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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经营管理系统的多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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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经营管理应以生态学的等级理论与尺度理论为基础�进行多层次的经营管理．从森林生态系统层次性的角度�
通过对法正林、检查法与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的组织层次的分析�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多层次经营管理的思想．法正林的核心
组织层次是经营类型�并考虑到林场与林分上、下两个层次；检查法的核心组织层次是林分�上、下两个层次分别是经营作
业区与林木个体；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反映了多层次经营管理的趋势�并强调景观水平的重要性．多层次经营管理能体现不
同的主导目标需求�能用于指导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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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mana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hierarchy and scale theories of ecology�in order to conduct mult-i level
management．The analysis of a normal forest�the control method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shows that they all
represent some idea of mult-i level management．For a normal forest�the focal level is the working group；its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re the forest farm and the forest stand．However�the forest stand is the focal level of the control
method�of which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re the working section and individual trees respectively．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the trend of mult-i leveled management is embodied and the landscape level is emphasized．
Mult-i level forest management can reflect dominant function goals differently and can guide forest management to
benefit the forest．
Key words　hierarchy theory�normal forest�control method�ecosystem management�forest management

　　现代森林经营管理不断吸收与借鉴先进的思想与

技术�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现代生
态学理论都已成为森林经营管理理论的基础．在美国
与加拿大兴起的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兼顾经济开发与
环境保护�重视等级结构与多规模水平�体现了多层次
经营管理的趋势［1--4］．对于分类经营改革中森林的经营
管理�我国的很多学者也认识到了多层次、综合性经营
管理的必要性［5--7］．对森林经营管理系统的多层次结构
进行分析�能够从空间尺度上增强对经营管理理论的
理解与实施．

1　多层次经营管理的生态学基础
生态系统是具有等级结构的层次系统�具有结构

和功能上的双重性．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整体功能
的发挥需要系统中各等级层次相应结构的有机协调与

适应．
1∙1　等级层次与时空尺度

生态系统的等级层次与所处的尺度是密切相关

的．尺度可以通过层次划分来进行表达�组织尺度是
指由生态学组织层次（如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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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等）组成的等级系统中的相对位置［8］．在森林的
经营管理中�时空尺度与生态系统层次是密不可分
的�多层次经营管理体现了多尺度的分析与决策．

生态系统中各层次之间处于松散耦连状态�系
统是可分解的�这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划分提
供了依据．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
的组分与格局�动态过程与发展机制也不相同�应结
合不同的层次开展研究［1--3］．而且如果管理区的划分
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发生在空间上是一致的�则生态
系统管理的实施会极大的简化［9］．
1∙2　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

森林的经营管理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

的．生态系统信息获取中存在可塑性面积单元问
题［8］．森林调查中存在尺度效应与划区效应�再通过
尺度推绎�其结果影响了对信息的真实了解�进而影
响了分析与决策．来源于某一层次森林生态系统的信
息不能适用于所有层次�尺度外推也存在局限性．从
生态系统的组织层次出发�把各层次经营管理措施与
相应的信息结合�可使上述问题得以改善或修正．
1∙3　核心层次的重要性

对复杂生态系统的分析和管理需要对其进行分

解与简化�在所研究的系统等级结构确定后�一般需
要同时考虑3个相邻层次�即核心层次、上一层次和
下一层次［8�10］．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自然界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过程往往有其特定

的时空尺度．等级层次与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过程
是密切联系的．需要从森林的结构与功能出发�确定
经营管理的核心层次．并考虑核心层次与相邻层次
的关系与作用�着重考虑高一等级水平上的环境约
束和低一等级水平上的组分行为约束．

图1　等级理论垂直结构（仿邬建国�2000） ［8］

FIGURE1　Vertical structure of hierarchy theory（from Wu Jianguo�2000）

2　森林多层次经营管理分析
在分析森林经营管理的层次结构时�根据其理

论基础选择了法正林理论、检查法与森林生态系统
经营理论．
2∙1　以经营类型为核心层次的法正林

法正林理论是传统森林经理学的核心．法正林
的适用对象是森林�而不是一个林分�是包括若干一
系列的林分的集合体�即通常所说的经营类型或作
业级［11］．经营类型虽然不一定是连续的森林景观�
但是一种景观尺度的考虑．如果以木材的永续作为
森林主导功能的话�法正林功能的实现是以经营类
型作为核心组织层次的．经营类型是在林场或林业
局范围内�按照经营目的与经营强度进行组织�可以
认为经营类型的上一层次是林业局或林场．森林经
营措施的实施是以林分为基础�森林结构的分析与
调整也以林分为基本单元�经营类型的下一层次是
林分．

