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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的昭通市竹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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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给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该文在全面分析昭通市

竹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昭通市竹产业的发展应以竹纸浆制造，竹笋加工，竹材生产等为重点，

在分析了竹产品的市场情况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对昭通地逛竹产业基地建设进行了合理布局，指出新农

村建设中实现昭通市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在政策、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等方面给予支持。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昭通竹产业发展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面积23 021kd，其中山区面积占了96．z4％，

256以上的坡地占43．8l％，为典型的山地构造地貌o]。境内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是国家重

点扶持的金沙江下游和乌蒙山区的贫困片区之一。昭通地形复杂，立体气候明显，生物资源丰富。全市共

有竹类植物i3属60余种，是西南地区竹类植物富集区之一。竹类产品是昭通农特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竹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规模而成为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亮点之一。

一、昭通市竹产业发展现状 ．

(一)昭通竹产业资源丰富

昭通境内的乌蒙山和五莲峰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挡和滞留了区域性水汽环流，造成了独特

的区域性天气系统。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和复杂地理环境使昭通市竹类资源异常丰富。在竹种资源中，既

有散生竹类的毛竹、水竹、斑竹、桂竹、灰金竹等的分布，又有丛生竹类的慈竹、竹硬头黄、慈竹、山

慈、粗穗龙竹、麻竹等，还有混生竹类的筇竹、方竹、苦竹、玉山竹、箭竹等竹种01，其中以筇竹和方竹

最为珍贵。丰富的竹种使昭通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竹类富集区。

昭通市竹类分布广泛，在遍及全市11个县(区)海拔267～3 500m之问地区均有分布，竹林总面积

达2．42万hmz，竹材资源积蓄总量为250万t，其中彝良、永善、大关、盐津等4县竹林面积最大，占全

市竹林面积的63．72％。全市竹林资源中成片竹林面积为20 180hm2．占竹林总面积的83．33 0A；四旁竹

林面积为4 040hm2，占竹林总面积的16．67％。此外，昭通市25。以上的陡坡面积所占比例高达43．81％，

陡坡耕地面积13 650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3，38％。昭通市退耕地资源中，可供建设竹林基地的面积应

在6 670hm2以上，具有发展竹产业的巨大潜力。

(二)竹加工业已有一定基础。但总体上看仍很薄弱

昭通市竹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汉时，筇竹杖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印

度，制作工艺已十分精湛。民国时期，昭通市除笋干加工外，竹林还广泛地被用于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

据《大关县志记载》：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关县竹笋产量已达1万‘；以竹造纸生产甚为普及，1920年

时。昭通县土纸产量达4 000t F竹材制品全市均有生产，但以盐津、大关两县翩作工艺最为精湛。20世

纪50年代以来，在继承传统生产的基础上，在竹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一步拓宽了利用范围，加大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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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力度。当前，昭通市年产鲜笋近1万t，其中盐津、永善和威信的产量相对较集中，分别占了全市

总产量的27．O蹦、23．3％和21．8％。竹笋除以鲜笋直接面市以外，还开发了以筇竹笋制品为龙头的清水

笋、盐渍笋、笋于等系列产品，但加工工艺都十分简单，一般都是以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进行，尚没有形成

上规模具有精细加工能力的生产企业。竹产业加工制品主要有彝良、盐津等县的竹背箩、竹椅、竹凉席等

初级加工竹制品。昭通市采用竹子作为原材料进行纸品加工的主要有绥江造纸厂和彝良牛街造纸厂。绥江

造纸厂年实际生产能力为4 000t)彝良县牛街造纸厂年实际生产能力在1 000t左右。此外，绥江竹大片刨

花板厂利用竹材生产刨花板，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没有形成较大规模。

(三)经营管理粗放和生产规模小是竹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由于缺乏系统竹林培育科学理论和技术的指导，加上资金短缺，昭通市现有人工竹林鞍少进行常规的

培土、施肥等管理工作，大部分竹林均处于放任生长状态，长势参差不齐。过度的采笋伐竹，导致竹林结

构不合理，衰退严重。昭通市竹材利用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目前竹材的利用以出售原竹为主，大部分竹

