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储备林建设对苗木仍有较大需求，对此您怎么看？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上月发布的 2021 年林草工作要点中，提出

今年全国计划完成造林 5400 万亩，面积只有 2020 年的一半左右。而

且，没有提到备受苗木从业者关注的国家储备林的建设规模，很多人

因此担心造林需求下降太快。

不过，笔者从多地公布的计划看，国家储备林建设对苗木仍有较

大的需求。

据了解，重庆接下来五年将实施 10项林业重点工程，计划用 8

年时间，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 500 万亩，“十四五”期间国家储备林

建设工程收储林地 400 万亩，实施人工林栽培、现有林改培、森林抚

育营林任务 300 万亩。



陕西省规划到 2035 年全省国家储备林基地覆盖 53个县（市、区），

面积达到420万亩，其中人工林集约栽培54.6万亩、现有林改培365.4

万亩。

树种选择上。陕西将在长城沿线重点发展侧柏、油松、樟子松等

生态储备林和大径级用材林；黄桥林区重点发展辽东栎、柴松等工业

原料林和大径级用材林；关中北山重点发展辽东栎、七叶树等工业原

料林和生态景观林；秦巴山区、汉丹江两岸重点发展栓皮栎、桦木、

漆树等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

国家储备林建设得到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国家开发银行近日召

开开发性金融支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推进会，提出要继续加大国家储

备林和林业生态建设融资支持力度，力争“十四五”期间发放林业贷

款 1500 亿元。

《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提出，到 2020 年，规

划建设国家储备林 700 万公顷，继续划定一批国家储备林，国家储备

林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到 2035 年，规划建设国家储备林 2000 万

公顷。“十三五”期间，共建设国家储备林 4805 万亩。

建设范围划分为七大区域：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黄

淮海地区、西南适宜地区、京津冀地区、西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