在法正林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调整林与广义

法正林�也是建立在经营类型的基础之上．可见�传
统的森林永续利用与法正林的组织是以林分为基本

单元�经营类型为组织规划层次�进行合理配置与生
长评价．其层次结构是：林业局或林场－经营类型－
林分．

法正林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前提�一是森林的
孤立性与封闭性；二是林木生长的确定性；三是人的
完全理性化［12］．从法正林组织经营的大尺度看�忽
视了森林经营的环境背景、干扰的影响和参与式经
营；从较小尺度看�则忽视了林分个体间的差异、林
分内部结构与土地生产力的保持．
2∙2　以林分为核心层次的检查法

“近自然林业”以恒续林思想与检查法为代表．
恒续林思想没有相应的作业法与实例�检查法在很
多方面与恒续林思想相似�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总
结出来的具体的森林经营方法［13］．

检查法的经营作业区（作业级）以坡面来划
分［14］�相当于森林区划中的林班；而检查法中的林
班则相当于经营小班的概念�是以林分为基础［11］．
检查法以林分为单元来确定采伐和调整结构�并在
经营作业区考察树种结构、立木蓄积和径级变
化［14］．它在实施中按单株抚育管理和利用�并且认
为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成熟采伐时间�要为最有价值
的林木创造最佳的生活条件�充分发挥每棵树木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际上�林分是检查法组织经
营的核心层次�上一层次是划分的经营作业区�下一
层次是抚育与择伐的具体对象－－－林木．

如果把法正林理解为以经营类型的整体结构来

进行决策�通过各个林分单元进行实施�是一种“自
上而下”的过程．检查法就是以林分来检查并决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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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整体上的蓄积与径级比例是林分经营的结果�是
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

被称为检查法典范的瑞士 Couvet 森林�在现时
期受两个因子困扰：一个是蹄壳类动物密度过高；另
一个是森林的活力衰退�即大气污染导致森林健康
恶化问题［14］．显然�这两个问题反映了检查法以林
分作为核心层次进行管理的局限�不能解决较大尺
度的资源环境问题．
2∙3　多层次的森林生态系统经营

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的产生是传统木材生产与纯

粹生态环境保护相冲突的结果�目的是不但能生产
木材�而且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改善生态环境．森林
生态系统经营把可持续的实现与生态学原理的应用

统一起来�强调等级背景与多规模水平�反映了多层
次经营管理的趋势．森林生态系统经营不但要进行
多尺度的分析与规划［3�16］�还要在多尺度水平上进
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15］与经营管理模型的建
立［17］．经营管理要考虑空间规模与时间尺度�要根
据生态需求及作用范围、社会经济背景及经营管理
需要来确定空间规模大小．

从生态系统研究的角度�生态系统管理与评价
的空间尺度有：个体植物、林分水平、集水区水平、景
观水平、生物群落水平、生态交错带水平［18］．已有的
生态系统经营实践考虑的尺度为区域、流域/景观、
林分尺度［3］．新林业学说作为生态系统经营的发展
基础�其主要理论框架包括林分与景观两个层
次［19�20］．Toman 等认为多尺度的经营不仅能确保森
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多重利用价值�而且能确保
传统的森林经营所关注的那些林分水平的效益�不
同的尺度适合于森林生态系统的不同的服务与效

益［4］．我国也有学者注意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的空
间尺度问题［2�13］�并认为森林经营管理的层次是区
域或流域、集水区和生态小区．

由于在景观水平上能满足保护生物多样性、确
定伐区配置与改善水质等需求�森林生态系统经营
在强调多层次经营管理的同时�更强调景观与流域
水平的经营管理．传统的森林经营管理的对象是林
分或林分集合体�而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则是生态系
统演替下的景观水平模式�是空间上不同生态系统
的聚合［13］．景观水平上的经营管理能适应森林的复
杂性�提供不同种类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并考虑管理
活动的优先权确定和时间背景、空间背景与社会背
景�并成为生态系统经营的重要原则［22�23］．
3　结　　语

1）多层次经营管理的趋势．法正林的核心组织层

次是经营类型�而检查法所考虑的核心层次是林分�
并且都考虑到了相邻的其他层次�体现了多层次经营
管理的端倪．森林生态系统经营明确了多层次经营管
理的重要性�并在生态系统的不同层次上进行分析与
经营管理决策�以满足经济与生态等多效益需求．森
林的经营管理从满足单一目标的单一层次兼顾其他

层次�发展到多目标、多层次的经营管理．
2）森林经营管理理论间的联系与发展．森林经

营管理理论的多样化为经营管理提供了更多模式选

择的同时�也易于造成混乱与盲从．通过对森林经营
管理理论的层次性分析可看出�森林经营管理是以
生态、经济需求为导向�森林多种效益与服务的发挥
必然要求进行多层次的经营管理．

3）多层次经营管理的应用前景．由于我国以前
的森林经营管理是以木材利用为主导�缺乏相应的
公益林经营管理理论与技术体系�森林分类区划后�
公益林的经营管理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多层次
的经营管理能在不同尺度上满足多种主导功能的需

要�可用于指导公益林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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