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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林业是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复合体，在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形

势下，积极稳妥地化解制约林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充分挖掘和释放林业潜力，努力增加

林业生态、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林业在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新能源战略、绿色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和区域协调发

展中均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近年来，通过加快培育林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开展林业重点会展，不断增强林业产业发

展内生动力，我国林业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22年林业产业总产值实现8.04万亿元，木本油料

、林下经济、花卉、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培育

了经济林、木竹材加工、生态旅游等三个年产值超过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林产品进出口贸易

额实现1883亿美元。  

为规范和加强国有林场管理，促进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2022年1月2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印发《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4-2030年）》，提出到2025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9万亿元

，比较完备的现代林草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质量效益显著改善，吸纳就

业能力保持稳定；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明显提升，产

品生产、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林草产品国际贸易强国地位初步确立，年进出口贸

易额达1950亿美元；林草资源基础更加巩固，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木材安全、粮油安全和能源安全，服务国家战略能力进一步增强。2022年1月29日，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公布第二批认定命名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名单，认定命名河北省

安国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区等59家园区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2022年2月24日，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办公室印发《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提出根据区域地理环境、植被类型、气候

土壤条件、生境特点，推行林草中药材生态培育，选育优良品种，分区域按品种建设林草中

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基地。2022年3月2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研究制定了

《林草部门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明确了主要林木品种审定、进口林

木种子苗木等8项取消行政许可事项。2022年4月1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加强引

进林草种子、苗木检疫审批与监管工作的通知》，贯彻落实国家深化&ldquo;放管服&rdquo;改

革要求，规范从国外（含境外，下同）引进林草种子、苗木的检疫管理，有效防止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和扩散，防范生物安全风险。2022年5月，国家林草局、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印

发《关于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科学规范推进农田防护林建设。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林业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八章。首

先介绍了林业的概念、特征及产业链，接着分析了全球林业的发展状况，然后对中国林业产



业发展环境、全国林业改革及林业发展现状和林业支柱产业木材加工及森林旅游进行了详实

的分析，并具体介绍了林业信息化、生态林业、循环林业等新型林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

林业区域市场、林业碳汇市场、重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分析。最后重点解析了林业的投融

资状况，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中企顾问网

、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和草场局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

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林业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林业市场，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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