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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211》根据国家林业局林策发[ 2007] 117号文件要求编撰，每年一卷
。

　　简洁，清晰，陈述事实，陈述可资借鉴的管理经验，是本年鉴编写的基本原则。

　　林产品是指主要原材料来源于森林资源的产品。
林业机械不属于林产品范畴，但和林业产业密切相关。
本年鉴主要根据国际贸易的商品分类和国内林业统计的林产品分类，将林产品划分为木质类林产品、
非木质类林产品、竹藤类林产品。
为了反映林产品的产业链关系，每一类林产品主要依据原材料的来源而划分，如一般划分为林化产品
的炭和活性炭，这里分为三个部分：木炭和木质活性炭、果核果壳炭、竹炭，在计算林产品进出口贸
易总额时被分别列在了木质类、非木质类、竹藤类林产品中。
另外，为了完整计算
　　森林资源消耗量，一些产品，如木制乐器、印刷品等都被列入进出口贸易的林产品，但对其金额
进行了调整。
林产品分类见表1—4。
以海关8位码为基础的林产品分类及调整系数表见本年鉴附录的表1~4。

　　林业产业分支包括26类，即：森林培育业、木材生产业、人造板制造业、木制品生产业、家具制
造业、木浆纸制品生产业、竹藤产业、园林植物产业、种苗产业、果品产业、木本粮油产业、森林蔬
菜产业、茶咖啡产业、调料产业、中药产业、林产化工产业、野生动物驯养业、蚕养殖及蚕丝加工业
、炭素制品业、软木制品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森林饲料业、林业机械、森林旅游业、林业生态文化
产业、林业教育。

　　各类林业分支产业所包含的产品，见表5。
进出口贸易的林产品没有全部列入林业产业所生产的林产品，如印刷品。
而林业产业所生产的林产品也并没有全部列入进出口贸易的林产品，如林业生态文化产业的产品，报
刊等。
另外，各林业产业所生产的林产品相互之间有重复，如竹藤产业的竹炭与碳素制品业的竹炭是重复的
，人造板制造业的竹胶合板与竹藤产业的竹胶合板是重复的，等等。
这是由于划分林业产业的标准不同，如竹藤产业是根据原料来源划分的，而人造板制造业和碳素制品
业是根据产品类别划分的，所以造成重复。
这里的24项林业分支产业主要是依据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对林区百姓致富的影响而列出的
。

　　本年鉴以林业产业的发展状态和政府的管理为主要内容。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产业发展带动百姓致富，推动科技进步
促进生产力发展。
政府实现职能的主要手段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企业的行为，同时规范行业协
会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行为。
因此本年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陈述各产业的产值、就业、产品种类和产业链、产品产量及分
布、进出口数量金额、企业分布等产业发展状态；陈述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以及科技的变化
；陈述企业的联合体行业协会的活动；陈述检测机构的活动，以反映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后与消费者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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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产地是指县、旗、市、区、林业局、林场。
各林产品主产地数据，由各省级单位组织下属各县（旗、市、区）林业部门根据相关统计调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书籍目录

特辑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实现林业发展宏伟目标 贾治邦
行业篇
总论
 林业产业总产值
 林业投资
 主要林产品销售价格
 林业系统劳动工资和安全生产
 表1-1 全国林业产业基本情况
 表1-2各产业对全国林业总产值的贡献
 表1-3全国主要林产品产量
 表14全国术质类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5全国非木质类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石全国竹藤类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7全国林业机械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8 2010年正在实施的与林业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表1-9 2010年正在实施的林业规划
 表1-10 2010年正在实施的主要林业产业政策
 表1-11 2010年继续有效的林业行业标准目录
 表1-12 2010年需修订的林业行业标准目录
 表1-13 2010年废止的林业行业标准目录
 表1-14 2010年发布的新林业行业标准目录
 表1-15国家级综合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表1-16 2010年林业产业主要博览会
 森林培育
 概况
 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表2-1各地区森林培育基本情况
 表2-2森林培育各指标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2—3森林培育政策
 表24森林培育科研项目
 表2-5森林培育协会
 木竹采运及锯材木片加工业
 概况
 表3-1 木材采运及锯材木片加工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3_2各地区木材产量及采运企业、锯材加工企业和木材批发企业数量
 表3—3各地区木片产量及加工企业数量
 表3_4全国木材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
 表3—5木材生产主要政策
 表3_6木材生产科研项目
 表3-7木材生产国家标准
 表3—8木材产业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3_9—1 原木主产地产量
 表3.9—2锯材主产地产量
 表3-9—3木片主产地产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3 -10木材类产品出口
 表3 -11 木材类产品进口
 人造板8l
概况
 表4-1 中国胶合板行业百强企业
 表4-2 中国刨花板行业百强企业
 表4.3 中国纤维板行业百强企业
 表44人造板各指标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4-5各地区人造板产量及生产企业数量
 表4_6全国人造板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4_7 1985~ 2010年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
 表4—8人造板科研项日
 表4-9人造板生产标准
 表4 -10.1胶合板主产地产量
 表4 -10_2纤维板主产地产量
 表4 -10—3刨花板主产地产量
 表4 -10_4细木工板主产地产量
 表4 -10—5单板主产地产量
 表4-11 人造板出口
 表4-12人造板进口
 木制品
 概况
 木地板产业发展
 2010年木地板十大品牌
 表5 -1 各地区木制品产量及木制品企业数量
 表5-2木制品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5-3全国木制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5 -4木制品标准
 表5—5木制品科研项目
 表5.6木制品协会
 表5_7.1 木地板主产地产量
 表5.7-2卫生筷子主产地产量
 表5-7-3木雕主产地产值
 表5.8 木制品出口
 表5—9木制品进口
 家具l
 概况
 表6-1 各地区家具企业数量l
 表6-2家具产业各指标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6.3全国家具行业产值
 表6_4全国家具主要产品销售产值l
 表6_5各地区家具行业产值
 表6_6家具标准
 表6-7家具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6.8木质家具主产地
 表6-9 木家具出口
 表6-10木家具进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木浆造纸
 概况
 全国纸及纸板生产及消费
 主要产品生产及消费
 主要生产经济指标完成情况l
 纸浆生产和消耗情况
 纸及纸板、纸浆、废纸及纸制品进出口情况l
 生产布局与集中度l
 造纸企业经济类型结构与规模结构
 环境保护
 表7-1造纸工业主要产品生产及消费情况
 表7-2全国造纸工业纸浆消耗情况
 表7-3纸浆、废纸、纸及纸板、纸制品出口
 表74纸浆、废纸、纸及纸板、纸制品进口
 表7-5 全国造纸区域布局变化
 表7石纸及纸板产量100万吨以上的省（区、市）
 表717重点造纸企业产量前30名
 表7-8全国木浆造纸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7-9木浆造纸标准l
 表7-10木浆造纸科研项目
 表7 -11 木浆造纸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7 -12—1木浆主产地产量
