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 ８ 卷 第 ２ 期

２ ０ ２ １ 年 ４ 月

江　 苏　 林　 业　 科　 技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２
Ａｐｒ． ２ ０ ２ 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８０（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４６—０４

泗阳原料林森林认证实践和建议

梁尚光１，吕卫林２，张　 妍１，周　 滔１

（１ 江苏致远森林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２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森林认证项目“泗阳县木材原料基地森林认证能力建设”（ＫＪＺＸＲＺ２０１９００１）
　 　 作者简介：梁尚光（１９９４－ ），男，江苏宿迁人，大学本科毕业。 主要从事中国森林认证有关工作。 Ｔｅｌ：１５７２０６１１１３１。

摘要：原料林认证是中国森林认证现阶段的创新工作，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入了重点工作。 该文简要介绍了森

林认证的起源、发展，原料林认证的背景和概念。 总结了泗阳县原料林认证实践的 ３ 个阶段：深度贯彻培训，缜密

筹划发动；科学构建体系，精准实施认证；初获认证成效，服务林业产业。 在分析了开展原料林认证工作存在权属

分散、认证要求难以贯彻、ＣＦＣＣ 市场需求不强、认证成本较高、工作量大周期长等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组织

领导、做好统筹安排、落实经费保障、重视品牌培育、强化认证后管护等为进一步做好原料林认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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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因为全球环境问题越发严

重，森林可持续发展逐渐作为林业新的方向被广泛

认同［１］，也成为国际上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重要

课题。 为了遏制森林滥砍滥伐持续加重，推动林业

可持续发展，国际上一些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ＥＮ⁃
ＧＯ）建立了一种市场准入新机制———森林认证，通
过第 ３ 方的评估审核帮助消费者选择来自可持续经

营森林的产品。 在现有的全球性森林认证体系中，
森林管理委员会（ＦＳＣ）最先开展森林认证工作，并
产生 了 较 大 的 影 响， 森 林 认 证 体 系 认 可 计 划

（ＰＥＦＣ）认证的森林面积最大，且发展后劲更强［２］。

１　 原料林认证的背景和概念

１９９５ 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交流的

逐步增多，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并重视森林认证体系的

建设。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森林认

证处设立［３］，开始着手开展建立认证制度、完善认证

标准、拓展认证领域、壮大认证队伍等方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林业局、国家认证监

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家部委相继发布重要文件，引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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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森林认证工作［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５ 日，中国森林认

证体系（ＣＦＣ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得到国际的认

可，中国正式成为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ＰＥＦＣ）会
员国［５］。 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开始中国森林认证试点工

作；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林业局将森林认证列入年度工作

重点，同年江苏省财政厅和江苏省林业局联合发文

（苏财农［２０１８］１２８ 号）明确将林业重点地区森林认

证试点工作列入省级林业专项资金扶持方向，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森林认证连续被纳入了江苏省林业科技

创新与推广项目重点支持方向［６］。
森林经营认证（ＦＭ）和产销监管链认证（ＣｏＣ）是

森林认证的 ２ 大传统领域，分别是对林地和木制品实

施的认证［７］。 我国目前推动的区域性森林经营认证

旨为木制品加工企业提供认证原料，亦称为原料林认

证。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中国共有５ ８１８ ２９２ ６２３ ｈｍ２林

地和 ３８２ 家木制品企业通过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

会（ＣＦＣＣ）认证，发放证书 ９ ８２８ 张。

２　 泗阳原料林认证的实践

２０１９ 年，泗阳县为了做大做强林业产业，承担

了国家级森林认证项目“泗阳县木材原料基地森林

认证能力建设”。 根据项目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在

开展能力建设的同时，需要完成近３ ５００ ｈｍ２原料林

森林认证。 在分析林地林木实际经营情况后，泗阳

县采用了联合认证模式，由联合认证组织者联合多

个森林经营主体开展森林经营活动，统一进行认

证［８］。 对泗阳原料林认证实施过程进行总结梳理，
整个项目实践可分为 ３ 个阶段：
２ １　 深度贯彻培训，缜密筹划发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泗阳县人民政府召开了“泗
阳县木材原料基地森林认证能力建设” 启动大

