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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林业相关阐述

1.1 林业产业概念界定

1.1.1 林业产业含义

1.1.2 林业产业分类

1.2 林业产业主要特征

1.2.1 生产周期长

1.2.2 生产风险大



1.2.3 生产外部性高

1.2.4 生产经营受限大

1.2.5 经济结构影响大

1.3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内涵

1.3.1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概念

1.3.2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征

第二章 中国林业产业链分析

2.1 林业产业链概况

2.1.1 林业产业链基本概述

2.1.2 林业产业链内涵界定

2.2 低碳林业产业链探析

2.2.1 低碳林业产业链的产生及内涵

2.2.2 低碳型林业产业链的基本特征

2.2.3 建设低碳林业产业链的必要性

2.2.4 建设低碳林业产业链策略建议

2.3 林业产业链发展建议

2.3.1 扶持产业链上游

2.3.2 整合产业链中游

2.3.3 开拓产业链下游

2.4 林业产业链多维拓展思路剖析

2.4.1 产业链拓展维度确定

2.4.2 四面体多维静态拓展模型

2.4.3 蛛网多维动态拓展模型

第三章 2017-2022年全球林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3.1 全球林业发展综合状况

3.1.1 世界森林资源概况



3.1.2 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3.1.3 森林资源开采利用

3.1.4 全球自然再生林状况

3.1.5 全球人工林发展状况

3.1.6 全球林产品贸易状况

3.1.7 全球林权改革阻碍

3.1.8 全球林业发展展望

3.2 欧洲国家林业分析及经验借鉴

3.2.1 欧洲林业发展愿景

3.2.2 法国

3.2.3 芬兰

3.2.4 俄罗斯

3.3 美洲国家林业发展分析

3.3.1 美国

3.3.2 巴西

3.3.3 墨西哥

3.3.4 秘鲁

3.4 其他国家林业发展状况

3.4.1 日本

3.4.2 越南

3.4.3 新加坡

3.4.4 新西兰

第四章 2017-2022年中国林业发展环境PEST分析

4.1 政策环境（Political）

4.1.1 林草相关政策汇总

4.1.2 林业资源管理体系



4.1.3 森林法修订内容解读

4.1.4 林业行业相关标准

4.1.5 林业金融支持政策

4.1.6 科学绿化指导意见

4.1.7 林草科普基地管理办法

4.2 经济环境（Economic）

4.2.1 全球经济运行情况

4.2.2 国内经济运行情况

4.2.3 农业经济运行状况

4.2.4 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4.2.5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4.3 社会环境（Social）

4.3.1 人口规模及结构

4.3.2 城镇化发展水平

4.3.3 生态环境现状

4.3.4 国土绿化状况

4.4 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4.4.1 重点科技成果推广情况

4.4.2 林业产品技术创新发展

4.4.3 林业信息化技术应用

4.4.4 智慧林业技术应用

第五章 中国林业改革进展分析

5.1 我国林业改革发展综述

5.1.1 林业改革的必要性

5.1.2 国有林区改革进展

5.1.3 国有林场改革进展



5.1.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5.1.5 林业改革资金支持

5.1.6 林业改革发展任务

5.2 林业股份合作发展分析

5.2.1 林业股份合作的内涵及性质

5.2.2 林业股份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5.2.3 林业股份合作的特点和类型

5.2.4 林业股份合作运行特征分析

5.2.5 林业股份合作中农民作用发挥

5.3 林长制改革发展分析

5.3.1 林长制相关概述

5.3.2 林长制推出背景

5.3.3 林长制推出目标

5.3.4 林长制推行意见

5.3.5 各地林长制实施动态

5.3.6 林长制改革成效

5.4 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典型案例分析

5.4.1 规模经营典型案例

5.4.2 林权投融资典型案例

5.4.3 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5.4.4 林权保护典型案例

5.5 林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5.5.1 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5.5.2 深化集体林业产权改革路径的策略