 表7 -12.2木浆纸主产地产量
 表7 -12.3其他浆主产地产量
 表7 -124其他纸主产地产量
 表7 -13木浆造纸出口
 表7 -14木浆造纸进口
 碳素制品
 概况
 表8-1 全国各地木炭产量
 表8-全国碳素制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8—3碳素制品标准
 表84-1 木炭主产地产量
 表84_2活性炭主产地产量
 表8.5 木炭出口
 表8石木炭进口
 竹藤
 概况
 表9-1 竹藤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9-2竹材产量及相关企业数量
 表9-3全国竹藤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9-4竹藤科研项目
 表9-5竹藤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9击．1毛竹主产地产量
 表9石一2其他竹类主产地产量
 表9石．3藤类主产地产量
 表9_6 4竹编主产地产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9—6.5竹雕主产地产值
 表9-6石藤编主产地产值
 表9-7棕编主产地产值
 表9-8竹浆主产地产量
 表9—6_9竹浆纸主产地产量
 表9—7竹藤出口
 表9.8竹藤进口
 果类
 概况
 2010年水果市场
 表10-1 果类产业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0-2—1各地区水果产量
 表10-2-2各地区干果产量
 表10-3全国果类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04果品标准
 表10.5果品科研项目
 表10-6果品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0-7.1柑橘主产地产量
 表10-7-2苹果主产地产量
 表10-7.3梨主产地产量
 表10一4草莓主产地产量
 表10.7.5荔枝主产地产量
 表10刁石龙眼主产地产量
 表10_7-7鲜葡萄主产地产量
 表10-7—8脐橙主产地产量
 表10_7_9枇杷主产地产量
 表10-7-10山楂红果主产地产量
 表10.7-11李主产地产量
 表10-7-12梅主产地产量
 表10-7 -13猕猴桃主产地产量
 表10-7 -14石榴主产地产量
 表10-7-15桃主产地产量
 表100-16柚主产地产量
 表10'7-17鲜红枣主产地产量
 表10-7-18青枣主产地产量
 表10—7-19冬枣主产地产量
 表10'7-20鲜柿子主产地产量
 表10-21樱桃主产地产量
 表10-7-22杏主产地产量
 表10-7-23香蕉主产地产量
 表10_7 -24其他果品主产地产量
 表10-8 果类出口
 表109果类进口
 木本油料
 概况
 油茶产业发展状态
 表11-1木本粮油各指标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11-2各地区木本粮油产量
 表11-3油茶产业组织模式及产量
 表114木本粮油科研项目
 表11-5—1油茶籽主产地产量
 表11-5.2核桃主产地产量
 表11-5.3板栗主产地产量
 表11-5_4其他木本粮油主产地产量
 表11-6木本粮油出口国别量值
 表11-7木本粮油进口
 森林蔬菜
 概况
 表12 -1 森林蔬菜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2-2全国森林蔬菜产量
 表12—3森林蔬菜标准
 表12_4森林蔬菜科研项目
 表12—5全国森林蔬菜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2石森林蔬菜协会
 表12—7—1食用菌类主产地产量
 表12—7.2竹笋主产地产量
 表12—7—3黄花菜主产地产量
 表12-74蕨菜主产地产量
 表12—7.5野菜主产地产量
 表12-7石香椿主产地产量
 表12—7—7其他森林蔬菜主产地产量
 表12-8森林蔬菜出口
 表12-9森林蔬菜进口
 茶和咖啡
 概况
 表13 -1 茶和咖啡各指标在全国排位前5名的省份
 表13—2全国茶、咖啡产量和企业数量
 表13—3全国各类茶叶产量和茶园面积
 表134全国茶和咖啡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3-5茶叶行业百强企业
 表13—6茶和咖啡标准
 表13-7茶和咖啡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3—8—1茶叶主产地产量
 表13—8—2矿泉水主产地产量
 表13—8-3其他森林饮料主产地产量
 表13—9茶和咖啡出口
 表13 -10茶和咖啡进口
 调料
 概况
 表14-1 调料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4-2全国调料产量
 表14-3调料标准
 表144调料科研项目
 表14-5调料主产地产量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14-6 调料出口
 表14-7 调料进口
 中药材
 概况
 2010年版《四川省中药材标准》施行
 各地主产中药材
 中药材市场
 表15—1 中药材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5—2全国中药材产量
 表15.3 全国中药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5-4 中药材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表15-5 中药材科研项目
 表15石 中药材协会
 表15-7—1人参主产地产量
 表15.7—2杜仲主产地产量
 表15-7—3金银花主产地产量
 表15.74贝母主产地产量
 表15_7.5厚朴主产地产量
 表15.7_6枸杞子主产地产量
 表15.7-7黄柏主产地产量
 表15_7.8刺五加主产地产量
 表15—7—9五味子主产地产量
 表15-7-10其他中药材主产地产量
 表15.8 中药材出口
 表15-9 中药材进口 -
 花卉等观赏植物
 概况
 各类花卉经营
 花卉市场和花卉企业
 花卉栽培设施面积
 2010中国花木十件大事
 2010年中国花木产业十大年度人物
 花卉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16-1 观赏植物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6 -2全国观赏植物产量、花卉市场和企业数量
 表16-3全国观赏植物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64全国花卉产销情况
 表16-5全国主要花卉产销情况
 表16_6全国花卉生产经营实体情况
 表16_7花卉实施栽培面积情况
 表16-8观赏植物科研项目
 表16-9观赏植物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6 -10.1蝴蝶兰主产地产量
 表16 -10-2君子兰主产地产量
 表16 -10-3 吊兰主产地产量
 表16 -104榆叶梅主产地产量
 表16 -10-5菊花主产地产量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16 -10石非洲菊主产地产量
 表16 -10_7波斯菊主产地产量
 表16 -10-8万寿菊主产地产量
 表16 -10_9雏菊主产地产量
 表16-10 -10月季类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11 现代月季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12桂花主产地产量
 表16 -10-13杜鹃花主产地产量
 表16-10 -14山茶花主产地产量
 表16-10 -15玫瑰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16百合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17康乃馨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18郁金香主产地产量
 表16-10-19龙柏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20紫罗兰主产地产量
 表16 -10-21鸡冠花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22 玉兰类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23紫叶李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24碧桃主产地产量
 表16 -10-25石竹主产地产量
 表16-10 -26 风仙花主产地产量
 表16-10 -27大丽花主产地产量
 表16-10-28栀子花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29
-品红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30丁香类主产地产量
 表16 -10-31 榕树（小叶榕）主产地产量
 表16-10-32凤梨类主产地产量
 表16-10-33红楹木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34
-串红主产地产量
 表16-10-35矮牵牛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36 三色堇主产地产量
 表16-10-37满天星主产地产量
 表16-10-38黄杨类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39紫薇类主产地产量
