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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多元化融资助推储备林建设

 建设国家储备林，广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广西光热水土资源丰富，林木生长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全区速丰林面积3800万亩，2016年商品材产量2955万
立方米，均居全国第一。

 广西将国家储备林定位于战略性、全区性的创新工程。2012年以来，广西创新引进开发性、政策性贷款项目，高投
入、高标准打造储备林，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近5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超过60亿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巡视员蒋桂雄说：“国家储备林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林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激活了林业
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了森林质量提升和优化，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构建多元化融资模式

 2012年，广西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全国储备林基地建设试点省份，全区共承担建设任务2807万亩，是7个试点省份中
最多的。项目建设概算总投资达到390亿元。破解资金瓶颈成为广西储备林建设的首要任务。

 蒋桂雄说，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以营造中长周期大径材和珍稀树种为主要目标，建设周期长、产出效益慢，单靠财
政资金不好解决，靠企业和社会自由资金也支撑不了。广西先行先试，探索出银行借贷一点、中央补助一点、地方配
套一点、自己投入一点的融资模式，为储备林建设注入了活力。

 2015年12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国家林业局、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共同推进广西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合作
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授信广西100亿元贷款，先期实施一期项目。这是全国首个成功获得国开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
林基地的项目，也是广西林业有史以来获得贷款资金数额最多的项目。广西国家储备林建设获得国开行贷款超过40亿
元，是历年中央财政投入广西储备林建设资金总额的10倍以上。

 与国开行的成功合作，为广西开辟了风险准备金出资和政府增信新途径，有力地推动了储备林建设。

 风险准备金是国开行风控措施的首道防火线，是强化地方财政增信的主要手段，用于项目单位当期贷款本息无法偿
还时的优先追偿。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自治区政府决定将广西林业集团作为融资平台，从13家区直林场编入部门预
算的经营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广西林业集团的省级国有独资背景及共享省级政府信用，加上
广西林业主管部门从实施的4期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获得的丰富管理经验，为金融机构顺利放贷吃下了定心丸。

 广西还统筹整合中央、地方财政造林补贴资金，2015年共整合1.3亿元，后期将努力整合7.37亿元，同时自治区连续
多年配套安排资金近4000万元，使项目单位项目资本金自筹比例由20%降至14%。用足用活贷款贴息、政策性森林保
险扶持资金，为国家储备林项目林木资源购买足额政策性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融合林业外资贷款资金，利用欧投
行3000万欧元贷款，用于全区20个国家储备林规划县（单位）珍稀优质用材林经营。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速生丰产林基地管理站副站长李孝忠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愿意投向国家储备林
建设，农发行、广发行、建设银行均表示要参与储备林建设，现已达成意向金额约800亿元。

 精准对接农民脱贫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作为推进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美丽广西”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国家储备林建设一期项目已提供社会用工量约344万个工日，群众劳务收入总额约9亿元
，林农林地租金收入总额1.98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二期项目于2017年启动，项目涉及的主体更多，除国有林场外，还将公司、大户、林农纳入进来。二期项目增加了
扶贫内容，保障措施更加完善，项目以林地入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优先考虑贫困地区，优先选择建档立
卡贫困户。

 巴马瑶族自治县是实施二期项目的第一个县，现已获得贷款5000万元，项目积极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建设。作
为扶贫的保底措施，项目还规定了对于无林地的贫困户和老弱病残人员，从项目的利润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当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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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为贫困群众购买生活物资。

 项目的实施，也促进了集体林权抵押制度的重大突破。过去没有林权证，无法用林地、林木作抵押，现在通过政府
的参与，政府的信用增加了金融贷款的信任度，使更多的金融资本能够服务国家储备林建设。

 项目还充分考虑到了长短结合的问题，提出划出一定比例，发展油茶、桉树等短周期树种，农民既可从事打工得到
工资性收入，又可入股经营参与分红。

 2016年，广西出台20项精准扶贫配套政策。其中规定，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扶持对象，大力实施扶贫小额信贷工程
，对有贷款意愿和具备一定还款能力的贫困户获得免抵押、免担保、5万元以下、3年以内的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政策
让有意从事林业建设的贫困户有了用武之地。

 小标：建设高投入高标准储备林

 蒋桂雄说，广西采用良种、良法、良地综合技术措施，打造高投入、高标准、高产出的国家储备林，完全可能把木
材基地生产潜力提高50%以上，实现森林经营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国家储备更多的优木良材。

 七坡林场是广西国家储备林建设的示范地。

 在七坡林场松树退化防护林修复项目示范点上，林场副场长何春对记者说，1979年，林场在这里种植了加勒比松，
将近30年后，这片林子出现了不少枯死木、濒死木。2012年，林场结合储备林建设，采取块状和带状方式改培，对其
实施混交造林，种植火力楠、灰木莲、红椎、米老排等珍贵乡土阔叶树种，现已初步形成了异龄复层混交林。

 储备林建设效果最为明显的要属七坡林场大径级材培育项目示范点。这里的桉树平均树高24.8米，平均胸径21.7厘
米，每亩蓄积量18立方米，每亩出材量15.1立方米。走进林内，空气清新湿润，树木高低错落，林下堆积着厚厚的腐
殖质。

 依托储备林项目，七坡林场将种植乡土珍贵树种5000亩，改培现有松树林400亩。项目人工林新造每亩投入不低于4
700元，现有林改培每亩投入不低于1700元。

 在商品林经营上，七坡林场开展了精品林、达标林创建工作。通过推进无节材、储备林、大径材等特种林培育，进
一步提高林木附加值，努力实现达标林每亩出材9.5立方米、产值7000元，精品材每亩出材12.5立方米、产值1万元的
目标。

 小标：打造环首府旅游圈

 2016年，广西启动环首府森林休闲旅游圈系列项目，依托南宁市周边区直林业单位的森林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开
发建设城郊型森林公园、森林庄园、森林人家，拓展首府森林生态休闲空间。高峰林场、七坡林场和南宁树木园是实
施该项目的林业业主单位。

 2012年-2017年，自治区林业厅下达高峰林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任务约27万亩，目前林场已完成27.35万亩。

 站在海拔400多米的高峰林场瞭望台上，林场副场长蒙好生指着满山的桉树说，作为南宁的北大门，桉树纯林的景
观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也容易发生病虫害。未来，林场将把旅游圈项目和储备林项目有机结合，对旅游圈内涉及林场
部分的桉树，每年以1万亩的速度进行改造，使景观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林场正在加紧改造森林公园道路，已完成
道路拓宽5.2公里、新建道路1.9公里。

 南宁吴圩机场高速公路全长20公里，其中有10公里途经七坡林场。该路段两旁的林木以松树和杉木为主，是机场高
速路的森林景观路段，也是广西绿化和南宁“中国绿城”的第一窗口。

 为提升高速路两旁森林的景观功能，七坡林场将其列入国家储备林建设松树改培项目，项目采取块状、带状松阔混
交模式，择伐部分松树后，种植火力楠、红椎等珍贵树种，营造色彩斑斓、层次错落的景观效果。

 今年8月1日，环绿城南宁国家储备林七坡林场七彩森林项目入选广西首个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试点项目(林
业PPP项目)。项目计划投资2.3亿元，新植珍贵乡土树种1.08万亩，改培现有桉树、马尾松1.78万亩，同时开展基础设

                                                  页面 2 / 3



广西多元化融资助推储备林建设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6914.html 
来源：国家林业局网站

施建设，发展生态旅游。七坡林场将借助项目的实施，以更高的标准提升森林经营水平，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记
者 张辉 蒋卫民 通讯员 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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