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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 21 世纪人类

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迫切要求。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建设以生态公益林为主体的森林生态系统，就

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改善生态系统，保持生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以追求最大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提供多种公益性、社会性产品和服务，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

水净的美好家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而林业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必须创新管理体制。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既是转变林业经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

择，也是实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广西、文明广西、美丽广西的重

大举措。

公益林是指通过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来满足人类

社会的生态、社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

森林、林木、林地。2001 年，广西根据国家林业局的部署，全面完成了森林分类经营区

划工作，并被列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省区。2004 年，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制定

了《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林策发〔2004〕94 号），广西按此办法对公益林进行

了适当调整；同年，国家正式启动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2005 年，广西在国家级

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的基础上，完成自治区级重点公益林区划，并在 2006 年建立自治区

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制度，对自治区级公益林实施生态补偿。2010 年，广西按照国

家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的通知》（林资发〔2009〕

214 号），组织开展完善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广西公益林经过多次区划和

完善，基本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大中型水库周围为“点”，以江河沿岸、边

境和海岸沿线、国铁国道两侧为“线”，以岩溶石漠化地区、江河源头为“面”的布局框



架，构筑了广西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为维护本地区乃至粤、港、澳地区的生态安全，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先后做出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的决定》等系列决策和部署。十几年来，国家和自治区投入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达 67.8 亿元。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广西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公益林质量稳步提高，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增强，2013 年的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4 527.6

亿元，比 2012 年的 4 215.1 亿元增加了 312.5 亿元。公益林已经成为广西生态屏障的核心，

成为“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重要标志。

本书以公益林区划界定和保护管理为主线，系统阐述了公益林建设的背景和区划界定

历程；分析了广西自然环境条件、重要生态区位和主要生态问题；阐明了公益林区划的必

要性和布局的合理性，及其与《生态广西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广西壮族自

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系；明确了广西公益林的管理主体、管理形式、管理办法和经

营利用规定；介绍了公益林监测内容、主要技术方法和公益林档案管理情况；汇集了公益

林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本书的编撰出版，旨在让更多社会公众了解公益林区划界定和实

施森林分类经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重要意义，了解公益林在维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土

生态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旨在让公益林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系统掌握公益林区划、调整

等相关技术规定，掌握公益林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提高公益林的保护、经营和

管理水平。

本书引用了公益林区划界定、公益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监测、第八次广西森林资源清查、

生态广西建设规划、广西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成果材料，在此对编制和提供这些成果材

料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第十章还收编了公益林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供读

者参考。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在编写内容的选择、编排和组织等方面尚存

在不足之处，企盼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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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益林建设背景

1GUANG XI GONG YI LIN GUAN LI　

第一章　公益林建设背景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的根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加强生态建设、维

护生态安全、实现生态文明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文明的发展道路，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指出，21 世纪上半叶，中国林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是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可持续的

林业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

会。其中核心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林业建设必须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天人合一、和谐发展，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发展战略。森林是陆地

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护陆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支撑作用。建设完善的以生态公益林为

主体的森林生态系统，就是为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

以追求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们对生

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1 自然、经济状况

1.1.1 自然条件

1.1.1.1  地理位置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沿海，位于东经 104°26′~112°04′，北纬 20°54′~26°24′

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全区中部。南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东连广东，东北接湖南，

西北靠贵州，西邻云南，西南与越南毗邻，国境线全长 800 多千米。陆地区域面积 23.67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2.5%，居各省（区、市）第 9 位。

广西属沿海地区。北部湾海域面积约 12.93 万平方千米，海岸线东起粤桂交界处的洗

米河口，西至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大陆海岸线长 1 500 多千米。海岸类型分冲积平原海

岸和台地海岸两种。沿海岛屿有 697 个，岛屿海岸线长 600 余千米，岛屿总面积约 84 平

方千米。涠洲岛是广西沿海最大的岛屿，面积约 28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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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地形地貌

广西处于被称为中国地势二级阶梯的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两广丘陵的西部，南边朝

向北部湾。整个地势为四周多山地与高原，而中部与南部多为平地，因此地势自西北向东

南倾斜，西北与东南之间呈盆地状，素有“广西盆地”之称。位于广西东南部的贵港市拥

有广西最大的平原，即浔郁平原。

（1）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

广西地貌总体是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呈盆地状。其特征如下：①盆地大小相杂。

西北部为云贵高原边缘，东北为南岭山地，东南及南部是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十万大

山。盆地中部被广西弧形山脉分割，形成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盆地，沿广西弧形山脉前

凹陷为右江、武鸣、南宁、玉林、荔浦等众多中小盆地，形成大小盆地相杂的地形。 

②山系多呈弧形，层层相套。自北向南大致可分为 4 列，山系走向明显呈现东部受太平

洋板块挤压、西部受印度洋板块挤压迹象。③丘陵错综，占广西总面积的 10.3%，在桂东南、

桂南及桂西南连片集中。④平地（包括谷地、河谷平原、山前平原、三角洲及低平台山）

占广西总面积的 26.9%。广西平原主要有河流冲积平原和溶蚀平原两类。⑤喀斯特地貌

广布，占广西总面积的 37.8%，集中连片分布于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及桂东北，其发

