林先进单

位、第四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第二届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全国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建省品牌农业金奖企业、福建省省级技术中

心、福建省木材加工行业第一强。公司的１８２万亩森林资源是公司核心资产，目前由
于受砍伐政策的影响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未来森林资源和林地资源都有很大的增值

空间。公司目前拥有１８２万亩林地，因为林木资产在会计上以历史成本计量，生物资
产会不断生长，会有大量的增值。随着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和限伐政策的放宽，

林木价值有望实现重估。

（四）中福实业
中福实业公司原来是一家从事工程总承包、二级房地产经营和工业生产资料等业

务的上市公司。公司大股东山田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新股收购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

限公司６６２３９％的股权并置出原有资产，公司的主业由此转变为造林营林、林产品加
工与销售。福人林业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是森工股份制的龙头企业，主要产品
有杉木、松木、杂木等原木，中密度纤维板、滑梯板、涂装系列产品等。在公司林、木主

业发展遇到政策和市场瓶颈时，面对困难的市场环境，中福实业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

抓住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平潭的大开发正式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适时做出了进军平潭的战略部署，于２０１１年９月与平潭管委会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这为中福实业公司今后三到五年的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新利润增长点的基础。公司加快平潭项目建设，实施发展规划，注重培育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在平潭项目建设中着重探讨如何将公司现有的林地资源有效利用和发挥

中福林业育林造林优势，探索部分林地资源转型，实现景观林的苗木培育及供应基地，

使林地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提升。

　　四、红花尔基林区林业资产价值提升的策略

根据林业行业的特性，林业类企业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森林资源蓄积量及其变化

以及企业的产业链生产加工一体化程度。林木种植业企业通过养林即森林生长增值

获益，其盈利模式主要重在林木数量的增多，取决于拥有稀缺林木资源的数量。通过

对林业行业现状以及上述林业上市公司的分析，红花尔基林区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注

意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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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控稀缺资源
林木资源和林地资源自身的稀缺性和对林业企业经营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林权

制度改革的深化，一直以来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低估的林木资源和林地资源价值重

估是不可避免的。红花尔基林区是全国唯一、亚洲最大的珍稀沙地樟子松林，被誉为

“樟子松”的故乡，是稀缺资源，目前不管是林木还是林地都处于低估的状态。未来该

森林资源的价值会大幅度提升，红花尔基通过稀缺资源的掌控也会使林区林业资产价

值大幅提升。

（二）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适合的产业链
“一体化”是当前诸多林业企业的选择。产业链向两端延伸，才能更好地提升林

业企业的价值。种苗、育林关系到经营的主动权，林板、林化、林纸深加工关系到附加

值的提升，而红花尔基林区自１９９９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木材产量大幅减产，
林区应积极探索林业产业发展模式，依托樟子松林区资源优势，重点打造以森林生态

旅游为主导的优势产业，形成以森林资源管护为基础，森林旅游为龙头，林木资源开发

为重点，林产品加工、种植、养殖为补充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林业接续替代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品牌建设，强化林业的生态功能
１９９９年，红花尔基樟子松森林公园开始筹建，２０００年正式运营，以樟子松森林和

草原湿地为主体景观。目前红花尔基紧紧围绕打造“樟子松故乡”这个品牌推进各项

工作的开展。但是，目前品牌的认知度范围相对较小，旅游业的发展虽具备了一定的

规模，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红花尔基森林公园应当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

扩大知名度，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树立良好的品牌，这对红花尔基林区的发展及林

业资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资源优良、生态良好是红花尔基林区最大的优势，

也是林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应当使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建设品牌的过

程中发挥最大的生态功能。

我国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林业工作将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标，

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加快发展现代林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红花尔基林

区正在全力提升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发展水平，从长远看，将会大幅提升林业资产

的价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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