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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展望

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

展及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社会变化加速，也促使

各层面的林业部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经

济、制度和技术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森林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格局。

考虑到林业的长期性，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

的发展趋势，对确定该部门适当的优先重点及发

展战略至关重要。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间

相互影响日益增强，使得林业专业人员具有了更

开阔的研究视野，超越了国度的界限。

第1部分的编写主要基于正在进行和已经完

成的区域森林部门前景研究。对每一区域，首先

是从人口、经济、政策和制度以及科学与技术方

面研究导致森林部门变化的外部因素。所有的人

口统计数据均来自《世界城市化展望：2007年修

订的人口数据库》（联合国，2008a）。所有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附加值数据按2006年美

元不变价来计算。

对每一区域，专门设有一节来展望该区域截

至到2030年总体社会变化情形。将预测的变化和

以往的发展趋势加以综合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

预测并揭示森林部门未来的发展状况：

森林面积：基于《200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
估》（粮农组织，2006a）的统计数据•—•除

非另有说明；

森林管理：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
木材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利用计量••
经济模型进行预测，特别考虑到人口、收入

和其他影响需求参数的变化；

木质燃料：着重于传统的木质燃料（薪材和••
木炭）和现代生物燃料两个方面，包括纤维

素生物燃料最终商业化生产的“万能牌”；

非木质林产品（NWFP）：仅作主要方面的••
概括，因为各区域非木质林产品的多样性使

得提供全面的展望极为困难；

森林环境服务：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缓解••
气候变化、防止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流域服

务和自然旅游。保护区面积只作为森林保护

状况的一个大体指标；由于目前没有按国家

统计的森林保护区面积的可靠数据，所以这

里提供的数据是各国的陆地保护区面积（包

括但不限于森林保护区）。

本部分的目标是把握森林部门的主要发展趋

势，尽管各区域、各国之内与之间的发展状况存

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给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作带

来很大的挑战；同时也致力于在通常会引起关注

的短期变化与不太明显、且往往被忽视的长期变

化之间提供一个平衡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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