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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 法），对广东省林下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进行定

量分析，以期全面了解全省范围内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现状，评价和分析广东省林下经济产业结构及发

展成效，并进一步探讨广东省林下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及综合区域竞争力，指出广东省林下经济面

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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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ift-share method (SS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under-forest economy quantitativel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s well as evalua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comprehensiv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that Guangdong under-forest economy development face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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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是指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

依托，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充分利用林荫空间和

林地资源，从事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

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农林立体复合经营，

使农林牧各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

生、协调发展的农林生态发展模式 [1-2]。在林下经

济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四种基

本生产经营类型 [3]。林下经济的发展，对保护森

林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满足社会需求、拉

动经济发展、巩固林改成果等具有重要意义 [4-5]。

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林业整体功能非常

薄弱，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很大。发

展现代林业，开发林业的多种功能已经成为当前

林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林下经济，不仅可以

促进林农增收、林业增效，还可以提高林业综合

生产能力，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6-7]。广东省利用森林资源在林下种植、养

殖的历史源远流长，林区农民历来早就有林下种

养的传统习惯，如林下种药材，林下养鸡、猪、

羊等。自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2 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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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8]，广东省采取多项措施，统筹谋划，全面推

进林下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以 2016 年广东省林业厅对全省林下经济

发展情况的摸底调查数据（包含林下经济面积、

产值、参与农户数量等多项指标）为基础，采用

偏离—份额分析法（SSM 法）对广东省林下经济

产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进行定量分析，结合

SWOT 分析法，探讨林下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前

景及综合区域竞争力，指出广东省林下经济面临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由于广东省林下经

济发展起步较晚，本文关于广东省林下经济的全

面摸底调查尚属首次，收集的数据资料还有许多

不足，但作为广东省林下经济基础数据仍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位于中国最南部，陆地面积为 17.98 万

km2，地处 109° 45′ ~117° 20′ E，20° 09′ ~25° 31′ 
N。广东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素有“七山一水

二分田”之称。广东省山地、丘陵、平原的面积

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33.7%、24.9%、21.7%，

河流和湖泊等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5%。地势总

体北高南低，北部多为山地和高丘陵，南部则为

平原和台地。

广东省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热量丰

富、夏长冬暖；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全省平均

日照时数 1 745.8 h，年平均气温 22.3 ℃，年平均

降水量在 1 300~2 500 mm 之间。降水季节分配不

均匀，雨季、旱季分明，4 至 9 月降雨量占全年

总降雨量的 70%~85%。洪涝、干旱、台风灾害频

繁，年平均 3.54 个台风登陆，占全国台风登陆总

数的 37%；此外春季的低温阴雨、秋末春初的寒

潮和霜冻等也是广东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天气。

1.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Method，缩写为 SSM），对广东省林下经济的产业

增长情况及产业结构进行了研究、分析。偏离—

份额分析法是一种目前被国际学术界普遍应用于

分析地区发展差距变动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基本方

法 [9]，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能较好地对

林下经济产业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定量分

析，从而较直观地反映林下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经

济联系 [10-11]。

1.2.1　基本原理 　其基本原理为 [12-13]：（1）建立以

研究区域所在的上一级大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参照

的参考系；（2）把研究区域自身经济的变化看做一

个动态过程，将其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基期到

末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离分量（the industrial effect）、竞争

力偏离分量（the competitive effect）；（3）通过对不

同研究区域各产业部门的分量分析，说明区域经济

发展现状，并通过对其经济结构和竞争力强弱的比

较，找到具有结构优势或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为

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规划布局提供建议和参

考。

1.2.2　数学模型构建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数学

模型构建如下 [12-13]：区域经济增长量（G）= 份额

分量（N）+ 结构偏离分量（P）+ 竞争力偏离分

量（D）。用 Gij、Nij、Pij、Dij 分别表示 j 市在研究

时间段内第 i 产业的实际产值增长量、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其中 i 部门指林