制品因技术含量低、生产规模小，只能满足地区内市场的需求I竹笋生产也以出售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

现有加工企业、作坊处于小而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状态，相互争夺原料、市场，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合作

的加工体系I营销手段落后，没有自己的知名品牌，经济效益差，竹笋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加剧对竹笋资

源的掠夺式开发；以竹为原料的纸张加工厂也存在生产设备简陋、生产能力较低、加工产品单一、竹材资

源利用率低等问题。由于昭通市大部分竹加工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加工效益低、后劲不足，这

在～定程度上阻碍了昭通竹产业的良性发展。

二、昭通市竹产业发展思路

(一)发展竹纸浆制造业，建设云南重要的竹纸浆生产基地

根据昭通竹资源现状和云南省把纸浆制造业确定为产业建设重点的方针，充分利用竹林资源优势，重

点发展竹纸浆制造业，建设云南重要的竹纸浆生产基地是昭通竹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昭通已经拥

有较大面积的用材竹林，但竹材资源储备量仍难以满足未来竹纸浆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昭通竹业生产发

展，将以退耕还林为契机，挖掘地方优势特色品种资源，充分利用当地山地资源，切实地扩大竹林面积，

提高经营管理，增加竹材产量，提高农民收入。由于竹林的快速繁衍可能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所

以，在竹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原则，在努力追求经济效益的

同时，必须科学规划和认真处理好由此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竹材生产基地建设要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

势，科学规划，相对集中联片种植，实现标准化和集约化生产。同时，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按照基地分布

状况，就近配套安排加工企业，减少原料运输距离，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二)积极发展竹笋加工业，适当发展竹材加工业和竹编工艺

昭通丰富的竹类资源，不仅有利于竹纸浆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竹笋和竹材加工业的发展。应积

极发展竹笋加工业，因地制宜发展竹材加工业和竹编工艺．建立多样性的昭通竹业发展架构。竹笋加[业

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多样化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要，重点发展口味较好的竹笋产品加

工，特别是昭通地方特色产品筇竹和方竹竹笋。因此，结合竹类资源保护和竹材林建设，积极营造优质竹

材竹笋两用林，加强管理，提高竹笋产量，是昭通竹笋加工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竹材资源．在

满足竹纸浆制造业需求的提前下，因地制宜地发展竹材加工业和工艺编织业，也是昭通竹产业发展的选

择。在竹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借用先进的科技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必须借用先进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有效防止生产加工工程中的可能产生的环境破坏，确保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

(一)竹纸浆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

我国纸类产品需求不断增大，已成为纸浆进口大国。由于我国木材需求超过了国内森林资源供给能

力，在国家强令关闭小型草浆造纸厂的形势下，以竹代木发展竹浆造纸是解决我国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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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制纸生产与消费角度看，西南地区云贵川3省纸浆发展的产业空间和市场容量十分巨大。当前，我国

的竹浆造纸主要集中在四川省，每年在昭通市的水富、盐津、绥江、彝良、大关等县收购竹材约5万t用

于竹纸浆生产。相比之下，昭通当地纸浆制造业发展缓慢，大量竹材没有得到利用。

2005年以来，国际市场上纸浆价格一路走高。北美市场上，被看做纸浆价格“风向标”的北方漂白

软木牛皮纸浆最新价格已经达到677．69美元／t}在欧洲市场上，北方漂白软木牛皮纸浆报价较2004年同

期上涨9蹦。从2005年纸浆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未来纸浆价格仍有可能呈现缓慢上涨态势。国际纸浆

价格趋势也必将带动国内纸浆价格的上涨，中国市场对纸浆的需求的持续增长必将使短期内纸浆价格仍维

持在较高价位。近10年来造纸工业发展飞快，近年来机制纸和纸板生产量由1995年的2 700万t增加到

2004年的4 900万t，增长了86。16％，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2004年我国人均机制纸产量已经达到

37kg，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各省的人均机制纸产量较大，尤其浙江高达180kg，其次是山东、广东、江苏

