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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下经济是中国进行生态化建设和振兴乡村经济的新兴产业之一，其将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构建成有机统一体，对生态

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效用。发展林下经济应重点关注地域差异，通过政府制定配套政策；简化手续、因地制宜，做好科学

规划工作；重视扶持龙头企业；增强技术培训，以此实现林下经济的预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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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林下经济离不开林地资源和当地环境的支持，

其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

展林下经济可栽植林木，培育林苗和林草，也可以进行

林下喂养。当下我国林下经济实际发展进程缓慢，无法

与当前经济进行协调发展，难以为乡村经济的振兴提供

强大助力，这与当地的政策、创业服务、组织构建等因

素有关，为了让林下经济得以持续良好的发展，本文针

对如何有效发展林下经济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1  林下经济的概念 

林下经济主要依靠林地资源、当地森林生态环境发

展而起的林下种植业、采集业、旅游业、养殖业等，其

中还包括了林中产业和林上产业。对集体林权进行制度

改革之后，集体林地就分配给了农户，需要其科学管理

林地，林下经济属于复合型的农业体系。发展林下经济

需要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栽种植物，培育微生物和动物，

开展其他经济活动，主要为获取经济效益开展的一种新

型林业生产模式，需要重点考虑该区域的资源、人文优势，

能体现出游览观赏、经济发展的功效。林下经济具有立

体性、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需要最终将林业、牧业、

农业等产业链整合成复合型产业结构。在管理林业方面，

需要加强畜牧、林业、医药等领域的联系，在生产方面

贯穿至千家万户，在服务方面集中在产前、产中、产后

这些阶段 [1]。 

2  林下经济的主要模式

2.1  林下栽植 

（1）发展林下经济需要栽种一些林粮，林粮除了涉

及日常主食之外，还涉及各种绿色产品和干果，如粗粮、

豌豆、板栗、枣树等。另外，还涉及块茎植物，如洋姜、

魔芋等，能够将其通过加工变成粉条食品。这种模式适

宜栽种在速生林区域，要求周边树木小，遮阳少。（2）可

实施林油模式。涉及的油料作物包括油茶、花生、核桃

等木本植物，还可按照地质情况栽种一些草本植物。比

如紫苏、茴香、薄荷，能够有效避免该区域出现水土流

失问题，有效增强土壤肥力。（3）森林拥有充足的湿度

和氧气含量，且昼夜温差不大，日常光照不强，可在发

展林下经济过程中栽种菌类的蔬菜。比如香菇、甘蓝、

菠菜、洋葱、鸡腿菇等蔬菜或者其他野菜，还可种植一

些含有丰富营养、污染少的药材，如白芍、金银花等。

（4）种植林苗过程中需要考虑林下的昼夜温差情况，当

其昼夜温差小时，可进行一些苗木和花卉的种植，按照

当地市场需求多品种种植花卉，促进林苗行业全面发展。

（5）在发展林草模式时，其区域能提供广袤的森林资源，

种植的林草种类繁多，应种植一些牧草或者粮草，构建

草坪，以起到固化土壤、达到绿化效果。 
2.2  林下喂养 

（1）林禽模式。速生林区域种植一些杂草和牧草，

可在周边区域建造围栏，养殖一些柴鸡、 鸭、 鹅等家禽，

能有效防止该地区出现病虫害现象，可为牲畜带来优质作者简介：邓传文（1984—），男，研究方向：林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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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料，养殖期间应做好防疫工作。家禽产生的肥料能使

林地更加肥沃，并且远离村庄，避免产生一定污染，生

产出来的禽类产品具有绿色无害的优点。（2）林下饲养

牲畜主要有放牧和饲养两种模式，可引进奶牛、肉兔、

奶羊等牲畜，能让放养的牲畜拥有良好活动场地，有益

于牲畜的繁育和生长。另外一种则以饲养家畜为主，可

在树冠遮阳处饲养肉猪。 
3  林下经济发展的现状 

3.1  配套政策匮乏 

目前，我国在发展林下经济方面依然处在初期阶段，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却严重缺乏开发的机会。为了