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景观利用、林下产品采

集加工 4 个基本类型，j 代表广东省纳入研究范围

的 20 个地级市。

（1）份额分量 N 是假设研究区域以参考系总

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将这种假定的增长

量与实际的增长量作对比，如果高于实际水平，

则研究区域的总偏离值为正，反之为负。

参考系份额分量   ··················（1）

区域 i 产业份额分量  ···········（2）
式中 j 为指定研究区域，e 为产值，0 代表基

期，e0 为基期产值，R 为参考系在研究时间段内产

业产值总增长率，本研究中指广东省 2012—2016
年林下经济总产值增长率。将 Gij 与 Nij 相比较，

若 Gij-Nij ＞ 0，则偏离为正，说明相对于参考系而

言，该研究区域 j 的第 i 产业具有较好前景，且正

值越大，表现越好，反之同理。

（2）结构偏离分量 P 代表研究区域按照参考

系某产业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量与按照参考系经济

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量之差，它反映了研究区域相

对于参考系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

参考系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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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 i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4）
式中 Ri 为参考系第 i 产业的增长率。当 Pij 为

正值 , 表示区域产业结构较好，有利于促进区域经

济总量增长，当 Pij 为负值 , 则说明区域产业结构

较差 , 影响区域经济总量增长。

（3）竞争力偏离分量 D 代表研究区域某产业

按实际增长率所实现的经济增长量与按参考系同

一产业增长率所实现的经济增长量之差。

竞争力偏离分量  ···················（5）

研究区域 i 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

 ·····························（6）
式中 ri 为指定研究区域第 i 产业的实际增长

率。Dij 反映了与参考系相比，研究区域在发展第

i 产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或劣势；若某个地区竞争

力高于参考系，则具备竞争优势，偏离程度越大，

说明优势越明显。

区域经济增长量 G 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量：

 ····································（7）

 ·····························（8）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

公式为：贡献率 =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 参考系增长

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公

式为：贡献率 = 竞争力偏离分量 / 参考系增长量，

据此得出广东省各地级市林下经济产业结构贡献

率与竞争力贡献率表（表 6）。

2　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林下经济总体为参考系，以

2012 年为基期，2016 年为末期，分析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研究期间各地

级市的林下经济总产值、增量、增长率见表 1。
2.1　林下种植偏离—份额分析

根据广东省林下种植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表 2）显示：全省有 10 个地级市 G-N>0，说明

全省有近一半的地级市林下种植产业有较好的发

展前景，其中：梅州市 G-N 值最大，其次为河源

市、广州市；肇庆市 G-N 值最小，说明林下种植

发展限制因素较多。各地级市 P 值 <0，表明各地

市林下种植发展均较缓慢，产业结构基础普遍较

差，P 值最小的也是肇庆市和清远市。D 值反映

的是各地级市林下种植在全省林下种植产业中的

区域竞争力优劣，D 值最大的是河源市和梅州市，

远高于其他地市，最小的是肇庆市。河源市和梅

州市 G 值最大，肇庆市最小。

总体上看，粤东北部山区发展林下种植具有

较好的竞争优势，韶关市、河源市、梅州市、揭

阳市均属粤东、粤东北山区，受海洋气候影响没

有海岸沿线地区明显，又是低山丘陵地区，发展

种植业条件较好，可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林下种植

品种，做大做强林下种植产业。由于台风、干旱

等不良气候因素影响，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

江门市、云浮市等粤西地区发展林下种植时，对

种植地域、品种和基础设施都有较为严苛的要求，

经营风险较高，需因地制宜，优先选择乡土品种

发展林下种植。综上所述，粤东北山区应为林下

种植重点发展区域，粤西地区须谨慎选择种植品

种，适度发展林下种植。目前广东省林下种植普

遍存在产业基础较差的问题，发展相对缓慢。

2.2　林下养殖偏离—份额分析

根据广东省林下养殖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表 3）显示：8 个地级市 G-N 值 >0，10 个地级

