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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竹千亿元产业实施方案 

 

一、发展现状 

全省现有人工林面积 5665万亩，竹林面积 1601万亩（其

中毛竹 1504 万亩），居全国首位。木（竹）材、笋、人造板、

木质活性炭、木制家具等主要林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据

统计，2016 年全省林竹产业总产值达 2900 亿元，占全省林

业产业总产值 4611 亿元的 62.9%。其中，一产产值 190 亿元，

占总产值的 6.6%；二产产值 2710亿元，占总产值的 93.4%；

三产产值按原口径未统计。我省林竹加工业实现了从粗加工

到二次加工和精深加工的转变，形成了以林浆纸、人造板、

家具、木竹制品加工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产业框架体系。

产业上下游关联度和原料的综合利用率显著提高。 

虽然我省林竹产业产值已突破千亿元，但仍存在着一些

问题和短板。主要有：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竹

业的三产比重偏低；二是区域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程度高；

三是龙头带动力不强，缺乏大企业大集团；四是品牌贡献率

偏低，竞争力不强；五是非木质利用产业化程度低。 

二、目标思路 

坚持“生态优先、融合发展、项目带动、提质增效”的

发展原则，继续实施“以二促一带三”的发展战略，扎实推

进林竹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创新引领，实现

林竹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到 2020 年，全省林竹产业实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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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一二三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产业有效升级，

非木质利用等新兴产业取得突破，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促进

林农增收贡献增大。实现林竹产业总产值 4000 亿元，年均

增速达 8.5%以上。其中：一产产值达 200 亿元，年均增速

3.5%以上；二产产值达 3500 亿元，年均增长 8%以上；三产

产值达 300亿元，年均增速 10%以上。其中竹产业到 2020年，

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 1600 万亩，竹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9%以

上、总产值达 700 亿元以上的目标。到“十四五”的中期即

2023年实现竹产业单项达到千亿元的目标。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要调整布局结构。按

照“十三五”林业发展的总体布局要求，分区施策、分类管

理。在现有林业专项规划和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明确各区域

发展重点，闽东南沿海地区重点依托港口优势，大量进口木

材等原料，发展外向型林产加工业；闽西北山区在加大森林

资源保护的基础上，有序发展笋竹加工、生物医药、生物能

源、森林旅游等非木质综合利用产业。福州、厦门等城市发

展林产品专业市场、物流和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二要调整

三次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森林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

用好“森林人家”品牌，吸引社会资本做好森林休闲康养产

业。三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人造板等传统产业，人造板产

业要注重二次加工，延长产业链，走差异化道路，加大科技

创新，发展生物质贴胶剂，实现无甲醛、低甲醛目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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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发展“互联网+”新业态，大力发展定制家具等，不断

延长产业链。木竹制品要对接市场发展个性化产品，尤其是

要建立木制家具出口基地和发展国内外市场潜力巨大的民

间木竹工艺品产业。 

（二）抓好重点区域和项目。一要保住百亿元产值重点

县增速，抓好新增特色县的增长点。密切关注晋江、仙游、

沙县、邵武、建瓯、永安等二产超百亿元的重点县（市、区）

和秀屿、漳浦、政和等新增特色县（区），落实保增长各项

政策，促进平稳发展。产值从 2016年 1700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2500亿元，占二产产值的比重从 62.5%提高到 72.0%。

二要抓好林竹产业园区或集中区建设。重点扶持现有的建瓯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竹业）”、龙海和漳浦“进口材加

工专业园区”等建设，加大产业聚集度，发挥专业分工作用。

实现产业园区产值增速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三要组织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十三五”期间组织实施一批林竹产业重大项

目，共 9 个项目，总投资 316.9亿元。其中：一产项目 3 个，

总投资 162亿元；二产项目 5个，总投资 150.4亿元；三产

项目 1 个，总投资 4.5 亿元（具体项目详见附表）。四要发

挥我省森林生态优势，打造武夷山、建瓯、建阳、永安、将

乐、泰宁、建宁、屏南、永泰、德化等 10 个森林旅游特色

县。 

（三）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继续扶持福人集团、杜氏木

业、龙泰竹业、邵武王斌、庄禾竹业、和其昌、漳平木村等



 