和河南，超过50kg，而西南地区云、贵、川3省均很低。云南人均只有5kg，贵州不到lkg，四川也只有

12kg。一方面，这说明西南地区机制纸生产相对较少，发展纸浆工业还有较大空间I另一方面，较少的

人均产量可能也说明其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纸浆生产，在

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有非常巨大的市场前景。2004年云南机制纸和纸板产量只有zo．34万t，人均

5kg。如果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云南的机制纸消费估计将达到1 60万t以上，整个西南地区市场空间估

计将达630万t，而目前的生产规模只有128万t(其中四JiI 103万t)，市场空间达500万t以上。此外，

云南省规划的在昭通市建设年产20万t的纸箱厂，也给昭通竹纸浆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昭通利用当地丰富的竹类资源和山区条件，大力扩大竹林面积，发展竹纸浆制造业，将是一个适应市

场需求发展的明智选择。昭通纸浆产品的市场定位，将瞄准云南省内市场和西南市场需求，以生产较高档

次的机制纸制造所需要的纸浆为主，其次才是生产纸板制造所需要的较低档次的纸浆产品。

(二)竹笋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

竹笋被国内外普遍公认为一种污染少、蛋白质高、脂肪低、食用纤维多、矿物质营养元素丰富的理想

蔬菜之一，享有“素食第一品”的美称o]。我国是世界主要竹笋产品出口国，目前竹笋市场主要包括欧

美、日本和东南亚三大市场，其中欧美市场主要以销售麻竹笋罐头和毛竹水煮罐头为主}日本市场主要以

销售整支罐装水煮毛竹笋、筇竹罐头笋、麻笋干为主。筇竹、方竹等小竹笋具有形态优美、笋肉细嫩、味

道鲜美等优点，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国际和地区十分畅销，具有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前景。在

国内市场t，竹笋也有着十分庞大的消费群体。竹笋已经成为南方各大中城市的日常消费菜。近年来随着

饮食文化的南北交流和东西贯通，竹笋消费正形成由南向北发展趋势。全国年需求量估计为250万t以

上，其中对优质小竹笋的年需求量在50万t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竹笋

的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昭通拥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筇竹、方竹等小竹笋资源优势，大多数竹笋产品都是以半成品方式出售，经

其他发达地区的加工企业深加工包装以后再转销或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在区内的加工增值较少。因此，

昭通竹笋加工业发展应着力于提高竹笋产品加工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营销能力，产品定位是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并重。国内市场主要是瞄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国际市场主要是出口日本和欧美。一方面是

提高市场竞争力，力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是拉长竹笋加工的区内产业链，提高竹笋加工业的发

展质量。

(三)竹材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

随着全球森林资源的锐减和木材产量的降低，以竹代木，开发“第二森林”已成为许多产竹国家的普

遍选择“]。我国对竹材的开发利用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已形成了竹质人造板、竹建筑装修材料、竹编工

艺、竹炭等系列产品。2005年我国生产建设用材需求在2．3亿m3以上，据预测2015年为3．3亿m3左

右，国内生产建设用材量约为1．9亿ms，供求缺口为1．4亿一。竹材集成材、竹材饰面材料及装饰材

料、竹材人造板、竹碳、竹纤维织物和生物能源开发为一体，竹材的工业化加工利用也为竹材的深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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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另外，竹雕、竹编、竹乐器的竹制工艺品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就昭通而言，

当地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也需要大量的竹材。在农村，蔬菜的生产和一些生产项目需要竹材作为搭架材料，

农村建房和城市建筑也需要较多的竹材。

按照昭通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在竹材综合利用方面的基本定位是在基本满足当地生活和生产需要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具有高环境质量标准的竹材人造板、竹家具制品和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竹

编制品。

四、基地建设与布局

(一)竹材生产基地

目前，应根据“因地制宜、着眼长远”的原则，采取科学的造林技术，进行科学的采笋和合理的砍

伐，并实行规范化的管理，促进竹林向优势适生区集中规模化生产。昭通市优质高效竹产业基地，主要布

局在盐津、大关、彝良、镇雄、威信、绥江和水富等县(图1)。加大竹材种植面积和规模，力争在“十

一五”期问新营造3万hm2竹林面积，改造1．5万hm2现有低产竹林，使昭通竹林面积达到6万hm2，

其中高效竹材生产基地3万hm2。

圈l 昭通市竹产业基地建设布局

(二)竹纸浆制造基地

在现有的造纸厂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和设施

更新，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将根据昭通竹产业发展

需要，适当考虑新建竹纸浆加工企业。根据“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十一五”期间，昭通