会［９］，相继又召开了原料林认证座谈和培训会议，
对全县范围内乡镇分管林业负责人、各有关部门负

责人以及规模木制品加工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有森林认证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森

林认证知识等，乡镇也相继开展了内部的森林认证

相关培训。 通过以会代训、专业培训及逐级精准培

训的方式，提高了森林认证参与者对森林认证重要

性的认识。 为全面启动原料林认证工作，县政府成

立了森林认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先行试点，分
批实施，全域覆盖”的策略，决定借助国家林业局项

目的实施，在 ２０２１ 年底分 ３ 批次完成全域原料林认

证工作。 泗阳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以下简称“县
林业中心”）作为认证牵头单位，具体负责组织、协

调和实施联合认证工作。 牵头单位制定了《泗阳县

原料林森林认证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项目实施

的内容要求、部门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原料林认证工作。
２ ２　 科学构建体系，精准实施认证

县林业中心根据最新的林地变更成果，结合泗

阳林业实际情况，组织 ３ 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
街道，对所属村组的森林权属、林木蓄积量进行摸底

调查，全县以杨树为主的林地面积近２６ ０００ ｈｍ２。 在

摸清资源和权属情况后，县林业中心委托有资质的第

３ 方编制了《泗阳县部分原料林森林经营方案》，按照

原料林认证相关标准、要求，编写了《联合认证森林经

营手册》等体系管理文件，并通过签订协议、责任状等

形式明确县、乡（镇）、村，以及林农和各林地林木所有

者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了县、乡镇、村、林农一体化科

学管理的体系架构。 县林业中心经过充分的准备，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５ 日开展并通过首批原料林森林

认证预审，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１９ 日通过主审，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完成不符合项整改并获得认证证书。 首批原

料林获证面积５ ０００ ｈｍ２，涉及王集镇（原王集镇范

围）、来安街道（原八集乡范围）、爱园镇（原里仁乡范

围）、庄圩乡等 ４ 个乡镇以及六塘河、淮沭河 ２ 个河堤

管理所。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１８ 日，泗阳又通过原料林

第 ２ 批扩项认证现场审核，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获得扩

项认证证书，扩大认证面积６ ８０３ ｈｍ２，覆盖王集镇

（原南刘集乡范围）、爱园镇（原爱园镇范围）、穿城镇

（原张家圩乡合并）、三庄镇（原三庄镇范围）乡镇 ４
个。 经过 ２ 批次的原料林认证，获证林地面积达到

１１ ８０３ ｈｍ２。 第 ３ 批次认证实施后，将覆盖泗阳县

全域。
２ ３　 初获认证成效，服务林业产业

泗阳县已经通过 ２ 个批次的原料林认证，完成

了项目预期任务，取得了一定的认证成效并透过森

林认证的实施服务当地林业产业。
２ ３ １　 提高了林业管理水平 　 泗阳通过《森林经

营方案》和《联合认证管理手册》的编制和实施，将
一套科学系统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引入到实际

生产经营中，新的管理模式覆盖土地权属管理、营
造林生产、采伐控制、森林管护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化学品使用、森林及环境保护等方面［１０］，这极大提

高了全县林业管理水平。 原料林认证每年需要实

施监督审核，将促进泗阳林业产业经济、社会、生态

均衡持续向好发展。
２ ３ ２　 增加了林业经济效益　 泗阳县拥有杨树活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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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木蓄积近 ４×１０６ ｍ３。 据估计，通过森林认证，木
材销售可溢价 １０％左右，若按木材价格 ５００ 元 ／ ｍ３