 －4－ 

林竹龙头企业发展，做大做强现有木竹龙头企业，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通过创新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通过资本运作、上市融资不断发展壮大。加大企业整合，引

导企业兼并重组，淘汰一批规模小、资源浪费、产能过剩、

产品附加值低的企业。到 2020 年全省新增上市企业（含新

三板）5家，新增产值 5 亿元以上企业 5 家。 

（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一要抓好品牌选送推荐工作。

鼓励企业争创品牌，积极协助做好中国驰名商标、福建省名

牌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选送推荐工作。每年新增各类品

牌 20 个以上。二要加大区域品牌和行业品牌的打造和推介

力度。鼓励林业产业特色鲜明且集中度较高的地区申报区域

特色品牌，积极扶持仙游“中国古典家具之都”、建瓯“中

国笋竹城”、政和“中国竹具工艺城”等一批区域特色品牌，

积极利用展会、招商会等平台，加大区域品牌和名牌产品的

推介。三要加强林产品质量管理。依托省林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做好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支持企业积极参与省地方标

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大力推进林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园、

场、示范区）建设。 

（五）加快竹产业发展。把竹产业作为加快林竹产业发

展的突破口，重点发展。一要认真抓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竹产业发展七条措施的通知》贯彻落实。二要加快

竹资源优化培育。继续组织实施现代竹业生产发展项目，通

过扶持竹农完善竹山道路开设、蓄水池和喷滴灌系统建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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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广竹林营林机械、强化竹林抚育经营等措施，以降低竹

林生产经营成本，按照材用、笋用、笋材两用等不同培育目

标，建设一批丰产竹林示范基地，特别要注重发展生态健康

竹林，推行竹阔混交，增加竹林生物多样性，促进竹林可持

续经营。三要继续抓好竹材（笋）精深加工示范县项目实施

工作。2017—2020 年每年继续安排 5000 万元的林业产业化

资金用于竹材（笋）精深加工示范县项目，提前储备精深加

工项目，完善补助方式，重点扶持精深加工项目，确实提升

我省竹材（笋）精深加工水平。四要进一步提升竹加工“软

实力”。继续支持永安、邵武、政和等地举办的竹设计大赛，

征集精深加工作品，鼓励政府买断设计大赛专利作品，免费

供企业使用，进一步促进竹家具、竹工艺品的转型升级。支

持竹缠绕压力管、竹多糖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应用。五要

推进竹加工企业电商等展示展销平台发展。继续扶持和鼓励

以竹制产品为主的邵武味家橙客空间、永安云竹网、政和竹

艺网、福建茗匠竹艺科技有限公司等电商平台，促进我省竹

制品终端销售。六要推动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鼓

励林农利用竹林发展种养业，并充分利用竹林生态景观资

源，开发竹观光、竹保健、竹体验、笋美食等“森林人家”、

“竹乡农家乐”等竹生态特色旅游产品，鼓励建设竹文化馆、

竹工艺品一条街、竹文化公园、竹种观赏园等，加快促进第

三产业发展。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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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引资金加大投入。一要搭建融资平台，策划好

重点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支持地

方利用 PPP模式吸引资金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鼓励企业

利用国家林业产业发展基金、资本市场等社会资本大力发展

林竹产业项目。二要抓住机会，用好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推

进林业生态建设的优惠金融政策。三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作用，整合现有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竹产业等发展。 

（二）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一要完善政企、银企、校

企对接平台。继续做好政企、校企、银企等对接工作，认真

办好“6.18”、“9.8”、“省直有关部门支持林产业发展座谈

会”等对接平台，帮助林业企业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二要积

极落实相关政策。按照抓龙头、铸链条、促转变的思路，加

快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实现发展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转变、利用方式由木材为主向森林资源综合开发转变、产业

布局由分散经营向园区集聚转变。指导相关企业用好用足各

项政策，实现林竹产业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三）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做大做强林竹千亿产