让林下经济尽快发展起来，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为发展

林下经济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但是，各个地区在发展

林下经济方面依然处在边探索边发展的阶段，制定的政

策和执行力度不尽如人意，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旧处在空

白阶段，需要在发展林下经济过程中有效处理此项问题。 
3.2  高难度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因地制宜目标

林地经营权在几经流转之后覆盖的农户数量繁多，

大面积的流转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并且林地流转

的价位也随之升高，在增加土地成本的同时，会阻碍林

下经济规模化的发展，后期在因地制宜方面难以科学有

效地进行定位，无法使林下经济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3  投资资金匮乏 

要想使林下经济拥有良好前景，需要投入一定的资

金量，不少农户因为资金不足问题，影响了林下经济的

发展速度，并且还难以为其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仅仅

依靠林地资源的想法过于片面化。同时，还需要使林地

周边拥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充足的水电设施，以及

先进的通信设备，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林地经济能否

快速健康发展。 
3.4  缺乏带头企业 

发展林下经济需要熟悉市场环境、产业的真实状况，

还需要考虑所配置的劳动力资源，能够拥有保障性资金

和技术的支持。尽管全国范围内已经拥有上百家农业企

业，但是能够起到带动作用的企业少之甚少，规模并不

大，实际加工实力也不强，多数企业自身产业链不健全，

企业和大户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构建的利益关系不紧密，

小微企业和刚步入林下经济的企业难以起到支撑作用。

如果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无法使林下经济发展壮大，

甚至会出现倒闭问题。 
3.5  劳动力供给和能力不足 

林下经济属于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输入大批

劳动力，如果当地的经济发展缓慢，容易流失大批劳动力，

留下来的妇女、老年人本身积累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并

不多，致使发展林下经济过程中容易出现劳动素质偏低

的问题，无法使林下经济得以持续良好地发展 [2]。 
4  发展林下经济的有效对策 

4.1  政府制定配套政策 

林下经济的发展要想迎来胜利曙光，单靠企业、林

地资源、农民无法实现预期发展目标，需要当地政府部

门适当介入，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只起到引导作用。2021
年出台的《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 年）》（以

下简称《指南》）中明确要求，应使各地区确立林下经

济的发展方向，增强森林资源的使用率，为实现乡村振

兴和生态文明目标作出新的贡献。各地政府部门应根据

近年全国的林下发展情况、产生的问题、取得的成就进

行反思总结，制定总体的林下经济发展布局计划。政府

部门应关注本地区重点发展领域，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

任务，《指南》中还提到了应进行品牌建设，构建健全对

应的流通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林下产品的质量安全标

准，能展现出智能化、机械化的发展规模，应落实好配

套的政策体系等。桂林龙胜地区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应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下经济示范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关注该项目的扶持方式，可通过采取“以奖代补，

贷款贴息”这两种扶持方式，完善林下经济的建设机制。

同时，政府部门应关注申报的项目。比如，品种范围、

项目布局、技术资金等内容，应不断完善申报程序，使

项目更加真实可靠。相关部门可通过媒体向大众宣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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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源所具有的优势，并鼓励农业部门、社区参与到宣