市 G-N 值 <0，其中：梅州市 G-N 值最大，其次

是揭阳市和广州市；茂名市 G-N 值最小，其次是

云浮市和湛江市。P 值都为负，表明全省林下养殖

发展都较缓慢，其中潮州市、汕尾市、揭阳市最

高，湛江市、云浮市、茂名市最低。梅州市 D 值

最大，其次是肇庆市和揭阳市，茂名市最小。梅

州市 G 值最大，茂名市最小。由此可见，梅州市

的林下养殖发展水平最高，综合优势最大。

林下养殖给农户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最为明

显，是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目前林下

养殖的品种大多是以传统的猪、牛、羊等畜类，

鸡、鸭、鹅等禽类为主。林下养殖产品在销售市

场上属于较高档的肉制品，质量优于圈养的禽畜

肉制品，但普遍存在销售价格较高、产量较低、

销售渠道闭塞等问题，无法进入高端消费市场，

在普通消费市场中又不受欢迎，是当前林下养殖

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综上所述，全省各地在发展林下养殖时要注

意对产品的潜在消费对象和市场定位进行详细调

研，切勿盲目跟风。林下养殖属于风险较高的产

业，应及时做好保障措施，循序渐进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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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广东省林下种植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地区
林下种植

N P D G G-N

广州市 0.01 -0.01 8.32 8.32 8.31
珠海市

汕头市 0.00 0.00 0.00
佛山市 0.03 0.03 0.03
韶关市 1.68 -0.98 9.09 9.79 8.11
河源市 6.78 -3.94 15.18 18.02 11.24
梅州市 2.27 -1.32 13.89 14.84 12.56
惠州市 4.29 -2.49 -5.76 -3.97 -8.26
汕尾市 0.03 -0.02 0.31 0.32 0.29
东莞市

中山市 0.03 0.03 0.03
江门市 2.85 -1.66 -4.64 -3.45 -6.30
阳江市 0.09 -0.05 2.33 2.36 2.27
湛江市 0.09 -0.05 0.29 0.33 0.23
茂名市 3.01 -1.75 -3.64 -2.38 -5.39
肇庆市 24.51 -14.26 -28.37 -18.11 -42.62
清远市 20.94 -12.18 -7.09 1.67 -19.27
潮州市 1.72 -1.00 -1.17 -0.45 -2.17
揭阳市 0.31 -0.18 5.04 5.17 4.86
云浮市 7.82 -4.55 -3.81 -0.54 -8.36

� 表 3　广东省林下养殖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地区
林下养殖

N P D G G-N

广州市 0.57 -0.78 2.20 1.99 1.43
珠海市 0.40 0.40 0.40
汕头市 0.00 0.00 0.00
佛山市 0.05 0.05 0.05
韶关市 8.45 -11.59 -0.08 -3.22 -11.67
河源市 2.44 -3.35 0.73 -0.18 -2.62
梅州市 1.38 -1.89 14.11 13.59 12.21
惠州市 2.39 -3.28 -0.57 -1.46 -3.85
汕尾市 0.08 -0.11 0.22 0.19 0.11
东莞市

中山市 0.33 0.33 0.33
江门市 3.82 -5.24 -1.03 -2.45 -6.27
阳江市 0.67 -0.91 0.66 0.41 -0.26
湛江市 10.14 -13.91 -4.47 -8.24 -18.38
茂名市 23.20 -31.83 -15.10 -23.73 -46.93
肇庆市 2.95 -4.04 4.85 3.76 0.81
清远市 1.22 -1.67 1.31 0.85 -0.36
潮州市 0.06 -0.08 0.01 -0.01 -0.07
揭阳市 0.26 -0.35 3.54 3.45 3.19
云浮市 18.84 -25.84 -7.16 -14.16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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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积极进行非肉用林下养殖品种的开发，探

索引进新品种，培育新型产业模式，丰富林下养

殖产品种类。

2.3　森林景观利用偏离—份额分析

根据广东省森林景观利用偏离—份额分析结

果（表 4）显示：7 个地级市 G-N 值 >0，其余 12
个地级市 G-N 值 <0，其中：正偏离最高的是广州

市，其次是茂名市；负偏离最高的是清远市，说

明广州市森林景观利用相比于全省其他地级市有

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P 值都大于 0，表明全省

各地级市的森林景观利用产业均表现为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基础较好，其中仍然是梅州市最高，其

