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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253.htm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林业部《关于当前乱砍滥伐、

乱捕滥猎情况和综合治理措施的报告》，已经国务院批准，

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关于当前乱砍滥伐、乱捕滥猎

情况和综合治理措施的报告国务院：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和

政府以及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认真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大力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努力

抓好预防和制止工作，深入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

动，使一度出现的严重乱砍滥伐、乱捕滥猎的状况得到初步

改善。 但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乱砍滥伐森林和乱

捕滥猎野生动物的活动又有所发展，毁林案件大幅度回升，

聚众哄抢林木、武装械斗事件明显增加，非法运输、销售木

材活动加剧，猎杀、走私珍稀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屡禁不止。

据统计，全国林业公安上半年已受理各类森林案件五万二千

三百一十五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八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人次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２０％和７．４％；案件造成的经济

损失四千五百四十八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５７．２５％；

破坏林地的面积比去年增加１４０．３％。今年以来，因乱

捕滥猎，全国已损失了大量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有十七个

省（区、市）森林案件呈上升态势，其中四个省的发案数较

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给森林资源造



成严重破坏，扰乱了林区社会和生产秩序，影响了林业发展

。 今年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重新抬头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当

前形势下，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不能正确处理好加快经济发

展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关系。有的急功近利，不顾客

观条件，盲目毁林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有的打着搞活经济的

旗号，置采伐限额而不顾，毁林致富，大规模砍树卖钱。二

是随着建设规模扩大，木材需求增加，价格回升，诱发乱砍

滥伐，一些不法分子乘机肆意盗伐林木或收购倒卖无证木材

。三是有些地方没有考虑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的需要，

撤销了一些依法设立的木材检查站，随意下放或撤并基层林

业工作站，削弱了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工作，放松了对乱砍

滥伐的制约和监督。四是一些地方对制止乱砍滥伐和乱捕滥

猎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有的地

方调处山林权属纠纷不力，发生群众哄抢林木和械斗案件，

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我国是一个少林国家，人均森林

面积和蓄积量位居世界人均水平后列，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通过多年努力，虽然

从全国来看已经实现了森林资源总生长量大于总消耗量，但

中幼林增加而成过熟林减少，用材林可采资源还有赤字，如

不采取措施加强管理，用不了很长时间，可采的用材林成过

熟林资源就会采伐殆尽。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不仅造成森林

资源的破坏，还会影响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坚决采取有力措施，把当前乱砍滥伐和乱捕滥

猎案件上升的势头压下去。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各级人民

政府加强领导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治理

，现提出如下意见：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森林



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森林兼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关系到当前和长远的全局利益

。国民经济要上新台阶，林业也必须与其相适应地发展。要

进一步深化林业改革，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

要，在大力发展林业产业的同时，还要加强宏观调控。为此

，当前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切实重视森林资源的

保护与管理，对这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人民

政府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

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中发＜１９８

７＞２０号）文件中关于“实行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

源任期目标责任制。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制止乱砍滥伐，

应当作为各级领导，特别是县级领导的重要任务”的要求，

切实负起责任，列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

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工作。做到既

要加快造林步伐，全面完成造林绿化规划确定的目标，又要

把森林资源管理好、保护好。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

全社会保护森林的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做

好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二、要认真贯彻执行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坚持依法治林 为了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国家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一系

列林业法律、法规。必须重申，对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的各

项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各地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森林采

伐限额是政府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执

行国务院批准的“八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坚持对森林



采伐消耗实行全额管理，坚持凭证采伐，凭证运输，确保不

突破采伐限额。加强林区木材流通管理，对重点产材县，要

继续执行由炎业部门统一管理和进山收购的规定。坚持木材

运输检查监督制度，依法监督木材运输。加强林地保护管理

，严格对征用、占用林地的审批管理，切实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纠正不按照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就擅自侵占或变相侵占林

地的行为。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

使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进一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三、要进一步强化林业主管部门的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职

能 各地要从林木生长周期长，森林资源破坏容易恢复难的特

点出发，充分发挥林业主管部门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作用，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要保持森林

资源和林政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管理体系要保持相对稳定，

而且要随着林业改革的深化和林业建设的发展，不断充实和

加强。乡（镇）林业工作站是林业部门依法对森林资源实行

管理和监督的最基层机构，对加强林政管理、制止乱砍滥伐

和乱捕滥猎有着重要作用。各地要充分考虑林业特点和保护

森林资源的需要，稳定基层森林资源管理体系，重视和加强

林业工作站建设，强化其资源管理职能，支持林政管理人员

和护林员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加强林业

公安队伍建设，切实发挥林业公安在保卫森林资源，维护林

区治安上的重要作用。四、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破坏森

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区破坏森林资源

的违法犯罪活动情况，从实际出发，作出相应的部署，认真

搞好打击犯罪、保护森林、维护林区治安工作。当前，要集

中力量，在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严重的地方，开展专项斗争



和专项治理。对危害严重的盗伐林木犯罪分子和团伙，非法

猎杀、走私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犯罪分子和团伙

，挑动群众哄抢破坏森林、伤害护林人员的犯罪分子和团伙

等要重点予以打击。各地要立即行动起来，抓住当前有利时

机，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要求，严密组织，坚决把乱砍滥伐

和乱捕滥猎案件增多的势头压下去。各级林业部门对制止乱

砍滥伐和乱捕滥猎负有重要责任，要尽职尽责，加强执法监

督，积极做好工作，充分发挥行业管理的职能作用。各级公

安、司法、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要紧密配合，支

持林业部门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因林权纠纷引起的哄抢滥

伐林木的突发事件，各级人民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尽快平

息事态，并依法严肃处理为首分子。各地可以选择严重乱砍

滥伐、乱捕滥猎的典型案例进行公开宣判，以震慑犯罪分子

、教育广大群众。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

门执行。 林 业 部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