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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道路驱动下的山区林业经济振兴路径
——以广西浦北县八角产业为例

覃乃伟 胡乃凡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测绘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林间道路作为山区林业资源开发的关键基础设施，对提升林业经济收益、推动

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以笔者所在的籍贯县广西浦北县官垌镇、六硍镇、平睦镇八角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案

例分析揭示林间道路对林业经济的直接经济效应、间接增值效应及空间重构效应。研究发现，林间道路通过降低运输

成本、促进技术落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户均增收4000元至5万元不等，但需平衡生态保护与开发强度。基于实践
经验，提出“生态型道路技术+多元化融资+产业融合”三位一体策略，为山区林业经济振兴提供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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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农村基础设施与生态经济协

同发展置于核心地位。林间道路作为林业资源开发的基

础载体，不仅降低运输成本、激活资源潜力，还通过产

业链延伸与生态价值转化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然而，

山区林业经济面临资源开发效率低、生态保护压力大等

挑战。林间道路作为连接林地资源与市场的纽带，其建

设与优化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核心抓手。广西浦北县官

垌镇、六硍镇、平睦镇依托八角产业，通过林间道路建

设实现经济收益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为同类地区提

供实践范本。本文结合三镇案例，系统分析林间道路对

林业经济的作用机制，并提炼可复制的振兴路径。

1 林间道路对林业经济的作用机制

林间道路的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重要

举措，其深远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尤为突出的是对林

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乡村交通条件的提升以及乡村经济

发展的带动。林间道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如运输和作

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快采伐与协同作业。它扩大

市场范围，提升林产品价值，还助力资源管理与保护，

从多方面作用于林业经济收益，推动产业发展。

1.1  直接经济效应：降本增效与资源激活
运输成本削减：林间道路通过提升路网密度与通达

性，能显著降低运输成本。在无良好道路时，林产品需

经长距离人力搬运至车辆可达处，耗费大量人力与时

间成本。而林间道路的建设，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林

地资源通往外界的门户。这些道路如同脉络，将原本偏

远的林地与广阔的市场紧密相连。林产品的运输不再受

限，无论是木材、果实还是药材，都能更加顺畅地运往

销售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1]。林间道

路建设使八角鲜果及加工产品的运输距离缩短40%以上，
减少了中转环节与人力搬运成本。官垌镇通过硬化路网

覆盖村屯，鲜八角运输时间缩短50%，损耗率降低30%，
年产值达7亿元。
资源开发效率提升：林间道路极大提升了林业资源

开发及管护效率。浦北县2023年启动八角深加工产业园
建设，2024年新增80公里产业路贯通三镇，推动加工
转化率从45%提升至60%，附加值显著增加。平睦镇依
托“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率90%，使病虫害防治、施肥等管理措施响应时间缩短
50%，优质果率提高至85%，推动经济林规模化经营，管
护成本降低18%-25%。预计2024年三镇八角产业总产值
突破12亿元，其中道路通达性贡献率达30%。未来随着
2024年新一批80公里产业路建成，预计可新增就业岗位
200个，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0%，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
18亿元。

1.2  间接增值效应：产业链延伸与品牌溢价
林间道路不仅是林地与外界的桥梁，更是乡村交通

网络的关键一环。它们的建设和完善，极大地缩短了乡

村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村民们不再因为交通不便而束缚

于乡土，出行、就医、上学都变得更加便捷。同时，林

间道路的通达性增强了林地的吸引力，使得投资者和游

客能够轻松抵达。投资者看到了林地的潜力，愿意投入

资金进行深度开发；游客则能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林地

的魅力，进一步促进了林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为林地资

源的多元化利用开辟了新途径。六硍镇建成44个八角晒
场、13家蒸油厂，形成“采收—加工—冷链物流”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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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产品溢价提升20%。官垌镇平石村加工基地通过产
业路连接周边5个行政村，吸引香精香料、烘干仓储等企
业入驻，形成年处理鲜果百万吨的加工集群，产品附加

值提升。

1.3  空间重构效应：生产要素重组与市场拓展
生产要素重组：道路通达性改善为广西浦北县八角

矮化技术推广提供了基础条件。六硍镇纪委监督修缮

“产业路”，推动2000亩八角林集中管理，单户年收入
超5万元。官垌镇通过道路网络将技术人员、设备快速输
送至15万亩种植区，矮化改造面积突破6万亩，预计亩产
从600公斤提升至1000公斤以上；平睦镇修通17公里水泥
路后，矮化八角林亩产增加2-3倍，总产值突破2亿元。
区域协同与市场拓展：道路网络促进了加工企业的

空间集聚，也增加了农村青年留守的动力。六硍镇依托

道路优势引进蒸油厂、调味品公司，推动八角从原料销

售向茴脑、莽草酸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2023年深加工
产值占比达45%。平睦镇利用道路连通生态旅游资源，发
展“八角+康养”模式，带动农家乐、采摘体验等业态，
实现一三产业融合增效。

2 矛盾与挑战

2.1  生态保护与开发强度失衡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也为林间道路的建

设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林间道路作为

连接乡村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其建设和完善对于满足乡

村居民出行需求、促进乡村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2]。随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乡村振兴的