 表16-10 -40红叶小檗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41 桧柏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42其他花卉主产地产量
 表16 -10 -43草坪主产地产量
 表16-11 观赏植物出口
 表16 -12观赏植物进口
 种苗
 概况
 林木种苗生产
 投资与建设项目
 生产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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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 -1 全国种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7-2各地区林木种苗产量
 表17_3种苗政策
 表17-4种苗标准
 表17.5种苗科研项目
 表17石种苗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7-7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表17.8.1红松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8.2落叶松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8.3油松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84杉木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8.5马尾松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8石其他母树林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_9.1 马尾松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9乏杉木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9.3其他种子园种子主产地产量
 表17 -10—1红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2马尾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3落叶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4油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5樟子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6雪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_7华山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8湿地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9黑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10国外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10-11 白皮松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12杉木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13云杉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14柳杉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15水杉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16栾树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17香樟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18柠条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19柏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20桉树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21楠木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2桤木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3 白蜡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4珍稀乡土树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5泡桐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6小檗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27合欢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28女贞苗主产地产量
 表17—10.29桂花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30广玉兰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31 枫香苗主产地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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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 -10-32杜英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33榆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34杨树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35刺槐苗主产地产量
 表17—10.36 国槐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37柳树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38油茶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39柑橘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40杏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1 葡萄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2香椿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3银杏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4苹果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5核桃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6红枣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7沙枣苗主产地产量
 表17 -10 -48其他苗圃苗木主产地产量
 表17 -11 种苗出口
 表17 -12种苗进口
 林产化工
 概况
 中国天然橡胶
 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环境与经营
 世界天然橡胶行业
 天然橡胶期货市场
 松香
 表18—1 林产化工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1812全国林产工业原料产量
 表18—3 全国林产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184林产化工标准
 表18—5林产化工科研项目
 表18.6林产化工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8.7一l 松脂主产地产量
 表18_7-2松节油主产地产量
 表18-7—3松香主产地产量
 表18-74木炭主产地产量
 表18-7-5活性炭主产地产量
 表18.7-6生漆主产地产量
 表18_7_7生漆及其制品主产地产量
 表18_7.8油桐籽主产地产量
 表18—7_9马尾松子主产地产量
 表18-7-10其他林化产品主产地产量
 表18_8林产化工产品出口
 表18-9林产化工产品进口
 野生动物驯养
 概况
 表19—1 全国驯养野生动物进出口贸易总值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表19-2 国家野生动物法规政策
 表19-3野生动物科研项目
 表19_4野生动物保护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19-5野生动物驯养主产地产量
 表19_6.1 蜂蜜主产地产量
 表19_6.2蜂王浆主产地产量
 表19_6．3蜂胶主产地产量
 表19_6.4蜂花粉主产地产量
