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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18 年林业统计年报分析报告

2018 年，全省林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坚持保护优先、创新引领，推进理念转变、重点转

移、动能转换、治理转型，实施森林调优、湿地提质、城乡

添绿、产业增效、管服做精，历大事、经难事、抓要事、办

实事，林业改革发展迈入新阶段。

全省林地面积稳定在 130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59.82%，较上年增长 0.14 个百分点；活立木蓄积量达 5.73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 2500 万立方米；全省湿地面积稳定在

102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 75.73%，较上年度增长 0.29 个百

分点；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4657 亿元，较上年增长 9.4%；

森林火灾受害率为 0.06‰，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为 3.39‰，

均低于国家控制标准。

一、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营造林生产情况

全省 2018 年共完成人工造林 18.8 万公顷，为全年目标

任务的 108%，良种使用率达 85%以上。其中新造混交林面积

7.1 万公顷、新造灌木林面积 4.2 万公顷；当年新封山（沙）

育林面积 16.8 万公顷；退化林修复面积 22.4 万公顷；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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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面积 0.4 万公顷；森林（中幼龄林）抚育面积 46.7 万公

顷。此外，四旁（零星）植树 0.9 亿株，全省林木种子采集

量 105 吨，当年苗木产量 9.34 亿株，均与上年基本持平。

单位：万公顷

图 1 全省 2014-2018年造林面积走势图

从近 5年的造林面积走势图来看，我省人工造林面积走

势保持基本稳定。特别是《湖南省 2017-2019 年营造林生产

滚动计划》出台以来，各市州、县市区认真执行造林任务，

2018年全年完成造林面积58.4万公顷，完成造林任务107%。

退化林修复面积节节攀升，主要是由于各地区越来越重视退

化林修复以及我省大力实施的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工程，更

是进一步推动了退化林修复工作的开展。

林业统计报表中的森林抚育指标特指中幼龄林抚育，

2018 年，我省森林抚育面积达 47.3 万公顷，与上年比较略

有提升，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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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公顷

图 2 森林抚育面积走势图

人工造林和无林地疏林地新封山育林按林种主导功能

分：用材林 11.9 万公顷、经济林 5.2 万公顷、防护林 12.6

万公顷、薪炭林和特殊用途林 0.06 万公顷。用材林、经济林、

防护林依然是三大主导用途林，分别占比 40%、18%、42% ，

特别是经济林种植面积略有提升。

图3-1 不同林种功能占比图 图3-2 不同经济成分占比图

从图 3-1 可以看出防护林占比最大，目前我省防护林树

种主要为杉木、马尾松等。从图 3-2 来看，目前我省非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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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造林占比 72%，发展势头良好。非公有经济造林的发展

得益于政府简政放权、林权制度改革、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

和群众积极性的调动。非公有经济造林还有利于促进林业经

营主体的多元化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林业建设的有力支

撑。

（二）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今年我省林业重点工程主要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防护

林体系工程、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三类。

1、长江流域防护林工程。2018 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11643 公顷，当年新封山（沙）育林 13665 公顷（其中无林

地和疏林地新封山育林 11466 公顷、有林地和灌木林地新封

山育林 2199 公顷），退化林修复 5669 公顷，森林抚育 9301

公顷。

2、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建设范

围主要分布在邵阳、郴州、永州辖区内 7县，造林任务较少。

2018 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799 公顷，当年新封山（沙）育林

3333 公顷（其中无林地和疏林地新封山育林 2266 公顷、有

林地和灌木林地新封山育林 1067 公顷），退化林修复 133

公顷，森林抚育 427 公顷。

3、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我省共有 22 个县市区开展了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2018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1404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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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工造林 6123 公顷、当年新封山（沙）育林面积 7919

公顷。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 15034 万元，其中主要来源为中

央投资 13336 万元。按投资方向可分为：营造林 12915 万元、

科技费用 250 万元、其他费用 1869 万元。

（三）自然保护区队伍不断壮大

2018 年是全国机构改革的关键之年，全国林业系统都有

新的调整和变化。就我省来看，自然保护区从 163 个增至

170 个，其中国家级保护区新增 1个“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省级保护区新增 3个，分别为通道万佛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安化红岩省级自然保护区、湖南华容集成

长江故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我省有国际重要湿地 3个，

环洞庭湖周边分布，总面积为 25.8 万公顷。常德、岳阳、益

阳三市清理洞庭湖 4个自然保护区杨树 0.69 万公顷，为专项

整治年度计划的 166.67%；恢复核心区湿地面积 0.67 万公顷。

科学保留大、小西湖等 14 个生态矮围，举办了洞庭湖国际

观鸟节、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等系列活动。在“四水”流域完

成退耕还林还湿试点 0.18 万公顷，湘潭、娄底、岳阳、长沙、

衡阳等市积极推进，共同探索出了一条洞庭湖全流域治理的

生态系统修复之路。

全省共有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262 个，比去年增加 4

个。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职工人数为 5154 人，其中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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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 1398 人。野生动植物保护全年投资完成额达

9065 万元。

二、林业结构不断优化，林业产业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优化，林业产值持续增长

湖南林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推动绿色发展决策

部署，在大力建设生态林业的同时，积极调整林业产业结构，

转变林业产业发展方式。林业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越来越

大，林业产业链条长、类别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态建

设产品、生活用品和美化产品。

在省委省政府政策支持下、依托林业产业发展的和谐社

会环境，我局制定了油茶、竹木、生态旅游与康养、林下经

济四大千亿产业发展规划或行动计划，正在逐步探索具有湖

南特色的林业产业发展模式。

2018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为 46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增长势头持续稳定。在 14 个市州的林业产业总产值