次是清远市和韶关市，汕尾市最低。D 值仅有广

州市、珠海市、汕头市和佛山市大于 0，其他各市

均为负，其中广州市最高，云浮市最低。广州市

G 值最高，云浮市最低。

由此分析，森林景观利用相关产业在广东省

发展比较迅速，各地级市都较为重视该产业的开

发，前景广阔，产业基础结构比较合理，尤其是

珠三角地区，具有显著优势。森林景观利用相关

产业属于市场导向型产业，广东省森林旅游资源

大部分分布在粤东和粤北山区林区，在此区域发

展森林景观利用具有生态条件优越、开发成本较

低等优势，因此粤东西北山区林区普遍具有较好

的森林旅游产业基础，但该产业的消费市场集中

在珠三角地区，由于距离较远、交通不便以及消

费群体休闲时间相对固定且集中等原因，消费者

大多倾向于选择就近消费，因此广州市、佛山市、

东莞市等珠三角城市以及珠海市、汕头市等沿海

城市成为森林旅游首选地区。

综上所述，粤东西北地区在开发森林景观利

用相关产业方面虽然有巨大潜力，但需要创新发

展模式，将林下经济发展与消费市场对接，借助

逐渐完善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速

公路、铁路等沿线森林旅游景点，探索汽车营地、

森林康养等新型森林旅游体验模式，吸引消费群

体目光。

� 表 4　广东省林下经济森林景观利用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地区
森林景观利用

N P D G G-N

广州市 1.12 4.97 173.78 179.88 178.76

珠海市 0.04 0.18 2.39 2.61 2.57

汕头市 0.05 0.24 -0.37 -0.07 -0.12

佛山市 0.11 0.49 -0.57 0.02 -0.09

韶关市 6.14 27.31 -34.98 -1.54 -7.68

河源市 1.81 8.06 -8.03 1.84 0.03

梅州市 8.83 39.30 -40.34 7.78 -1.05

惠州市 1.61 7.16 -9.81 -1.04 -2.65

汕尾市 0.00 0.02 0.08 0.10 0.09

东莞市 0.16 0.72 -0.46 0.42 0.25

中山市 0.08 0.36 -0.41 0.03 -0.05

江门市 1.61 7.15 -9.90 -1.14 -2.75

阳江市 1.61 7.17 -10.63 -1.85 -3.46

湛江市 0.14 0.61 -0.67 0.08 -0.06

茂名市 4.15 18.47 8.23 30.85 26.70

肇庆市 1.99 8.85 -11.25 -0.42 -2.40

清远市 8.33 37.07 -49.77 -4.37 -12.70

潮州市 1.21 5.39 -6.43 0.16 -1.05

揭阳市 0.08 0.36 -0.12 0.32 0.24

云浮市 0.14 0.64 -0.73 0.0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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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偏离—份额分析