竹纸浆制造基地将首先是考虑彝良和绥江的造纸厂

改造，其次是考虑在盐津建设一个新的纸浆制造厂

(图1)，实现纸浆制造能力5万t；在扩大生产规

模的同时，应注意产业发展质量，一方面是生产较

高档次的印刷刖纸浆，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产品综

合利用，开发当地需要的纸板用浆。同时应在纸浆

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造纸产品开发，利用当

地纸浆优势适当发展工业用纸和生活用纸生产，满

足当地市场需求。形成由纸浆、纸板和纸产品相结

合的造纸产业体系。

(三)竹笋和竹材加工基地

竹笋加工基地建设重点是对现有企业进行强化管理，根据竹笋产量适当扩大规模，提高加工层次和产

品质量，打造昭通竹笋品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由低档市场向高档市场推进。竹笋加工基地重点放在竹

笋生产规模较大的盐津、大关、彝良、镇雄和绥江5个县(围1)。重点是进行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提高竹笋加工能力。竹材加工基地建设主要是生产竹板、竹家具、竹编织工艺品和竹炭等”]，重点布局在

绥江、盐津、彝良和大关4个竹材生产规模较大的县里，形成35万t的加工能力，生产竹板材产品20万

甜。同时，积极扶持特色竹编产品生产，结合昭通旅游发展，打造昭通竹编产品品牌。

(四)品种资源培育基地

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中昭通竹产业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这是云南省

在昭通市发展竹纸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昭通自身利用山区资源优势，结合长江上游山区生态屏障建

设，进一步开发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发展竹产业的要求。未来昭通竹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加大竹子种植

面积，扩大生产规模。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竹品种资源培育与开发。建立昭通自己的地方竹品种资源培育基

地，正是昭通竹产业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大关县建设昭通竹品种资源培育基地建设重点建设竹品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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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培育基地70hmz(图1)，开展特色竹品种的保护和竹子种苗的供应。

五、政策保障措施

l—l制定完善相关政策。促进竹产业基地建设

昭通市竹产业加工基地建设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竹产业工作的重视，给予政策支持。要把

坡度大于25。的山区竹产业生产加工基地的建设与国家和云南省退耕还林的政策结合起来，加快竹产业基

地建设的步伐。采取国家补助、政府引导、农户承包、农民受益的方式，把生态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结合

起来。在竹产业加工基地管理上，采取以基地建设为基础，产品加工为龙头，推行“龙头带基地，公司加

农户”的发展模式，把企业与农户有机地结成利益“共同体”，使之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

机制，促进昭通竹产业的发展。在资金预算方面，政府要加大对竹产业建设投入，并且纳入各级财政预

算．形成稳定的竹产业科技经费保障，根据上级下达的林业工程项目资金，市，县财政配套一定比例的科

技推广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政府部门加强竹产业基地的管理，严防火灾，并且建立起竹林火灾预警机

制，保障竹产业健康发展。

(二)加大招商引资步伐，拓宽投资来源

新农村建设中的竹产业是昭通最具有前景的产业之一。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视，加大

招商引资步伐。拓宽投资的来源。要充分利用国家的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把握云南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将昭通市建设成为“三基地一屏障”这一历史性机遇，配套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调动区内外

的投资积极性，广泛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竹业开发的资金投入。采取政府集资统筹发展和招商引资

的方式，千方百计增加投入，政府部门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给予政策支持，解决好组织管理、资金筹措、

人员调度等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返还、技术改造、退耕还林还竹、扶贫、市场建

设、科技推广等政策和措施，使投资向竹产业倾斜，配套建设相应的、必要的水利工程和一定的改土建路

工程，给昭通竹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发展环境，推动竹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高加工企业技术含量