 表19-7 野生动物产品出口
 表19-8野生动物产品进口
 森林旅游
 概况
 表20-1 森林旅游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20-2森林旅游国家级和省级协会
 表20-3全国分地区森林旅游经营状况
 表204各地区分级森林公园数量
 表20.5各地区森林公园分级统计面积
 表20-6森林旅游法规政策
 表20-7森林旅游县级单位情况
 林业机械
 概况
 表21-1 全国林业机械进出口贸易总值
 表21-2林业机械各指标在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份
 表21-3各地区林业机械企业数量
 表214林业机械法规政策
 表21-5林业机械标准
 表21-6林业机械科研项目
 表21-7林业机械出口
 表21-8林业机械进口
 林业上市公司
 林业上市公司状况
 林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
 表22-1 2010年林业产业国内上市公司
 表22-2部分林业上市公司首发情况
 表22-3香港联交所林业股情况
 表22-4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前后财务对比
 表22-5宁基股份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率
 中国林业境外投资企业
 概况
 表23 -l林业境外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
 表23—2林业境外投资企业的前10名国家（地区）分布
 表23-3林业境外投资企业的前10名国内分布
 表234 2010年核准的林业境外投资企业目录
 地方篇
北京市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森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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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品
 蜂
 花卉
 表24-1北京市林业产业概况
 表24-2北京市林业产业特色
 表24-3北京市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44北京国家级和市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天津市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果品
 种苗
 木材加工
 表25 -1 天津市林业产业概况
 表25-2天津市林业产业特色
 表25 -3天津市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54天津国家级和市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河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果品
 人造板
 种苗
 花卉
 安国中药材市场
 野生动物
 森林旅游
 生物质能源
 林下经济
 表26-1河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26-2河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26-3河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6-4河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山西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表27-1 山西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27_2山西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27-3 山西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74山西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循环经济
 果品
 中药材
 龙头企业
 表28-1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产业概况
 表28-2内蒙古自治区林业产业特色
 表28-3 内蒙古自治区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84 内蒙古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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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政策规划
 森林认证
 展览展会
 产业园区
 林业产业协会
 沈阳市木地板及苹果产业
 大连市木业产业
 鞍山市南果梨产业
 抚顺市木材和木制品生产
 本溪市山野菜和中草药产业
 阜新市大扁杏、山杏产业
 辽阳市南国梨产业
 铁岭市榛子产业
 葫芦岛市核桃产业
 表29 -1 辽宁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29—2辽宁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29-3辽宁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29-4辽宁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表29-5 辽宁省林业政策
 吉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舒兰林蛙养殖
 延边森工林业产业
 表30-1吉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0-2吉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0-3吉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04.1 吉林省木材加工业中国名牌产品
 表304.2吉林省木材加工业省名牌产品
 表304.3 吉林省木材加工业中国驰名商标
 表30_44吉林省木材加工业省著名商标
 表30-5 吉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黑龙江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果品
 森林蔬菜
 野生动物
 中药材
 木材加工
 森林旅游
 对俄贸易
 表31-1黑龙江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1-2黑龙江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1-3黑龙江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1-4黑龙江国家和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上海市林业产业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产业特点
 果品
 野生动植物
 森林旅游
 表32-1上海市林业产业概况
 表32-2上海市林业产业特色
 表32-3 上海市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24上海市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江苏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杨树
 种苗
 银杏
 企业
 表33 -1 江苏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3-2江苏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3-3江苏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34江苏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浙江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浙江笋竹产品西北行
 花卉
 森林旅游
 云和县木制玩具
 龙头企业
 第三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
 表34-1浙江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4-2浙江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4-3浙江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44浙江国家和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安徽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表35 -1安徽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5-2安徽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5.3安徽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54安徽省林业政策