根据广东省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偏离—份额分

析结果（表 5）显示：9 个地级市 G-N 值为正，7
个地级市为负，其中：梅州市正偏离最高，其次

是广州市和河源市，但相差并不明显，清远市负

偏离最大，其次是茂名市。P 值均为负值，林下产

品采集加工方面广东省的产业基础结构依然薄弱，

其中 P 值较高的是揭阳市、汕尾市、阳江市和湛

江市，最低的是清远市，其次是肇庆市。D 值中

梅州市、河源市、广州市和韶关市较高，具有较

好的竞争优势，而汕头市、茂名市、云浮市、清

远市、潮州市和湛江市都为负值，表明区域竞争

力较弱。

由此分析，全省林下产品采集加工相关产业

发展都较缓慢，产业基础结构普遍薄弱。粤东北

部的梅州市、河源市、韶关市以及珠三角的广州

市在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方面表现较为突出，韶关

市、河源市的竹笋、林菌采集加工产业发展较快，

梅州市在林下驯养蜜蜂、竹产品加工等方面较有

成效，广州市在上述多个方面都有较好发展。在

粤东北部山区发展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产业，具有

森林资源优势，而广州则具有市场区位优势。

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产业是产品导向型的产业，

需要立足于现有的资源去开拓市场，对于拥有森

林资源优势的山区林区来说，发展这类产业有先

天优势，应注重深挖产品价值，通过提升产品附

加值来吸引消费市场。而对于具备巨大消费市场

的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则应该专注于产品推广

和宣传，提高林下经济产品的辨识度和知名度，

并稳定产品质量。综上所述，粤东及粤北部山区

林区，可适当加大对林下产品采集加工的投入力

度，着重加强对仿野生种植和养殖的研究，提高

林下采集产品品质。珠三角地区要积极拓宽林下

采集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林下采集产品的知名

度。粤西地区应做好特色林下采集产品的开发，

谨慎发展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产业。

2.5　产业结构与竞争力贡献率差异分析

本文根据表 6 林下经济产业结构贡献率与竞

� 表 5　广东省林下经济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地区
相关产品采集加工

N P D G G-N

广州市 0.12 -0.12 2.20 2.20 2.08

珠海市 0.00 0.00 0.00

汕头市 3.51 -3.38 -4.49 -4.36 -7.87

佛山市

韶关市 0.87 -0.84 2.14 2.17 1.30

河源市 0.33 -0.32 2.36 2.37 2.04

梅州市 0.39 -0.37 4.48 4.50 4.11

惠州市 0.15 -0.15 0.31 0.31 0.16

汕尾市 0.02 -0.02 0.06 0.06 0.04

东莞市

中山市 0.00 0.00 0.00

江门市 0.65 0.65 0.65

阳江市 0.05 -0.05 0.29 0.29 0.23

湛江市 0.08 -0.07 -0.03 -0.03 -0.11

茂名市 3.66 -3.52 -4.48 -4.35 -8.00

肇庆市 5.71 -5.50 1.00 1.21 -4.50

清远市 6.56 -6.32 -1.71 -1.47 -8.03

潮州市 1.38 -1.33 -1.68 -1.63 -3.01

揭阳市 0.00 0.00 0.97 0.97 0.97

云浮市 3.42 -3.29 -2.06 -1.94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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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贡献率的正负，将广东省各地级市情况分成 4
类，如图 1 所示。

广州市、珠海市、河源市归为一类，该市的

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贡献率均为正值，说明这

3 个市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产业竞争力优势突

出；肇庆市、云浮市、茂名市、湛江市及汕头市

� 表 6　广东省林下经济总体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地区
总体

N P D G 产业结构贡献率 /% 产业竞争力贡献率 /%

广州市 1.82 4.07 186.51 192.40 1.87 85.44

珠海市 0.04 0.18 2.79 3.01 0.08 1.28

汕头市 3.57 -3.14 -4.85 -4.43 -1.44 -2.22

佛山市 0.11 0.49 -0.50 0.10 0.22 -0.23

韶关市 17.14 13.90 -23.84 7.20 6.37 -10.92

河源市 11.36 0.44 10.24 22.05 0.20 4.69

梅州市 12.87 35.70 -7.87 40.71 16.36 -3.61

惠州市 8.44 1.25 -15.83 -6.15 0.57 -7.25

汕尾市 0.13 -0.13 0.67 0.67 -0.06 0.31

东莞市 0.16 0.72 -0.46 0.42 0.33 -0.21

中山市 0.08 0.36 -0.05 0.39 0.16 -0.02

江门市 8.27 0.26 -14.92 -6.39 0.12 -6.83

阳江市 2.42 6.15 -7.36 1.21 2.82 -3.37

湛江市 10.44 -13.42 -4.89 -7.87 -6.15 -2.24

茂名市 34.01 -18.63 -14.99 0.39 -8.54 -6.87

肇庆市 35.15 -14.95 -33.76 -13.55 -6.85 -15.46

清远市 37.05 16.90 -57.26 -3.32 7.74 -26.23

潮州市 4.37 2.98 -9.28 -1.93 1.36 -4.25

揭阳市 0.64 -0.17 9.43 9.90 -0.08 4.32

云浮市 30.22 -33.04 -13.76 -16.58 -15.13 -6.30

图 1　广东省林下经济结构与竞争力贡献率差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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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