昭通竹生产基地方面要建立健全竹业科技研究和推广体系．引进竹业高新技术人才，稳定现有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积极和国内有竹业研究的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科技交流与合

作，提高昭通竹产业的科技含量。在竹林建设方面，要积极进行竹品种资源良种培育和保护，研究科学的

栽培和林问管理模式；在竹笋深加工方面，加强竹笋产品的科技研发能力，在加工工艺、产品标准、质量

安全检测、保鲜工艺等方面进行研究，提高昭通笋在国内外的产品竞争力#在竹浆造纸方面，要进行科学

的生产工艺改造，开发新的纸品生产，杜绝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昭通市竹产业的发展，要首先结

合重点工程建设一批科技示范区、示范点，形成科技推广与示范网络，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最终傲大做强

昭通竹产业，实现生态改良、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四J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拓展竹产品市场
’

加强流通网络建设，建立健全适应昭通市竹产业基地规模与水平的农业现代物流系统，构筑和培育一

批具有实力的农业物流微观经济实体一物流企业，完善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农特产品产销信息网和市场

营销体系，形成昭通市“流通顺畅、仓储充实、信息流动、配送发达”的现代农业物流体系，为竹产业生

产和加工基地的顺利建设提供保障。要大力培育农产品专业市场，发展对农户生产具有直接牵动力的农村

经纪人，培育各类农产品流通服务、中介组织，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建设和完善好昭通农业信息网站，实

施“信息人乡”工程}本着经济、实用、高效的原则，将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向专业市场、优势农产品

重点乡、专业村及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专业大户和经纪人队伍延伸”]，实现竹产业生产与市场的快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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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lN ZHAOToNG CITY AMO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Yan Fen91，Qin Zhiha01”，Li Maoson旷，Tang weil

(1．Institute of htem日tioTlal Earth sy时em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z．Institute 01 Agriculture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Sriculture Sciences，Beiji【lg 100081}

3．1nstitute oI AgrieuItur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e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ng new tufal areas has provided a historieal development chance

for the VaSt rural areas in China．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bamboo industry in

Zhaotong Cit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amboo industry in Zhaotong City should lay emphasis on produ—

eing bamboo paper pulp，processing of bamboo shoot and production of bamboo timber．On the premises of

analyzing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bamboo products and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the paper suggests

to make a rational distrib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mboo industry base in Zhaotong region；points out

that support must be provided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finance，technology，information and market,

etc．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amboo industry in Zhaotong City．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Zhaotong；bamboo industry；development

·筒讯·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

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西藏召开

2007年7月23～28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西藏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3

位代表出席了台议。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副理事长贺东升、副秘书长张华分别代表学会理事长唐华俊和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王道尤致辞，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印军在会上做了发言．他探讨了当前农业资源管理的四个重要转变，提出

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设想}农业自然灾害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茂橙也在会上介绍了该专业委员会的工作

经验。

围绕陈印军主任委员提出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设想．结合农业自然灾害减灾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们交流了各地农业资

源管理与利用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对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这一学术平台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就专业委员会活动，合作研究、

项目咨询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代表们一致认为，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要努力创造工作环境，把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作

为工作的重点，积极为各级政府建言献策。

会议通过了陈印军主任委员依据区域类型提名的剐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名单。刘军萍、郭造军、刘志坤、罗风来、阎永康、

陆耀邦、吴建海、杨瑞珍、吴永常出任副主任委员，卢布出任秘书长。会议责成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处理筹建农业

资源二级学会事宜。

各地代表向会议提交了7篇论文．涉及黄土高原农业生态、都市农业发展、遥感技术农业应用、县域农业产业发展、地市级

农业资源管理、农业地质环境和小麦生产形势等重要内容。山西代表阎永康、北京代表刘军萍、河南代表程永政，广西代表陆

耀邦．河北代表于树纯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浙江代表张大东，中国农科院代表卢布向会议提交了报告材料。

陈印军主任对本次学术会议作了总结。会后代表们集体考察了西藏自治区林芝、拉萨农区和鄢曲牧区，对西藏农牧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中国农业膏潭与压蚓学备农业赍菲专业委员奢 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