业的宏观引导和调控，加强领导，明确专人负责；要立足区

域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科学制定发展目标，完善林竹产业运

行监测体系，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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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林竹千亿产业新增产值指导性目标 

单位：亿元 

 设区市名称 2016 年林竹产业产指数 预计到 2020 年的目标产值 新增指导性目标 

合计 2900 4000 1100.09 

南平 469 701 232 

三明 570 740 170 

龙岩 153 221 68 

漳州 334 484 150 

厦门 183 235 52 

泉州 575 763 188 

莆田 347 467 120 

福州 195 288 93 

宁德 74 101 27 

平潭 0.19 0.2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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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林竹千亿元产业实现目标规划表 

                                                                  单位：亿元，% 

产业 
构次  

2016年
产值 

2020年目标 主要分布县（市、区）及目标 
主要产业园区或集中区 

产值 增速 县（市、区）名称 2016年产值 2020年目标 

总计 2900 4000 8.5     

一产 190 200 3.5 全省 190 200  

二产 2710 3500 8 

合计 1693.9 2520.8  

晋江 234  生活用纸集中区 

仙游 177  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 

沙县 163  鸿源安生物科技 

安溪 156  木藤出口家具集中区 

邵武 140  邵武市林产加工专业园 

建瓯 140  中国笋竹城 

永安 139  中国竹产业科技示范园区 

龙海 127  进口木材加工集中区 

建阳 117  竹循环经济产业园 

南安 101  木质家具家居集中区 

秀屿 69.4  秀屿木材加工区 

南靖 52.8  笋罐头加工集中区 

漳平 39.7  漳平木竹加工产业园 

政和 28.2  中国竹具工艺城 

漳浦 9.8  漳龙林业产业园和九龙江林业科技园 

三产  300 10 全省  300 
打造武夷山、建瓯、建阳、永安、将乐、泰宁、建宁、屏南、
永泰、德化等森林生态优越的森林旅游项目 

  注：重点县（市、区）主要是指二产产值超百亿的县（市、区）和“十三五”增长势头较好的县（市、区），要求保持平均年增 10%的增速。 



 

 －9－ 

附件 3 

林竹千亿元产业重大项目表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或

建设单位 
建设性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年限 

总投资 

估算(亿元) 

 

备注 

 

合计         316.9  

一、森林资源

培育项目 
全省 续建 

  1.完成造林绿化 500万亩。重点抓好“三带一区”即沿海

基干林带 30万亩、生物防火林带 30万亩、森林生态景观带 15

万亩建设和重点生态区位林分修复 100 万亩；完成珍贵树种造

林 50万亩和其他造林 275万亩。 

  2.完成森林抚育 1500万亩。 

  3.完成封山育林 1000万亩。 

2016—2020 135 一产 

二、战略性林

木资源储备

基地项目 

全省各市、县

（区）林业局

和国有林场 

续建 

  1.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通过改造培育，建设国家

木材战略储备基地 50万亩，主要包括大径级用材和珍贵树种。 

  2.速生丰产林等基地建设。通过改造培育，建设速生丰产

林、工业原料林等基地 250万亩。 

  3.省属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改造低产林分 20万

亩，针叶纯林营造混交林 20万亩。   

2016—2020 19.7 一产 

三、丰产竹林

示范基地项

目 

全省各市、县

（区）和示范

项目业主 

续建 

  丰产竹林示范基地建设。开展竹山便道建设、竹林深翻垦

覆与施肥和竹林喷（滴）灌设施建设，新建丰产竹林示范基地

75万亩。 

2016—2020 7.3 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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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或

建设单位 
建设性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年限 

总投资 

估算(亿元) 
备注 

四、林业产业

提升项目 

1.福人集团

（福州马尾

区） 

2.永定林业

总公司（永定

县） 

3.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云霄县） 

新建 

1.福人集团林板一体化技改提升项目。完成福州分公司（马

尾）年产 30万 m³刨花板生产线异地改造提升，并通过省林木收

储中心完成 10万亩的基地收储。 

  2.永定林业总公司竹缠绕复合管道项目计划总投资 15 亿

元，由永定林业总公司分五批建设，分别构建竹缠绕复合管道

加工项目、专业园区、科技研发和展示展销等平台，其中，2018

年要完成第 1期投资 1亿元竹缠绕复合管道项目投产。 

3.中福（云霄）15 万立方米超薄中纤板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利用闽南地区丰富的桉木资源，新上 15万立方中纤板生