第六章 2017-2022年中国林业发展全面分析

6.1 中国林业发展综述



6.1.1 产业发展意义

6.1.2 产业发展特点

6.1.3 发展面临形势

6.2 中国林业资源及市场发展状况

6.2.1 林业资源效益

6.2.2 造林面积分析

6.2.3 重点工程造林

6.2.4 森林抚育面积

6.2.5 退耕还林面积

6.2.6 国家储备林面积

6.2.7 林业产值现状

6.2.8 林产品市场分析

6.3 中国林业产业化发展分析

6.3.1 林业产业化发展必然趋势

6.3.2 推动林业产业化基本原则

6.3.3 林业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6.3.4 推动林业产业化策略建议

6.4 林木行业上市公司运行状况分析

6.4.1 上市公司规模

6.4.2 上市公司分布

6.4.3 经营状况分析

6.4.4 盈利能力分析

6.4.5 营运能力分析

6.4.6 成长能力分析

6.4.7 现金流量分析

6.5 中国林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6.5.1 企业可持续发展SWOT分析

6.5.2 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

6.5.3 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6.6 中国林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6.6.1 产业结构问题

6.6.2 资源管护问题

6.6.3 科技水平问题

6.6.4 农村林业问题

6.7 中国推动林业产业发展的策略

6.7.1 调整与完善产业结构

6.7.2 加大资源管护力度

6.7.3 积极引进科技人才

6.7.4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6.7.5 农村林业发展策略

第七章 2017-2022年中国林下经济发展状况综合分析

7.1 林下经济概念介绍及发展模式

7.1.1 林下经济概念界定

7.1.2 林下经济经营模式

7.1.3 林下经济主要模式及优劣势

7.2 林业经济向林下经济的转移分析

7.2.1 向林下经济转移的价值

7.2.2 向林下经济转移的影响因素

7.2.3 向林下经济转移存在的问题

7.2.4 向林下经济转移的优化建议

7.3 中国林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7.3.1 林下经济发展意义



7.3.2 林下经济发展特点

7.3.3 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7.3.4 林下经济发展问题

7.3.5 林下经济发展路径

7.4 “互联网+”模式下林下经济电子商务发展状况

7.4.1 “互联网+”模式下林下经济发展问题

7.4.2 “互联网+”模式对林下经济发展的影响

7.4.3 “互联网+”模式下林下经济电商发展策略

第八章 2017-2022年中国木材及木材加工业全面发展分析

8.1 中国木材及木材加工行业总体状况

8.1.1 中国木材加工产业链

8.1.2 中国木材工业发展态势

8.1.3 中国木材工业团体标准

8.2 2017-2022年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发展分析

8.2.1 行业总体运行状况

8.2.2 产品产量数据分析

8.2.3 产业产值数据分析

8.2.4 企业发展竞争格局

8.2.5 物流运输成本分析

8.3 2017-2022年中国木材市场价格指数分析

8.3.1 市场价格综合指数

8.3.2 市场价格环比变动

8.3.3 市场价格同比变动

8.3.4 细分类别价格变动

8.4 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存在的问题

8.4.1 产业链质量保障方面



8.4.2 企业品牌意识不强

8.4.3 信息化建设限制因素

8.4.4 人才队伍建设问题

8.5 中国木材加工行业持续发展的对策

8.5.1 产业链优化策略

8.5.2 增强企业法律意识

8.5.3 信息化建设保障措施

8.5.4 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第九章 2017-2022年中国林产品贸易市场分析

9.1 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市场剖析

9.1.1 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况

9.1.2 木材和木制品进口情况

9.1.3 木材和木制品出口情况

9.1.4 林业对外投资合作现状

9.1.5 林业对外贸易发展措施

9.2 2017-2022年中国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木材进出口数据分析

9.2.1 进出口总量数据分析

9.2.2 主要贸易国进出口情况分析

9.2.3 主要省市进出口情况分析

9.3 2017-2022年中国栎木（橡木）原木进出口数据分析

9.3.1 进出口总量数据分析

9.3.2 主要贸易国进出口情况分析

9.3.3 主要省市进出口情况分析

9.4 2017-2022年中国其他非针叶木原木进出口数据分析

9.4.1 进出口总量数据分析

9.4.2 主要贸易国进出口情况分析



9.4.3 主要省市进出口情况分析

9.5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林产品贸易发展状况

9.5.1 “一带一路”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

9.5.2 “一带一路”沿线国林产品贸易额

9.5.3 “一带一路”林产品贸易SWOT分析

9.5.4 “一带一路”下林产品贸易的策略

9.6 林产品贸易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9.6.1 林产品贸易对林业产业总量的影响