 表35—5安徽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福建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木炭
 表36-1福建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6.2福建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6-3福建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64福建省国家和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江西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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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
 表37-1江西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7-2江西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7-3江西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7.4江西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山东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林产品初级市场
 种苗花卉
 林下经济
 人造板
 木本粮油
 表38-1 山东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8-2 山东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8-3 山东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8_4 山东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表38-5 山东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名单
 河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茶
 果品
 中药材
 花卉苗木
 森林旅游
 龙头企业
 表39-1河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3912河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39-3河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39-4河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湖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政策措施
 博览会
 重点龙头企业
 表40-1 湖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0-2湖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0—3 湖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0-4湖北省林业龙头企业
 表40-5湖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湖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林业立法
 沅江林纸、板材加工
 油茶
 经济林
 竹林
 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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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企业与品牌
 林业科技
 森林旅游
 生态文化产业
 首届湖南家具博览会
 表41-1湖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1.2湖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1-3湖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14湖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广东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表42-1 广东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2_2广东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2-3广东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24广东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木材生产
 人造板
 木制品
 制浆造纸
 竹、藤
 林产化工
 花卉
 油料
 野生动物驯养
 龙头企业
 表43 -1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产业概况
 表43-2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产业特色4
 表43 -3广西壮族自治区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海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龙头企业
 表44-1海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4.2海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4-3海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44海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重庆市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表45 -1重庆市林业产业概况
 表45—2重庆市林业产业特色
 表45.3 重庆市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54重庆市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四川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速生丰产林
 人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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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
 竹浆造纸
 中药材
 森林蔬菜
 生物质能源林
 木本油料
 产业基地
 表46-1 四川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6-2四川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6-3 四川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64四川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贵州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软木
 竹藤
 森林蔬菜
 中药材
 种苗基地
 林产化工
 林业科技
 表47 -1贵州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7-2贵州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7-3贵州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74贵州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云南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龙头氽业
 林（竹）浆纸
 果品
 林产化工
 森林蔬菜
 中药材
 种苗
 野生动物
 表48-1云南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48-2云南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48-3云南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484云南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西藏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种苗