产线一条，并配套相关设施建设，2018年第一期基本建成。   

2017—2020              23 二产 

五、林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

项目 

1.福建鸿源

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沙

县） 

2.福建南方

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明溪

县） 

3.福建源华

林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建宁县） 

 

 

 

 

新建 

1.项目占地 173亩，计划投资 10 亿元分批建设，建设年利

用 10万吨农林“三剩料”建设生产低聚木糖生产线。 

2.项目建设示范基地 5000亩，苗木繁育基地 200亩，配套

建设温室大棚、基地排灌系统、道路运输系统；建设原料加工

车间、检测、仓储等设施建筑面积 21000 平方米，总投资 2.6

亿元。 

3.规划至 2025年建设完成无患子基地 15万亩，总投资 6.8

亿元。首期建设年处理 5000 吨无患子果实、年产 2590 吨液态

皂苷生产线及无患子天然手工皂、机制皂生产线各一条；第二

期建设无患子液态洗护日化产品自动化生产线 2 条，年产 3 万

吨中高端天然洗护日化产品；第三期建设年处理 15万吨无患子

果实，年产 3 万吨生物燃油、高级润滑油及颗粒燃料生产线，

建设年产 15万吨生物化工系列产品生产线，开始进行无患子保

健及功能性产品和医药中间体加工生产线前期建设。 

2016—2025 19.4 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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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或

建设单位 
建设性质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年限 

总投资 

估算(亿元) 
备注 

六、林业专业

园区建设项

目 

1.漳龙集团

（漳浦县） 

2.九龙江集

团（漳浦县） 

3.福建西禅

林业有限公

司（平和县） 

新建 

1.一期 3000亩，二期 5000亩，由漳龙集团投资 50亿元，

在漳浦长桥经济开发区建设漳龙林业产业园。 

2.一期 3000 亩，由漳州九龙江集团投资 30 亿元，在漳浦

前亭镇建设九龙江林业科技园。 

3.一期 1000 亩，由福建西禅林业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在

平和文峰镇建设西蝉生态木业产业园 

2016—2020 90 二产 

七、竹循环经

济产业园项

目 

福建省建前

林产园区开

发有限公司

（建阳区） 

新建 

   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9447亩，总建筑面积 393.44万平方米，

其中居住建筑面积 52.83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 233.47万平

方米，公共建筑面积 107.14万平方米。内容主要为平整土地、

道路、水电、动力设施及管线、公用设施等的建设。 

2015—2020 10  二产 

八、竹材（笋）

精深加工示

范县项目 

全省竹材

（笋）精深加

工示范县 

新建 

通过扶持笋竹加工关键设备引进、扩大生产规模设备添置

和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展示展销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带动企业新上项目和新增投资，2017年—2020年

带动 8亿元笋竹加工投资。 

2017—2020 8 二产 

九、森林旅游

设施建设项

目 

全省各市、县

（区），森林

公园、国家林

场、森林人家

和部分乡村 

新建 

  1.省级以上森林公园能力建设。对全省 177处森林公园（含

县级）进行改造提升，通过改造森林公园景观，加强标识标牌、

解说系统、宣教中心、标本展示中心、监测体系等建设。重点

打造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50处。 

  2.“森林人家”示范点建设。通过改善服务设施，美化经

营环境，提升“森林人家”品牌效应，新增星级森林人家示范

点 50处。 

  3.营造乡村生态景观林 1万亩。在 1000个行政村，建设生

态和景观功能为主、能长期保存下来的长生林。每村营造 10亩

以上，每片 5亩以上。 

2016—2020 4.5 三产 

   注：共实施 9个项目，总投资 316.9 亿元。其中：一产项目 3个，总投资 162亿元；二产项目 5个，总投资 150.4 亿元； 

三产项目 1个，总投资 4.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