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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盖旭升
固原市原州区蝉塔山林场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 要：林业高质量发展强调生态优先、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全面提升。新

质生产力以其前沿技术和高效资源配置能力，为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耦合协调关系，

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人才培养及完善资源管理利用体系等策略，推动林业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与

协同发展，为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林业发展模式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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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质生产

力的不断涌现，林业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成为推动

林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旨在探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与特征，分析其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并

提出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建议，以期为林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1 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林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

念，其核心在于实现林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全面

提升，同时确保生态安全不受损害。这一过程涵盖了生

产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产品附加值的增强

等多个方面。林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强调生态优先的原

则。这意味着在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始终

将生态保护置于首位，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过

度开发和滥用导致的生态破坏。这一原则是林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创新驱

动成为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和制

度创新在提升林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管理模式，

推动林业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

品的附加值，制度创新也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更加灵活和

高效的制度保障。产业融合成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趋势。林业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有助于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林业产业体系，拓展林业

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种融合有助于提升林业的经济效

益，还能促进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于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推动林业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实

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理念的实施将有助于构

建更加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林业发展模式。

2 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关系

2.1  相互作用机制
2.1.1  林业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紧密且相

互促进的耦合协调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林业高质量发

展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具体

来说，林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为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良好的森林生

态系统在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护水源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生态支撑。林业资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

础，其丰富的供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木材、生物质能源等林业资源在新质生产力的

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

展。林业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林业领域，科

技创新可以提高森林资源的培育和利用效率，促进林业

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还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技

术支撑和解决方案。而制度创新则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激发市场活力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加

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复杂而深刻的。林业高质量发展通过

提供生态基础、资源供给以及创新驱动等多方面的支

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

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1]。

2.1.2  新质生产力对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1）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林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持。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手

段的应用，使得森林资源的监测和管理变得更加精准和

高效，为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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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引入，提高了林业管理的科学性，也促进了林业

生产效率的提升。（2）新质生产力的飞跃推动了林业
产业的革新与升级。借助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前沿科

技，林业领域成功研发出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新型产

品，诸如先进木质材料及生物能源等，这些创新不仅拓

宽了产业发展路径，还极大地激发了林业经济的内在活

力与增长潜力。（3）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为林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投入。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提

升，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的关注，这为

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投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

持，推动了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新质生产力在技术

支持、产业升级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对林业高质量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2.2  耦合协调关系的表现
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关

系，体现在两者在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相互间的依存

性，以及协同发展的紧密性上。两者均将实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为核心追求，这构成

了它们耦合协调关系的坚实基础。林业高质量发展，通

过强化生态保护、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

手段，不仅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

础，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资源与环境条件，成为新质生

产力持续创新和高效发展的有力支撑。反过来，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以其前沿的技术手段、创新的发展模式和

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为林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提升了林业

资源的培育和利用效率，还推动了林业产品的多样化和

附加值提升，为林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支撑和资金支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林业高

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在发展中形成了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的良好态势。正是这种协同发展，使得林业高质量

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两者在耦合协调中，共同推

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强林业

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是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2]。

3 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策

略建议

3.1  加强科技创新
在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过

程中，加强科技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策略。（1）必须

提升对林业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资

金支持体系，该体系应以政府引导为基础，企业投入为

主体，同时鼓励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有关部门需充分

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实施税

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有效激发企业参与林业科技研发的

内在动力。（2）为加速科技成果的产出与转化，应积极
推动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搭建，鼓励林业企业、高等院校

与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源的

共享与互补。在关键技术领域，应聚焦于林业生物技术

的研发，致力于开发出高效的林木基因编辑技术，以精

准培育出具有高抗逆性、速生性及优质材性的林木新品

种，大幅缩短林木生长周期，提升森林资源的质量与数

量，在信息技术应用层面，应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出高

分辨率、实时动态的森林资源监测系统，充分利用卫星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及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
对森林资源的全面、精准监测，为林业资源的科学管理

与合理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3）应注重科技创
新成果在林业生产实践中的转化应用，通过建立成果示

范推广基地，组织现场观摩、技术培训等活动，加速新

技术、新成果在林业企业与林农中的普及与应用，切实

将科技创新的优势转化为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生

产力，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与

协同发展[3]。

3.2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实现林业高质量发

展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关键路径。要加速林业传统

产业的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对木材

加工、林产化工等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在木材加工环节，采用数控加工设备，提高木材加工精

度与利用率，降低能耗与污染物排放；大力培育新兴林

业产业，依据市场需求与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森林

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兴业态。在森林旅游开

发中，充分挖掘森林生态文化内涵，打造特色鲜明、功

能多样的森林旅游产品，如森林探险、生态科普、森林

度假等，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加强林业与其他产

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林业与互联网、金融、文化创意等

产业的跨界合作。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林产品销售渠

道，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模式；借助金融工具创新

林业投融资机制，为林业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通过

文化创意为林产品赋予更高的文化附加值，提升林业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融合发展，拓

展林业产业的发展边界，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实现

林业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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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人才培养
（1）构建一支高素质的林业人才队伍，是确保林业

领域持续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

石。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培养具备深厚林业专业知识的人

才，更要注重其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打造出一

批既懂林业又擅长创新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此，需优

化林业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紧密结合林业发展的前沿趋

势与实际需求，开设如林业智能装备应用、林业大数据

分析等新兴专业课程，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其适

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2）为提升学生的实践技
能，应鼓励高校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

实践教学，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

境中锻炼专业技能，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有机结

合。对于林业管理人才，应加强对其管理知识与领导力

的培训，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使其掌握先进的管理理

念与方法，能够科学规划林业产业的发展路径，有效协

调林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推动林业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3）为全面提升林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
力，还需加强林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培训活动。针对林农，应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提升其林业生产技能，增强其对新技术的接受与应用能

力；针对林业企业员工，则应进行新技术、新设备的操

作培训，提高其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通过人才培养与

培训措施，我们全面提升林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与综

合素质，为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提

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推动林业产业向更加智能化、高效

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4]。

3.4  完善林业资源管理与利用体系
构建科学、高效的林业资源管理与利用体系，是实

现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的重要保障。

在资源管理层面，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

术，搭建综合性的林业资源管理平台。该平台能够整合

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生态监测数据以及林业产业发展数

据等多源信息，通过数据挖掘与深度分析，实现对林业

资源动态变化的精准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全面、及时

的数据依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森林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提前制定防控策略，降低病虫害对森林资源的损害。在

资源利用方面，秉持循环经济理念，推动林业资源的高

效循环利用。鼓励企业研发和应用林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技术，将采伐剩余物、木材加工边角料等转化为高附

加值产品，如生物质能源、环保板材等。通过构建林业

循环产业链，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废弃物排

放，还拓展了林业产业的盈利空间，加强对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与市场开发。借助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GEP）核算体系，量化森林在涵养水源、固碳释
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生态价值，并探索通过生

态补偿、生态产品交易等机制，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

收益，激励林业经营者更加注重森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

经营。

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

调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科技创

新、优化产业结构、人才培养及完善资源管理利用体系

等策略，可以推动林业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与协同

发展，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未

来，应继续深化林业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研究，为

林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波,李晨曦,王松,等.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意义、内在机理与实施路径[J].武汉体育
学院学报,2024,58(09):1-9.

[2]周娴娴,李启迪.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体育教学高质量
发展路径探讨[J].体育教学,2024,44(08):21-22.

[3]张文杰,钱凯娟.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体育教学改
革创新路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4,14(17):35-38.

[4]吴松泽,陈潜.林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
协调关系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24,44(2):128-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