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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林下经济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

础理论，借助林业生态环境以及林地资源，开展林下

种植、养殖、加工等多种项目的立体复合生产经营活

动，从而实现近期得利、长期得林、远近结合、以短

补长、环境相生，协调发展的产业效应，使林业产业

从单纯利用林业资源转向林业资源和林地资源的综合

利用，大大延伸了林业产业化的内涵，是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综合体现。融水是一个山区林业大县，

九山半水半分田，农业耕地资源有限，发展林下经

济，充分利用林业资源和林下土地资源，对调整农村

产业结构，实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2　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作用

2.1　自然资源利用，缓解产业发展与土地需求的矛盾

融水县地处我国西南山区，受到气候和地理环

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独特。红壤是主要的土壤类型，

并且土质疏松，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林下经济作物所需

的元素，土壤腐殖质的含量非常高。同时，平均海拔

在450～950m范围内，常年温和多雨。各种自然因素

交织在一起，给融水县带来了丰富的林业资源的同

时，也为林下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合融水

县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是一种寻

求发展的具体表现。

2.2　缩短林业经济周期

林木种植后，通常都需要花费十几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进行成材，成材的周期非常长，而在林木成材

的时间之内，只能投入却未有回报，为了缓解资金紧

张，必须要从其他地方，采取有效手段获取资金的支

持[1]。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正好满足了林业发展这一要

求，解决了资金紧张问题的同时，还缩短了林业经济

的周期，而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后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土壤的肥力，从而为林木的生长提供更多的土壤

养分，有利于协调发展。

2.3　经济发展寻求突破

融水县是一个西南大县，不仅是面积上的大，

还是人口上的大，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比较的

话，融水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

言。同时，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

所占的比重非常高。为了能够寻求经济发展模式上的

突破，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发展林下经济产业不失为

一个可行且有效的方式，而近年来融水县林下经济产

业发展的速度也确实证明了，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有利

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

3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模式

林下经济是利用林地空间与环境资源发展种植

或养殖的一种传统耕作与生产方式。一是林粮、林菜

模式，迹地更新幼林初期，充分利用林间土地，种植

旱稻（黑糯、香糯、粳糯）、小米、红薯、马铃薯、

玉米、绿豆、小红豆以及茄子、辣椒、芥菜、菜花、

豌豆、黄豆等瓜果、叶菜、豆类蔬菜等林粮、林菜生

产模式；二是林药模式，利用幼林、疏植林郁蔽不高

种植三七、千年健、青天葵、七叶一枝花、白芨、黄

精等耐阴特点的药材。林下间种药材一般采用集约化

的精耕细作，有利于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促进林木

生长。林下种植七叶一枝花，亩栽10 000株，3～4年

后可产干品250～400公斤；白芨亩栽8 000株，3年后

可产干品800～1 000公斤，经济效益显著。三是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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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利用林下郁闭、遮阴、空气湿度较大，氧气充

足，光照强度低的特点，发展种植平菇、香菇、双

孢子菇、竹荪、灵芝等食用、药用菌。林（竹）下育

菌，有利于高效利用菌材基料，促进林木速长、增加

出笋；同时，缓解菌、粮生产用地的矛盾，降低遮阴

菌棚建设生产成本。四是林禽模式利用林下昆虫、小

动物及杂草多的特点，放养鸡、鸭、鹅以及本地黑香

猪等家禽家畜。家禽家畜在林地间啄食昆虫害虫、杂

草，减少病虫、杂草危害，降低生产管护成本，禽畜

排泻粪便为林木生长提供优质的有机肥。五是林旅模

式，利用我县九万山、元宝山品牌和夏季无暑凉爽的

高山气候及森林富氧的优势发展森林旅游、避暑、休

闲旅游。

4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十二五以来，融水坚持利用林地空间与环境资

源发展产业的理念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推动了现代化特色农业的发展。

但由于受区位、技术、支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发展

中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小农意识，经营乏力。

受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化规模等条件限制，特

别是小农经营分散的特点，规模化程度低，经营粗

放，加工能力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知名品牌少，很

多农产品无法商品化，能够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也是以

初级产品的原始状态在市场流通，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林下产品的经营活动和形成规模经济，无法形成经济

引擎；二是组织化意识薄弱，土地情结浓厚。缺乏相

应的农业企业牵头，加上农民农业组织化意识薄弱，

土地情结浓厚，极大地阻滞了土地的有效整合和资源

的合理配置，无法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发展。三

是营销手段单一，销售渠道不畅。由于受区位条件限

制，融水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塞，与外部沟通交流

受到限制，缺乏专业销售人员，供求无法有效对接，

导致供求失衡，造成所谓的生产性过剩。四是技术创

新滞后，生产管理水平落后。产业技术是产业的支

撑，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历

史、社会、经济、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农业生产者的

科技文化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技术开发和技术创

新能力，沿用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生产产品的科技

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生产经济效益差，发展举

步维艰。五是支持力度较低，财政对山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较低，融水是个山区农业县，农业生产难

度大。农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资金是第一

保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需大量资金投入。

5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为了继续扩大林下经济

产业发展的影响力，融水县应当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逐渐

引导农民转变种植观念，激发农民的种植热情。第

二，科学合理规划。对于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在布

局上一定要科学、要合理。在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过

程中，优势众多，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好优势，统筹

规划，合理布局，使得已有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第

三，创新发展模式。应当加强同高校、企业、研究所

的合作，继续与广西食用菌创新团队、广西科学院合

作，借助其他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的人才和技术优

势，加强培训，建立起科技示范基地[3]。第四，加大

支持力度。在发展林下产业经济的过程中，应当进一

步提升重视，加强引导，既要加大硬件基础设施的投

入，又要加强软件技术的支持，为林下经济产业的发

展提供保障。第五，重视盘活市场。有了种植，还应

当有很好的销售渠道。建立起林产品专业市场，为林

下产品的流通提供交易服务平台，并且进一步加强宣

传，不断扩大影响力。第六，挖掘当地种质资源，开

发道地品种，发展地方区域特色产业，提高市场竞争

力。

6　结语

作为一个山区大县，融水县的森林资源非常丰

富，这就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展

林下经济产业对融水县而言具有突出的优势，因此融

水县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加大林下经济产业的发

展力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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