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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将林业供应链看成是由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两大子系统组
成的复合大系统，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我国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林业供应链
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为后续研
究指明方向，然后对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结构进行了梳理，研究了林业供应链协同
发展中流的协同机理，并分析了宏观层面上的供应链结构，由于林业供应链的协同发展最终要靠节点
间的合作才能实现，所以《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分别研究了供应链中节点协同的
动力机理和博弈机理，并专门针对林农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实现协同发展的
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分别从流和节点的视角给出了评价模型。最后结合华泰集团林业供应链发展
的实践，以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适合林业经济管理、供应链管理及系统工程的研究人员阅
读，可为林业管理部门和林区地方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由于《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
式研究》也涉及对供应链的研究，所以同样可以为企业管理人员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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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司提出“以地养林、以项目养林、以林养林，以政策养林”的经营方式，采取“林农、林药”
等多种套种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提高林业的经济附加值。这些措施既提高了森林绿化率，又为
企业做好了原料储备，同时又为农产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多方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
体。　　2.供应链的发展　　在产业发展上，华泰通过拉长“造纸为主、多业并举、首尾并接、优势
互补”的绿色生态供应链，以造纸为主体，向上游发展壮大林业、化工、热电，向下游实行报业出版
、印刷包装、物流、商贸服务等产业延伸，形成既有原料基地、能源供应，又有终端产品输出的完整
链条，构建了上下游衔接配套的造纸产业集群，为企业搭建了可持续发展平台。　　由于华泰的目标
为供应链的协同发展，而陔供应链是一个闭合循环、共生耦合、产业扩张的有机整体，其价值链：纵
向是林、浆、纸一体化，横向是化丁为造纸提供必需的化学品；热电联产、水利工程和林业基地为浆
、纸等生产提供充分的能源和资源保障；物流为各产业解除运输瓶颈；商贸则为各产业建立畅通的业
务渠道；报业出版、印刷包装又是造纸的直接用户。使现有和潜在的资源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产生
很好的协同效应，增强企业持续发展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同时，华泰
进行了原料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同步调整：①在产业结构上坚持绿色生态纸业战略，积极发
展造纸、化工、印刷、林业、物流等首尾并接的产业链，实现资源共享和最大程度的利用；②在原料
结构上坚持走林一浆一纸绿色供应链的路子，由原来草浆为主的文化纸为主的结构，转为以废纸浆、
木浆、商品浆为主的新闻纸结构，逐步淘汰草浆，实现源头削减。造纸原料结构由过去的废纸、木浆
、草浆“四三三”比例，调整为“七二一”结构，草浆比例目前已不足5％，虽然原料成本增加了，
但减少了四分之一的用水量，年创效益1200余万元；③在产品结构上，文化纸由草浆为主的胶版纸、
书写纸转为木浆为主的轻质纸、无碳原纸、全木浆胶版纸等高档产品，新闻纸产品在公司产品比重中
增长至75％，废纸原料由原来的90％增长到100％，在降低了成本的同时，大幅度减少了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 　　⋯⋯

Page 7



《林业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机理与模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