计算，原料林认证可使泗阳现有的林木资产估价增

加 ２×１０６ 元。 对于一家一户小农户，通过联合认证，
不但提高了组织化管理水平，更直接提高了经济效

益。 通过认证还可在改善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竞争

力，获得更多的财政和技术支持，降低投资风险等

方面增加收益。
２ ３ ３　 打破了绿色贸易壁垒 　 《雷斯法案》 《欧盟

木材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木制品的出口遭受到如

欧盟、美国和日本等环境敏感市场的严重限制［１１］。
据了解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出口到韩国的木材

产品必须持有木材合法性证明，而获得 ＣＦＣＣ 认证

证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为充分发挥原料林认证

作用、打造泗阳县森林认证品牌，在江苏省林业局、
泗阳县委和县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积极开展当地

企业产销监管链认证。 泗阳县意杨科技产业园是

针对意杨开发利用的高科技木材企业集中地，３０ 余

家木材加工企业具备开展 ＣｏＣ 认证的条件，已有 ２１
家企业通过认证，计划 ２０２１ 年再认证 １０ 家。 认证

产品包括人造板、家具、包装箱等产品。 通过原料

林认证，助力了木制品企业打破绿色贸易壁垒。
２ ３ ４　 增强了绿色发展动力　 由国务院办公厅主抓

的绿色产品评价工作，其中已明确木制品行业涉及 ３
项标准，获得中国森林认证是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前

提［１２］。 目前全国开展中国森林认证的绝大多数木质

品加工企业都缺乏认证原料，只能进行模拟认证。 没

有认证原料，获证企业无法在产品上使用森林认证标

识，不能真正获得中国绿色产品认证，极大地降低了

企业认证的意义。 泗阳通过原料林认证后为本地木

材企业提供了认证原料，不仅解决了认证缺少原料的

瓶颈问题，也为泗阳绿色发展增强了新的发展动力，
也为全国绿色产品认证工作作出了贡献。
２ ３ ５　 加快了 ＣＦＣＣ 进程　 作为全国原料林认证

示范试点项目，泗阳原料林认证的成功实施将助推

ＣＦＣＣ 快速跨入新的历史阶段。 据了解，全国性的

森林认证工作会议有望在泗阳召开，将为 ＣＦＣＣ 的

全国推广再添新动力。 ＣＦＣＣ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

助于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也是我国政府对世界环

境保护作出贡献的承诺和形象［１３］。

３　 开展区域性原料林认证工作存在的
难点

我国有 ６１ ４％林地属于集体林地，这部分林地

是国营速生林的主产地，承担着单板、人造板等初

加工木制品木材原料的主要供应任务。 但是，截至

目前几乎没有规模化通过 ＣＦＣＣ 原料林认证的集体

林地，结合泗阳原料林认证实践分析，存在以下几

点重要原因：
３ １　 权属分散，组织管理复杂

开展区域原料林认证面对最直接的问题是如

何把千家万户的林农、林地承包大户或企业、林农

合作组织等不同类型林地拥有者组织起来开展认

证。 有认证意向的地区往往因为林地和林木权属

过于分散、统一协调管理复杂而放弃或难以成功开

展认证。
３ ２　 认证要求难以贯彻，证书获得及维护较难

区域原料林认证多采用联合认证模式，此模式

下需要联合体中每个成员严格执行认证标准和联

合体管理要求进行森林经营管理，但是林农自身的

技术和管理水平很难达到标准的要求。 原料林认

证一个周期为 ５ ａ，森林经营需要连续 ５ ａ 达到标准

要求，并建立规范的木材监督和森林经营管理档

案，对于一家一户的认证主体，难度较大。 如何有

效且有力的将认证要求宣传、培训到每个乡镇、每
个村组甚至每家每户也是阻碍实施认证的一个难

点，获证后对证书维护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３ ３　 ＣＦＣＣ 市场需求不强，认证积极性不高