传林地经济的过程当中，可在不同媒介宣传具体的申报

指南，让市级以上林业部门进行复核。另外，政府部门

应监督和指导林下经济项目的评审工作，为需要申报的

企业和个体强力推荐当地的优选项目，后期应做好项目

动态管理工作，建立完整的生产管控、营销财务、带动

农户等档案存储工作。省级政府部门应组织县级和市级

林业部门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向其提供完整的验收报告，

并按照验收结果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意见，将其当作绩

效考核标准，以此增强政府和各地林业部门的林下经济

组织布局能力 [3]。

4.2  简化手续、因地制宜，做好科学规划工作 

发展林下经济需要做好专业建设工作，应提前为其

提供便利的交通、信息通信、水利、电力等方面的支持。

地区政府应根据当地的林地资源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林

下经济发展计划，不得出现照搬照抄现象，并做好科学

编制工作，统筹安排林下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明确林下

经济的具体发展规模和定位，兼顾好扶贫工作。同时，

还需要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以

保障当地的生态资源不被破坏，为其发展带来综合效益。

桂林龙胜地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0%，属于典型的林业发

展区域，本地区按照“生态立乡”将生态与旅游、扶贫

构建成三位一体的发展形式，采取了“荒山造林”“革

新造林”等方式，创建毛竹、油茶、杉木等生产基地，

顺利实现生态转型目标。在进行扶贫过程中，鼓励林下

建设人员参与种植野生百合、笋竹、药材等林下产业建设。

此外，还开展了养殖业、种植业、森林旅游等优势产业，

为广大农户增加了日常收入。桂林龙胜地区民族文化、

生态环境具有特色，可大力将当地的林草产业呈现出品

牌化特色，让当地富有特色的林产品披上“土字号”“林

字号”品牌外衣。桂林龙胜地区按照“生态立县”“绿

色崛起”的发展战略，以“生态、扶贫、旅游”为发展

主题，将生态旅游作为主要林下经济产业之一，加大花

坪林区、南山牧场、里骆林场、龙脊湿地公园等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使其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资源。并且根据

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气候条件，种植了五针松、桫椤、红

豆杉等植物，还把龙脊茶叶、香菇、茶油、黄金菊、南

山梨、凤鸡、山羊作为林下产业的特有产品。桂林龙胜

地区在发展林下经济的过程中，简化审批手续，建立了

全国性的森林养生基地和康养基地，并且已经建立罗汉

果、猕猴桃、椪柑、南山梨等特有林下品牌产品，龙胜辣椒、

龙胜红糯、皇金菊、龙胜凤鸡等 8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已获得认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

龙胜地区还创建了白百合、山苍子、草珊瑚等试点项目，

使当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规模更加多元化。 
4.3  重视扶持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相比于其他小型企业具有各种优势，桂林

龙胜地区应重点扶持规模大的龙头企业，将其当作发展

林下经济的主体，可按照“扶优扶强”的实施原则，让

龙头企业担当林下经济建设的主导者，构建养殖、种植、

生产以及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同时，当地政府部门

应给予龙头企业拓宽发展链条，可将生产、加工、销售

作为林下经济建设的主要产业体系，加大深度加工生产

的力度，为其提供附加值，还可通过建立示范性基地，

向社会面广泛宣传林下经济，以此向龙头企业提供经验

和正确做法。另外，可通过当地的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

抖音、快手等媒体，加强宣传桂林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

情况，给予龙头企业技术方面的支持。

4.4  增强技术培训，注重服务工作 

针对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劳动力不足、劳动者

专业水平不高的问题，应重点关注技术培训。桂林当地

林业站可通过将水利、医药、农业、林业等部门的技术

相整合，构建专业的技术队伍，积极对养殖户、种植户

以及参与林下经济建设的群体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建

设期间，可通过互联网、林业平台、服务热线等渠道，

帮助他们随时解决林下经济发展困难，还可通过资金和

福利待遇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参与林下经济建设，向林下

建设人员传授复合种植的模式和技术知识，并到现场进

行指导，帮助农户随时答疑解惑。同时，可定期举办业

务培训班及种植座谈会，为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提供助力。

另外，应注重开辟林下产品网络营销渠道，为乡镇地区

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5  结束语

总之，通过在发展林下经济过程中政府制定配套政

策；简化手续、因地制宜，做好科学规划工作；重视扶

持龙头企业；增强技术培训，能为林下产业提供良好的

可持续发展动力，进而让林下经济顺利高效实现预期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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