当中突破 400 亿元的有长沙、永州、怀化 3个市，其中长沙

市林业产业产值最高，达到 429 亿元。邵阳、郴州市以 399

亿元紧随其后。

从结构来看，第一产业产值为 1525 亿元，占全部林业

产业总产值的 32.7 %，同比增长 10.2%；第二产业产值 1579

亿元，占全部林业产业总产值的 33.9%，同比增长 7.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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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1525, 33%

第二产业, 
1579, 34%

第三产业, 
1553, 33%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产业产值 1553 亿元，占全部林业产业总产值的 33.4%，同

比增长 10.5%，产值占比如图 4所示。

图 4 2018 年全省林业产业产值占比图

第一产业中涉林产业共 1399 亿元：林木育种和育苗 126

亿元，营造林 199 亿元，木材和竹材采运 73 亿元，包括水

果、茶、中药材、森林食品在内的经济林产品种植与采集业

757 亿元，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211 亿元，陆生野生动

物繁育与利用 33 亿元。第一产业中最为突出的增长点为营

造林和木材竹材采运，较上年增长 13.3%和 13.8%。

第二产业中涉林产业 1483 亿元:林业系统非林产业 96

亿元。第二产业中发展势头最良好的是木材加工与木竹藤制

品制造、木竹藤家具制造、含木本油料和森林药材在内的非

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分别达到 489 亿元、189 亿元、376

亿元，较上年增长 7.9%、1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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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中涉林产业 1440 亿元:包括林业生产服务 77

亿元、林业生态服务 135 亿元、林业专业技术服务 60 亿元、

林业公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 68 亿元以及林业旅游与休闲

服务 1100 亿元，较去年增长 11%。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占

第三产业的 76%，，全省林业旅游和休闲人次累计达到 1.7

亿，人均花费 634 元。我省多措并举共推生态旅游与康养有

序发展，成功举办了 2018 中国森林旅游节湖南（浏阳）大

围山杜鹃花节，精心组织参加了 2018 年中国森林旅游节，

121 个森林公园和 10余家企业参加展出，推出 20 多项森林

旅游产品，推出了湖南森林与湿地旅游画册、湖南森林（湿

地）公园旅游图、湖南森林旅游风光视频、湖南森林和湿地

旅游项目招商手册等，与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省共同

签订五省森林旅游联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我省油茶产业形势喜人。年末油茶林面积 138.6

万公顷，定点苗圃个数 63 个。油茶籽产量稳定在 101.1 万

吨，产值达到 373 亿元，同比增长 22.3%。油茶企业共 964

家，较上年增加 204 家。根据新形式新需求，我省编制了《湖

南省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明确了经济发

展新思想下实现油茶千亿产业目标、路径与保障措施。制订

了《湖南茶油》团体标准和《“湖南茶油”公用品牌管理办

法》等制度。15 家企业获公用品牌使用授权，确立了举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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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了“湖南茶油”公共服务平台。品牌茶油进驻香港

和澳门，在北京、珠海开设了“湖南茶油”展示体验中心。

邀请汪涵担任推广大使，制作了宣传片与广告视频，在长沙

主要交通枢纽投放广告，全年油茶大事都通过湖南日报、湖

南广电、红网、香港商报等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

2018 年我省林下经济有较大发展，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

378 亿元，同比增长 22.3%。组织编制了《湖南省林下经济千

亿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确定了以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等为主要内容，以林药、林禽

林畜、特种养殖、林菌、资源昆虫、林下农经作物、林果、

特用花卉、特色类茶、林特产品 10 种类型为主导的林下经

济产业体系。组织开展了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推荐申报国家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7 家，评选认定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1家。

（二）主要林产品产量增长，林业产业稳步发展

2018 年全省生产商品材 286 万立方米，较上年下降

12.5%。因全面实行采伐限额制度，连续三年对全省 7986.3

万亩森林实行禁伐、63 个县实行减伐，累计减少采伐量 1500

万立方米，天然林全面禁伐后商品材采伐基本都来自人工

林。竹材产量未受影响，毛竹出材 1.8 亿根，小杂竹 26 万吨，

与上年相比皆有所增长。水果种植面积 48 万公顷、产量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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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其中柑橘产量丰收，较上年增长 55 万吨。

森林药材种植面积 7.4 万公顷、产量 29.5 万吨，产量比

上年下降 17.6%，主要表现在杜仲、厚朴产量下降；木本油

料种植面积 139.4 万公顷、产量 102 万吨；林产工业原料产

量 8.1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松脂 4.7 万吨，占原料

的 58.9%，是最主要的林产工业原料。

三、林业系统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2018 年，全省林业系统内单位共计 2436 个，比上年增

加 50 个，其中企业 133 个、事业单位 2031 个、机关单位

272 个。2018 年林业系统年末实有从业人员 50992 人，比上

年减少 1769 人；其中在岗职工 43781 人，比上年减少 2488

人；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人员 5314 人，比上年减少

1178 人；全省林业系统从业人员年均工资稳步增长。2018

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55687 元，比上年增加 4277 元，增

长 8.3%。其中企业单位年均工资 37802 元、事业单位年均工

资 56391 元、机关单位年均工资 65215 元，如图 5所示。在

岗职工收入的提高对于稳定林业部门职工队伍、引进林业人

才、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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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2018年林业系统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额

四、强化林业建设，加大资金投入

2018 年，全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对林业投入，进一步拓

宽林业筹融资渠道和领域，创新体制，多方筹集资金，优化

林业投资结构。全年完成林业投资 32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8.8 亿元和地方财政资金 65.5 亿元

共占总投资的 29.1%。全部林业总投资中包括生态建设与保

护 85.1 亿元、林业产业发展 190.5 亿元、林业支撑与保障

42.8 亿元、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4.9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