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林函〔2025〕92号

答复类别：B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807 号建议的答复

杜锦祥代表：

《关于加大力度支持山区竹木企业高效利用资源的建议》（第

1807 号）由我局会同省财政厅、发改委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

答复如下：

我省森林面积 1.21 亿亩，其中竹林面积 1873 万亩，竹木资

源非常丰富。竹木产业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载体，

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省致力

于推动竹木企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推动竹木产业向

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实现竹木资源高效利用。一是用

好省级财政林业经济发展资金。省财政设立林业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林下经济发展、竹产业发展、花卉产业发展、

林业科技推广、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林业贷款贴息等方面的支出。

其中，竹产业发展补助（2025年已安排8000万元）包括竹产业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笋竹精深加工示范县、现代竹业重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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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可用于支持竹产业原材料基地、竹山机耕道、精深加

工、公共服务平台、笋竹精深加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研

发、品牌创建和引进新设备等方面。二是落实《福建省加快推动

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对引进先进竹

工机械装备实施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实际设备投资额达100

万元以上的，省级财政按5%给予补助，最高补助300 万元。三是

支持包括竹木加工在内的工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将省技改项目融资支持专项政策规模逐步扩大至 500 亿元，对符

合条件的企业技改贷款项目予以贴息补助；对用于设备更新改造

的重大技改项目贴息支持额度上限提高至 5 亿元，加快推动传统

产业“智改数转”。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研究吸收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

我省竹木资源丰富和产业链完整的优势，推动我省竹木企业转型

升级，实现竹木资源高效利用。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和投入。鼓励

符合条件的竹木回收利用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

国债设备更新资金支持，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鼓励建立完善

的林业全产业链项目库，统筹利用财政涉林资金、地方专项债券

等资金渠道，发挥社会资本投资作用，加大对林业全产业链和基

地建设的支持。发挥林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鼓励开发林业全产

业链保险险种，引导金融机构提供产业链信贷服务。二是深入推

动智能制造发展。鼓励支持邵武市利用省级财政竹产业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项目县资金扶持等开展包括竹集成材 4.0 标准产品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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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企业智能化改造，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机器

换工，推进传感器、工业软件、网络通信系统、新型人机交互等

工具应用，构建“机器换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

梯次培育路径。鼓励林业企业开展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培育一批

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智慧化管理、协同化制

造、绿色化制造、安全化管控的智能制造单元、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推动林业产业供应链数字化重构，加快发展 C2M 数字工

厂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依托

平台整合区域林业企业生产资源，健全平台接单、按工序分解、

多工厂协同的共享制造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建设共享工厂，集中

配置通用性强、购置成本高的生产设备，面向行业发展分包协同

生产、融资租赁。三是提升科技人才支撑水平。发挥市场化、民

办公助、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等机制创新形式，搭建企科对接平台，

梳理关键核心技术断点，按照“揭榜挂帅”要求，组织联合攻关。

面向科研院所、企业征集优秀创新成果，健全成果转移转化直通

机制。支持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入股林业企业，支持企业制定完

善内部人才培养方案、外部人才引进等机制，组建产业专家团队

或专家顾问组，让更多更新科技成果在福建落地转化。四是推进

林业品牌建设。通过推进品牌创建，培植一批规模大、实力强、

效益好的大型竹木业企业，围绕核心产品的开发生产，辐射带动

一大批配套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多样化，发展

高附加值产品，实现木材价值利用最大化。通过产业链延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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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实现多主体、多业态、多模式融合

发展，推动我省林业由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经

济优势、品牌优势。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林旭东

联 系 人：李海滨(改革发展处)

联系电话：0591-8860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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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南平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