这 5 个市的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竞争力较弱；

佛山市、中山市、东莞市、惠州市、江门市、阳

江市、梅州市、清远市、韶关市、潮州市的产业

结构贡献率为正值，产业竞争力贡献率为负值，

说明这 10 个市的产业结构合理，但产业竞争力相

对较弱；揭阳市和汕尾市的产业竞争力贡献率为

正值，产业结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这 2 个市的

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但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总体上分析，粤东粤北及珠三角地区林下

经济整体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粤西及粤东沿海地

区林下经济产业结构需要适度调整和升级。产业

竞争力方面全省仅广州市、珠海市、揭阳市、汕

尾市和河源市等 5 个地级市为正值，分布在珠三

角及粤东片区；粤西粤北地区林下经济产业竞争

力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全省林下经济普遍缺乏

竞争优势。粤西地区在林下经济产业结构及产业

竞争力方面都比较欠缺，亟待调整和加强。

将全省 4 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产业结构贡

献率为正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当产业竞争

力贡献率大于 0 时，该地林下经济均有较强劲的

增长，如广州市和珠海市；而产业竞争力贡献率

小于 0 的地区，部分表现为增长，但同时也存在

负增长地区，以此分析，产业竞争力对林下经济

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产业竞争力贡献率均为正

的地区，林下经济产业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也

印证了上述观点。对比产业竞争力贡献率均小于 0
的地区，当产业结构贡献率为负值时，林下经济

产业普遍为负增长，如肇庆市、湛江市和云浮市

等，产业结构贡献率为正时，仍有许多地区可以

实现正增长，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劣对林下经济增

长的影响不显著，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将对林下

经济有显著的制约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广东省林下经济产值仍然较小，林下种植等

4 个基本类型受到自然资源和消费市场等因素影

响，呈现不同发展趋势。作为新兴的林业产业发

展模式，广东省的林下经济虽然在林业产业中的

比重较小，但近三年来发展迅速，已经在全省形

成初步的产业格局。林下经济不同类型产业发展

情况各异，森林景观利用增幅显著，林下种植稳

中有增，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增长不明显，林下养

殖则呈现逐步萎缩态势。

3.2 　广东省林下经济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

合理是阻碍林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 4 个基

本类型林下经济产业偏离—份额分析结果中看出，

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基础普遍较薄弱，除森林景观

利用增长明显以外，其他 3 个类型林下经济发展

相对缓慢。结合林下经济结构与竞争力贡献率的

差异情况表明，竞争力优势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

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优势的推动效益不明显，

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较大。

3.3 　广东省林下经济产业以森林景观利用为主体，

对林农增收致富作用尚待提高。由于森林景观利

用的产业特性和空间布局的趋向性，目前森林景

观利用大多以公司、企业为经营主体，林农、专

业大户和林业合作组织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参

与程度不高。从林农参与数量、收益来源及合作

组织参与程度都表明，林农主要参与的林下经济

发展集中在林下种植和林下养殖。

3.4 　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应是广东省发展林下

经济的重要思路。综合当前广东省各地级市资源

条件和林下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前景，本研究将

广东省 20 个地级市（深圳除外）划分为 4 个片

区，分别是珠三角地区（广州市、惠州市、东莞

市、深圳市、佛山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

及肇庆市南部地区）、粤东西北山区（梅州市、河

源市、韶关市、清远市及肇庆市北部地区）、粤

东沿海地区（潮州市、汕尾市、汕头市、揭阳市）

及粤西沿海地区（云浮市、阳江市、茂名市、湛

江市）。

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森林景观利用，结合珠

三角森林城市群建设，探索森林景观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多种实现方式；粤东西北山区侧重发

展林下种养殖和特色林下产品采集加工，适度发

展森林景观利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条件，挖掘

本地特色品种；粤东沿海地区应侧重高端、小众

产品开发，深挖特色品种产业价值，着力打造特

色林下经济品牌；粤西沿海地区应提前做好林下

经济发展规划布局，结合地方自然环境条件和市

场区位条件，合理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项目，宜

种则种，宜养则养，重点发展春砂仁（Amomum 
villosum）、益智（Alpinia oxyphylla）等乡土品种，

适度发展林花、南药及珍稀树种苗木培育，及以

沿海红树林景观为特色的森林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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