 野生动物及林下产品
 林业科技
 表49-1西藏自治区林业产业概况
 表49 -2西藏自治区林业产业特色
 表49-3西藏自治区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陕西省林业产业

Page 1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

 产业特点
 果品
 油茶
 种苗花卉
 野生动物
 林业科技教育
 表50—1 陕西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50-2陕西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50-3 陕西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504陕西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甘肃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知名品牌
 果品
 林木种苗
 花卉
 林副林木产品加工业
 表51-1甘肃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51-2甘肃省林业产业特色
 表51-3甘肃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51-4甘肃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青海省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种苗
 核桃
 表52-1青海省林业产业概况
 表52-2青海省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52-3青海省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果品
 龙头企业
 花卉
 表53-1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产业概况
 表53-2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产业特色
 表53-3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534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科技成果
 表53-5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产业标准
 表53石宁夏自治区级林业产业相关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表5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产业概况
 表5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产业特色
 表54-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表544新疆自治区级林业产业协会
 内蒙古森工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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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5-1 内蒙古森工林业产业概况
 表55-2 内蒙古森工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吉林森工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森林旅游
 金融资本证券业
 森林矿产
 基地建设
 集团建设
 品牌建设
 表56-1吉林森工林业产业概况
 表56-2吉林森工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龙江森工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森林培育
 苗木、花卉
 多种经营
 森林旅游
 表57-1龙江森工林业产业概况
 表57-2龙江森工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大兴安岭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木材生产
 林业公路
 境外采伐
 种苗
 林业企业
 野生动植物
 畜牧业
 森林旅游
 果品
 中药材
 进出口
 招商引资
 林业科技
 表58-1大兴安岭林业产业概况
 表58-2大兴安岭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产业
 产业特点
 果品
 表59-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产业概况
 表59_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
 附录
 附录1木质类林产品海关代码及调整系数
 附录2竹藤类林产品海关代码及调整系数
 附录3非木质类林产品海关代码及调整系数
 附录4林业机械产品海关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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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林业产业大事记
 《中国林业产业与林产品年鉴2011》参加编纂地、县级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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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全部造林面积中，防护林面积所占比重为83.90%，其中水土保持林和防风固沙林
所占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26.74%和22.53%。
另外还完成低产低效防护林改造面积2.04万公顷。
 自2001年以来，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682.02万公顷、飞播造林29.11万公顷、新封山育林401.67万公顷
。
其中，三北四期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429.36万公顷、飞播造林10.12万公顷、新封山育林200.20万公顷
。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截至2010年底，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已达2035处，总面积1.24
亿公顷，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89%，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47处，面积7597.42万公顷。
与2009年相比，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数量增加23处，面积增加82.72万公顷。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到有效保护。
 年末实有自然保护小区4.88万个，总面积1588万公顷。
野生植物就地保护点351个，总面积为476万公顷。
国家划定禁猎（采）区2425个，总面积为8706万公顷。
野生动物种源繁育基地560个，野生植物种源培育基地503个。
野生动物园61个，植物园87个，狩猎场147个。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5456个，野生动植物科研及监测机构663个，鸟类环志中心（站）148个。
全国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人员达4.87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8万人。
 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2010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并建立了长江、黑龙江等流域
湿地保护网络。
截至2010年底，湿地自然保护区达550多处，国家湿地公园达14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达37处，面积
为391万公顷，湿地示范区面积为251万公顷。
全国共有1820万公顷的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0.3%。
 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 2010年，荒山荒地造林中速生树种造林74.10万公顷，占全部造
林总面积的12.54%。
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共造林6230公顷，其中荒山荒地造林1777公顷，更新造林4439
公顷。
另外还完成改培面积801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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