推进为林间道路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推动了

林间道路的不断延伸和完善。但同时，林间道路建设与

生态保护存在显著冲突。道路修建需砍伐植被、破坏地

形，导致水土流失和生物栖息地碎片化。此外，车辆通

行加剧噪音污染与尾气排放，威胁野生动物生存。道路

开通易引发过度开发，如非法采伐、捕猎等行为，加速

森林退化。尤其在生态敏感区，道路建设可能打破生态

平衡，削弱碳汇能力。需通过科学规划、生态补偿及绿

色施工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

2.2  投资效益与融资瓶颈
林间道路建设投资效益矛盾凸显于多方利益诉求差

异。政府着眼区域经济发展，大力投入基建，却面临资

金压力；企业追求短期回报，对周期长、风险高的道路

项目兴趣不足；农村社区居民担心生态破坏，影响生活

质量。道路建设成本高、收益慢，与企业逐利性冲突。

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易引发环境破坏与经济收益失

衡。贵州毕节山区道路单公里建设成本超80万元，投资
回收期超过15年。需配套产业补贴政策、多方共商与长
效管理，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2.3  技术适配与人才短缺
林间道路建设面临显著技术与人才瓶颈。技术层

面，传统设计标准滞后，生态友好型施工技术应用不

足，智能化监测、绿色材料等创新手段覆盖率低；复杂

地形适应性差，易引发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传统硬化

道路导致15%-20%林地永久损失，而福建武夷山生态型
透水路面减少60%生态干扰。人才层面，专业道路工程师
稀缺，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兼具林业与交通工程知识的

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矮化技术推广依赖基层培训，但

六硍镇技术员覆盖率不足30%。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完
善，现有从业人员技术水平难以满足高质量建设需求。

定边县林业技术人员短缺，生态意识不足，制约生态经

济协同发展。需加强校企合作、完善培训机制，并推动

数字化技术应用，以破解技术人才双重困境。

3 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3.1  生态友好型技术应用
林间道路的建设规划应充分考虑乡村振兴的总体规

划和目标要求。在规划过程中，应注重道路建设与乡村

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和互补性，结合自然资源国土调查数

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根据森林资源分布与生态敏感
区评估，制定分级道路网络规划，避让水源保护区与生

物廊道。同时，还应注重林间道路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

谐共生，避免道路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推广“近

自然施工法”，利用生态袋护坡、透水路面等技术减少

水土流失，同步实施植被恢复工程，确保道路建设生态

影响最小化。此外，林间道路的建设规划还应注重与周

边交通网络的衔接和配套建设。政府应加强对乡村交通

网络的整体规划，确保林间道路与国道、省道、县道等

交通干线实现无缝对接，提高交通网络的整体效能和便

捷性[3]。

3.2  多元化融资与制度创新
多元化融资与制度创新是破解林间道路建设资金与

管理难题的关键。林间道路的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首先，政府应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

加大对林间道路建设的财政拨款力度，将林间道路建设

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中，确保资金到位。其次，通

过设立专项基金、推广PPP模式、引入生态补偿资金等
方式，整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多方力量，缓解投资

压力。再次，制度层面需创新“道路+产业”捆绑开发机
制，允许投资方通过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获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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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制度，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约束。

政府主导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

立生态补偿机制（按受损碳汇量20元/吨标准补偿）。
3.3  科技与人才协同
科技与人才协同是推动林间道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动力。通过研发智能化监测系统、生态友好型施工技

术等创新手段，结合无人机巡检、BIM建模等数字化工
具，提升道路建设与管护效率。林间道路的管理和维护

是确保其长期有效使用的关键。政府应加强对林间道路

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建立健全道路管理机构和制度保障

体系。应用遥感与无人机监测技术，实现森林资源动态

管理（浙江丽水“林道+”模式）。同时，政府应注重
培养专业的道路维护和管理人才。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

制，定向输送林业交通复合型人才；开展基层技术人员

技能培训，强化生态保护与工程技术融合能力。二者形

成“技术创新驱动人才升级，人才发展反哺技术突破”

的良性循环，为道路建设的生态化、智能化提供持续支

撑。加强林业技术培训，改善偏远地区人才待遇，构建

校企合作机制。此外，政府还可以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林

间道路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3.4  产业融合与品牌建设
产业融合与品牌建设是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路径。政府应积极推动林间道路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

展，通过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业

态，实现林间道路与乡村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同时，还可以发展林下养殖业，如养鸡、养蜂等，增加

村民的收入来源[4]。政府还应注重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和

品牌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需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结合

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渠道拓展市场，强化地理标志认

证与质量追溯体系。通过推动“林业+加工+文旅”三产
融合，发展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延长产业链

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如广西浦北县通过“产业路+加工
园+电商点”模式，打造“浦北八角”品牌，实现线上销

售额占比20%，优质果溢价35%，同时促进生态保护与经
济收益双赢。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帮

助乡村发展特色产业和品牌产品，提高乡村经济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

结语

广西浦北县三镇实践表明：林间道路通过“降本增

效—技术赋能—市场拓展”三阶段驱动，成为山区林业

经济振兴的核心引擎。（1）科学规划，注重生态：在林
间步道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要注重科学性和生态性。

要根据林区的地形地貌和产业发展需求进行科学规划，

同时要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创新模式，
整合资源：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创新发展模式，

如“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模式。通过整合资源、资
金和技术，推动林下经济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3)政
府引导，群众参与：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提供政策支

持和资金扶持。同时，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林间道路建设和林下经济发展中

来。(4)注重维护，持续发展：林间道路建设完成后，要
注重日常的维护和管理工作。要建立长效的维护机制，

确保林间步道的畅通和安全。同时，要注重林下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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