育类型之多为世界少见。

（2）海岸、岛屿。

广西南临北部湾，北部湾属于南海，大陆海岸东起合浦县的洗米河口，西至中越交界

的北仑河口，其大陆海岸线约 1 595 千米，岛屿海岸线 461 千米。南流江口、钦江口为三

角洲型海岸；铁山港、大风江口、茅岭江口、防城河口为溺谷型海岸；钦州及防城港两市

沿海为山地型海岸；北海、合浦为台地型海岸。广西近海滩深广大，面积达 1 005 平方千米。

0~20 米浅海广阔，面积达 6 488 平方千米。整个北部湾的面积约 12.93 万平方千米，东起

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东南为海南岛，北至广西，西迄越南。湾内海底平坦，由东北向西

南逐渐倾斜，倾斜度不到 2°，水深一般为 20~50 米，最深不超过 90 米。广西沿海有 697

个岛屿，总面积约 84 平方千米，其中最大的涠洲岛面积约 28 平方千米。

1.1.1.3  河流水系

广西河流众多，分属四大流域和六个水系。地表河流总长度约 4.45 万千米，河网密

度平均为 0.188 千米 / 平方千米，远高于全国 0.04 千米 / 平方千米，集雨面积≥ 50 平方

千米的河流有 1 210 条，集雨面积 1 000 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 77 条，常年河流径流量

1 892 亿立方米，水域面积约 4 700 平方千米，占陆地总面积的 2%。境内诸河的主要特征：

山地地型多，平原地型少；流向多与地质构造一致；水量丰富，季节性变化大；水流湍急，

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河流落差大且多弯曲，多峡谷和险滩；河流含沙量少；岩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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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伏流普遍发育。

属珠江流域的有西江、北江两个水系。西江水系以红水河、柳江转为黔江、郁江、浔江、

桂江为主，其流域面积为 202 415 平方千米，占广西陆地总面积的 85.53%，有河流 1 006 条，

总长 38 072 千米，河网密度 0.188 1 千米 / 平方千米。

属长江流域的有洞庭湖水系，主要是湘江、资江上游，其流域面积为 9 399 平方千米，

占广西陆地总面积的 3.55%，有 40 条河流，总长 1 422 千米，河网密度 0.169 千米 / 平方千米。

属红河流域的有百都河水系，经越南的锦江和红河流入北部湾，流域面积为 1 758 平

方千米，占广西陆地总面积的 0.74%，有 11 条河流，总长 324 千米，河网密度 0.184 千米 / 

平方千米。

属滨海流域的为桂南沿海诸河、粵西沿海诸河两个水系，均独流入海，前者主要是南

流江、钦江、防城河、茅岭江、大风江、北仑河，流域面积为 24 385 平方千米，占广西陆地

总面积的 10.3%；后者主要是九洲江，在广西境内的流域面积占广西陆地总面积的 0.88%。

1.1.1.4  气候

（1）气候资源的特点。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区，南濒热带海洋，北为南岭山地，西延云贵高原，境内河流纵横，

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下垫面的综合作用下，气候类型有以下特点：　

①气候类型多样，夏长冬短。从气候区划而论，广西北半部属中亚热带气候，南半部

属南亚热带气候。从地形状况来看，桂北、桂西具有山地气候的一般特征，“立体气候”

较为明显，小气候生态环境多样化；而桂南又具有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特征。广西冬短夏

长，年平均气温在 16~23℃之间，以平均气温来衡量，北部夏季长达 4~5 个月，冬季仅

两个月左右；南部从 5~10 月均为夏季，冬季不到两个月，沿海地区几乎没有冬季。

②雨、热资源丰富，且雨热同季。广西年降水量在 1 000~2 800 毫米之间，尤以防城

港东兴市最多，达 2 822.7 毫米，降水量最少的是田阳县，在 1 100 毫米左右。太阳年总

辐射量达 90~100 千卡 /（平方厘米·年），≥ 10℃积温在 5 000~8 300℃之间，持续天数

为 240~358 天，降水量和热量资源分布大体上是由北向南增多。4~9 月降水量占年降水

量的 75%，雨季恰好与热季重叠。雨热同季，较有利于农业生产。

③气候多变，灾害性天气频繁。广西常因季风进退失常造成降水和气温变化大，旱涝

灾害和“两寒”（倒春寒和寒露风）及台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频率大。桂西地区多春旱，

出现频率达 60%~90%；桂东地区多秋旱，出现频率为 50%~70%。雨季大雨、暴雨过于集中，

年年发生洪涝灾害，尤其以桂南沿海和融江流域出现频率最大。而春季、秋季受北方强冷

空气南下的影响，几乎每年春季都出现倒春寒，秋季则出现寒露风天气，严重危害农业生

产。每年 4~7 月间出现大风天气，且影响范围和程度均较大。此外，桂西地区冰雹频繁，

不利于冬季农作物和果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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