ＣＦＣＣ 认证木材销售一般会比普通木材的价格

适当提高，但是目前 ＣＦＣＣ 的市场需求并不是很高。
ＣＦＣＣ 已经与 ＰＥＦＣ 实现了互认，理论上，５０ 多个

ＰＥＦＣ 会员国都认可 ＣＦＣＣ 证书，但这只是官方层面

的认可，国内外多数大型建筑商、超市等木制品采购

商依然只认可 ＦＳＣ 证书。 我国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
对人造板、木质地板和家具的要求是将 ＣＦＣＣ 认证的

原料作为评定的前置条件，但目前看来，以此产生的

强大市场推动力依然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目前尚不

明显。 种种原因造成原料林认证主体开展认证的意

愿不高，即使通过政府推动实施通过了认证，也可能

出现获证后认证原料有价无市的情况。
３ ４　 认证成本较高，经费难以落实

认证成本一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即直

接用于认证审核的费用，为了达到认证标准和通过

认证产生的咨询费用。 一般来说认证直接成本不

会很高，但是联合认证中成员单位森林经营水平有

限，导致必须在编制县级森林经营规划、森林作业

操作规程、联合认证管理体系文件、开展相关培训

以及固定专人看护和管理森林等方面花费间接成

８４



第 ２ 期 梁尚光等：泗阳原料林森林认证实践和建议

本，而且往往是直接成本的数十倍。 大多数林农在

没有获得实质经济效益之前，不愿意支付相关费

用，经费难以落实。
３ ５　 工作量大周期长，缺乏专人专职实施认证

区域原料林认证的具体工作以县级林业科技

推广部门开展较为稳妥。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机构改革

后，由于种种原因县级从事林业工作的人员偏少且

日常工作任务重，难以落实专人专职开展原料林认

证相关工作，在面对原料林认证大量额外工作和较

长工作周期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４　 做好原料林认证的建议

４ １　 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县级原料林认证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区

域性林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江苏省林业部门已

出台了多个政策性文件，将森林认证列入财政扶持

范畴。 县级林业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重视和

支持，争取将森林认证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

工作，融入乡村振兴和总体发展战略当中。
４ ２　 健全管理机制

要健全管理机构，配齐人员力量，统筹工作安

排，建议将森林认证工作指标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通报认证开展情况，营造做好认

证的氛围、落实责任和压力，防止时间长，造成懈怠。
４ ３　 落实经费保障

泗阳县开展原料林认证先后得到了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省林业局以及泗阳县政府的财政支持，
保证了原料林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但是政府资

金只能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应尽快建立以政府支

持为导向、林产企业资金为主体的经费保障机制。
同时引导安排木材加工企业与原料基地对接，签订

合作协议书，使认证原料得到合理利用，调动当地

企业积极性的同时，保障认证后的经济效益。
４ ４　 培育基地品牌

要整合相关部门优势资源，科学编制原料林森

林认证工作方案，研究制定推进原料林森林认证的

策略，集聚多种优势资源和力量，组织专家和社会

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原料林森林认证的合力。 紧抓国家绿色发展趋

势，利用国家级论坛和相关协会平台大力推广基地

品牌，从而做大做强 ＣＦＣＣ 原料林市场。
４ ５　 强化认证后维护

泗阳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制定了《森林认证—

原料林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为原料林认证证后

管理提供了科学、规范、有效的监管制度保障。 此

外，原料林认证的相关培训应该列入县林业技术推

广培训年度计划中，就如何将认证标准要求与实际

经营实践相结合开展讨论与落实，不断改进，加强

联合认证团体内部的监管，确保每个成员符合认证

标准要求。

５　 结语

原料林认证是新时代林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受
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的高

度重视，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生态与经济发展，加快

打造绿色产品认证品牌意义重大。 中国森林认证

目前处于发展的瓶颈期，认证环节中原料林供应不

足仍是阻碍中国森林认证进程的难题。 总结县级

全域原料林认证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有助于促

进全国森林认证的深入开展；有助于原料林基地建

设和品牌培育等领域取得突破；有助于林业为建设

生态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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