9.6.2 进出口商品结构对林业产业的影响

9.6.3 林产品贸易推动林业产业升级

9.7 林产品进出口贸易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措施

9.7.1 创新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

9.7.2 加大林业企业生产投入

9.7.3 发挥政府组织规划作用

9.7.4 向国际国内双循环转变

9.8 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前景展望

9.8.1 林业对外贸易机遇分析

9.8.2 未来对外贸易发展方向

第十章 2017-2022年中国森林旅游资源开发状况及行业现状分析

10.1 中国森林旅游资源开发状况

10.1.1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阶段

10.1.2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进度

10.1.3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价值

10.1.4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问题

10.1.5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10.2 中国森林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0.2.1 森林旅游发展意义

10.2.2 森林旅游发展阶段

10.2.3 森林旅游需求特征

10.2.4 森林旅游规模现状

10.2.5 森林旅游基地建设

10.2.6 森林旅游品牌建设

10.2.7 森林旅游扶贫发展

10.3 中国森林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分析

10.3.1 “1+X”开发模式

10.3.2 二维空间模式

10.3.3 层式空间拓展模式

10.4 中国森林旅游行业发展问题分析

10.4.1 产业化发展问题

10.4.2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10.4.3 人才供应问题

10.4.4 其他问题分析

10.5 中国森林旅游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10.5.1 加强政府主要引导

10.5.2 加强旅游地形象建设

10.5.3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0.5.4 做好景观生态调控

10.5.5 开展生态旅游认证

10.5.6 进行科学数字规划

10.5.7 加强人才培养供应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林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11.1 2017-2022年林业信息化发展综况



11.1.1 林业信息化基本概述

11.1.2 林业信息化发展阶段

11.1.3 林业信息化发展水平

11.1.4 林业信息化建设意义

11.1.5 林业信息化建设问题

11.2 中国“互联网+”智慧林业发展状况

11.2.1 智慧林业基本概述

11.2.2 “互联网+”智慧林业基本内涵

11.2.3 “互联网+”智慧林业发展瓶颈

11.2.4 “互联网+”智慧林业发展对策

11.3 中国林业产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分析

11.3.1 林业人工智能技术推进背景

11.3.2 林业人工智能应用重要任务

11.3.3 林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目标

11.3.4 林业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保障

11.4 林业信息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11.4.1 加强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建设

11.4.2 加快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11.4.3 建立完善的林业信息数据库

11.4.4 提高基层信息人员综合素质

11.4.5 加大林业信息化的建设投资

11.4.6 加强信息资源有效整合能力

11.5 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及对策

11.5.1 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11.5.2 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11.5.3 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中国生态林业发展分析

12.1 生态林业相关概述

12.1.1 生态林业的理论概念

12.1.2 生态林业的功能分析

12.2 生态林业建设分析

12.2.1 生态林业建设目的和意义

12.2.2 生态林业建设的重要性

12.2.3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原则

12.2.4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内容

12.2.5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方向

12.3 生态林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2.3.1 生态林业建设中的障碍

12.3.2 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瓶颈

12.3.3 生态林业管理中的不足

12.3.4 生态林业技术推广问题

12.4 生态林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12.4.1 生态林业发展途径思考

12.4.2 生态林业建设对策建议

12.4.3 促进生态林业工程建设

12.4.4 生态林业管理优化措施

12.4.5 生态林业技术推广对策

12.5 生态林业建设与发展趋势

12.5.1 新时期生态林业建设内容

12.5.2 生态林业的可持续性建设

12.5.3 生态林业的多样化建设

12.5.4 生态林业的均衡适度化建设



12.5.5 生态林业整体化与功能化建设

12.5.6 生态林业的发展方向分析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其他新型林业发展模式分析

13.1 循环林业

13.1.1 循环林业的内涵与特征

13.1.2 循环林业的原则及形式

13.1.3 林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13.1.4 促进产业生态化的发展

13.1.5 林业循环经济发展措施

13.2 多功能林业

13.2.1 多功能林业发展模式基本概念

13.2.2 多功能林业发展的目的与原则

13.2.3 多功能基层生态林业发展分析

13.2.4 国外多功能林业发展经验借鉴

13.2.5 多功能林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13.2.6 多功能林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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