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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资源是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生
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林业资源的重要性 监管的必要性 制度思考的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林业
资源面临的威胁和压力不
断增加，加强监管是保护
林业资源的必要手段。

通过制度层面的思考和设
计，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林
业资源监管成效，促进林
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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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当前林业资源监管体系存在诸多漏洞和不

足，如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监管职责不

清、监管手段落后等。

监管体系不完善

在林业资源监管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等问题，导致破坏林业资源的行

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执法力度不够

目前林业资源监管主要依赖政府部门，社

会公众和相关企业的参与程度较低，缺乏

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社会参与不足

在信息化时代，林业资源监管的信息化水

平相对较低，无法实现实时、动态、精准

的监管。

信息化水平不高

监管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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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资源监管制度概述



林业资源监管是指对森林、林地、林

木等林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有效

的管理和监督，以确保其可持续利用

和生态保护。

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和技术标准，实现林业资源的合理配

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促进生态、

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林业资源监管的定义与目标

林业资源监管目标

林业资源监管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
律法规为林业资源监管提供了基

本的法律依据。

国家法律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为林业资源监管提供了具体的
操作指南。

地方性法规

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等国际公约，对林业资源监
管提出了更高的国际标准和要求。

国际公约

林业资源监管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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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其下属机构是林业资源的主

要监管机构，负责全国林业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

督。

监管机构

包括林权制度、采伐限额制度、生态公益林制度

等，构成了林业资源监管的基本制度框架。

监管制度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监测、地理信息系统

等，提高林业资源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

监管手段

林业资源监管的体制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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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林业资源监管成效的制度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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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立法

加大对破坏林业资源行为的惩罚力度，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法

律责任，切实保护林业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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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专门的林业资源监管法律法规

针对林业资源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监管职责、

权限和程序，为林业资源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02

完善林业资源产权制度

明确林业资源的产权归属，建立产权交易平台，推动林业资源

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完善林业资源监管法律法规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林业资源监管执法队伍，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
法能力，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加大执法力度

定期开展林业资源监管专项行动，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形成高压态势，震慑潜在违法者。

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林业资源监管执法监督机制，对执法行为进行全程监督，
确保执法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强化林业资源监管执法力度



    

建立林业资源监管责任制

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林业资源

监管中的职责和权限，形成齐抓共管

的良好局面。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强化企业在林业资源保护中的主体责

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加强自律和自我约束。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建立健全林业资源监管考核问责机制，

对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严

肃问责，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积极推广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资源监管中的
应用，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加强数据分析和应用
加强对林业资源监管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推动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建立林业资源监管信息平台
整合现有林业资源监管信息系统，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信
息共享和互联互通。

推进林业资源监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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