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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项目区位于中国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项目规划面积3184.27hm2，项

目实施面积1348.9hm2，项目总预算452.37万美元，其中申请亚太森林组织补助336.52
万美元，申请上级林业主管部门项目资金21.35万美元，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配
套94.50万美元。（亚太森林组织将积极通过其他渠道需求资金支持），(实时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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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目标： 
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目”（普洱项目点）

示范项目及亚太森林组织昆明中心普洱考察基地，建立一个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

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展示亚热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推动

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及能力建设。 
 
项目具体目标： 

1. 通过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建设，巩固和扩大亚太森
林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项目（中国普洱项目点）”的成果

和影响力。 
2. 通过基地建设，为亚太地区成员经济体林业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培训和交

流的平台，促进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 
3. 通过宿营之家和生态文学创作园，展示森林游憩功能，提升林业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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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产出一 建成 20000亩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点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目（中国普洱项目区）”

项目成果基础上，按照《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林业发展规划（2017－2036年）》、
《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项目区森林经营方案（2017－2026）年》、《万掌山林
场多功能森林经营方案》，通过次生林择伐、思茅松、西南桦疏伐、补植和不同经

营管理措施，建成 20000亩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点。 
产出二 云南之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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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展厅、茶室和必要配套设施。 
产出三 亚太森林组织培训基地建设 
包括：20 个经济体木屋建设，并包括会议室、山体观景亭子、生态停车场、国

旗广场、室内软装、周边绿化等内容。 
产出四 青年之家建设 
建设直径 7m 蒙古包 15个，和必要公共设施。 
产出五 宿营之家建设 
主要内容为帐篷和烧烤等配套服务设施。 
产出六 生态文学创作园建设 
在现有 60 亩茶园基础上，建设可供 10 人住宿的天然林体验区、茶园体验区和

森林蔬果体验区等。 
 产出七 建立完善的服务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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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依据 

1.1 背景 

（1）国际背景 

生态服务功能( Ecosystem services) 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共同支

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也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森林生态

系统为人类的生活和发展提供了多种服务功能，包括文化教育等经济、生态、

社会服务。《我们共同的未来》、《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多次强调人类处

于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心应与自然协调，健康的生产和生活。为了更好的实践可

持续森林生态服务，近些年，森林康养、森林教育、森林体验等一系列森林参

与式、体验式活动先后在欧美等经济体流行起来，如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简称亚太森林组织（APFNet），是由中

国倡议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旨在通过示范项目、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政

策对话促进亚太区域森林恢复，提高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APFNet 现已拥

有 31个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成员，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

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之一。 

 

（2）经济体背景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森林可持续经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将保护和改善森林生态系统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不断探索森

林与旅游相融合的最佳产业模式。森林文化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

历程,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的体系,影响并推动着经济发展与社

会文明进步。 

森林体验是实现森林多功能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

对木材等林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森林资源的需求压力明显增加。中国国际化进

程现状要求森林资源发挥更多的生态社会功能，为缓解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林业

和旅游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森林多功能利用水平，推出一批具备森林体验、

疗养、教育等功能的森林体验基地和森林养生基地。 

 

（3）地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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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掌山林场是 2001 年成立的国有林场，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国有独资

企业，林场目前经营管护的林区总面积 42.3万亩，现有在职职工 50人，主要经

营范围为森林管理、营造、采伐、园林花卉、种苗培育、林果种植、林业技术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林副产品收购及销售等。 

近年来，万掌山林场开始从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单一生产模式，向森林经营与

管护、林业技术服务、营林绿化、森林康养、自然保护的公众宣教等多形式的森

林可持续经营模式转变。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培育为主、生态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森林管护、培育与经营和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充分发挥林场辖区的森林生态

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服务功能。 

在亚太森林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万掌山林场成为亚太森林组织昆明中心针对

亚太地区 21 个经济体林业官员开展国际林业培训活动在普洱考察基地进行野外

实地培训和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推介中国在森林恢复与管理、林业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实践技术和经验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万掌山林场于 2017 年

被亚太森林组织选定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

目”的中国示范区，目前项目各示范活动进展顺利。同时，林场再次获得亚太森

林组织的资助，编制“万掌山林场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与实施方案”，将作为林

场今后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指南。 

基于先期的工作基础，万掌山林场拟依托普洱南亚热带植物园向亚太森林组

织申请建立“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国际示范暨培训基地”，旨在为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可示范和借鉴的模式，并作为亚太森林组织针

对区域内各经济体林业部门官员开展林业合作与交流的培训与学习的野外实训

基地，共同推进区域性森林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构筑中国与周边团结互助、平等

协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项目建设契合林场的发展思路，将对林场今后的长期发展起到提质增效、推

动发展的作用，意义重大。本项目将充分利用项目区的森林资源优势，建成集森

林体验、森林可持续经营、科普宣教、生态文化展示于一体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与

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3 

1.2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项目区具备良好的森林持续经营条件和基础，需要继续提高森林可

持续经营水平和落地有指导性的森林经营方案。 

项目区的森林资源丰富，具备良好的森林资源优势。然而，项目区目前森林

资源和树种比较单一，主要是思茅松和西南桦。需要通过借鉴和实施有效的森林

经营方案，建立不同的森林经营模式，提高森林经营水平，在区域起到示范和引

领的作用。 

 

（2）项目区具备建设森林示范与培训基地的资源条件，森林旅游资源优

势尚未转变为实际的经济优势，需要进一步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项目区的森林旅游和体验模式较为滞后，深度开发森林旅游的局面尚未形

成，其资源优势尚未转变为经济优势，需要充分挖掘项目区的森林自然体验，开

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旅游业的关联带动效应，扩大就业、增

加收入，促进当地绿色经济发展。 

 

（3）项目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提高。 

项目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加强。目前，项目区的硬件

及基础设施方面也达不到备召开国际会议与培训交流的条件，不少设备和现有房

屋长期得不到修缮和维护，道路情况也需要进一步改善。这些都需要通过建设森

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得到深度的加强与提高。 

 

1.3 项目受益者 

 

（1）直接受益者 

项目直接受益者是万掌山林场和周边社区。通过在林场建设多功能森林体验

基地，提升林场在森林体验、森林可持续经营、科普宣教、生态文化展示等方面

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提高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的专业素质和森林经营管理能

力。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周边社区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扩大就业、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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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受益者 

项目间接受益者包括当地政府、国有林场、相关企业及国际组织、技术援助

单位等。 

 
1.4 项目选址及理由 

 

（1）项目选址 

项目选址项目选址在普洱南亚热带植物园，地理坐标为东经 100°55′

59.851″—100°56′40.153″，北纬 22°50′36.606″—22°51′2.129″。 

 
（2）理由 

①  普洱市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项目区所在的普洱南亚热带植物园，

位于普洱市城区西北部，思茅区中部，毗邻中心城区距离普洱市行政中心约

2 公里，昆磨高速与昆曼国际大道从项目区东南边经过，莲花乡村公路沿界

而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利于项目成果的推广与示范； 

② 全市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层深厚肥沃、适宜各种热带、

亚热带树种生长，具有发展林业得天独厚白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③ 项目区已基本建成名人名树园、棕榈园、林木良种繁育基地等园区，收集、

引进本地和国内外珍稀用材树种 200 余种，收集保存亚热带特有的棕榈科植

物等近百种。项目实施单位已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列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为项目多种森林体验康养等活动提供场所及依据； 

④ 普洱南亚热带植物园规划总面积 32600亩，林地权属为万掌山林场，2017年

思茅区住建局土地使用规划调整植物园建设用地 21亩。现已完成 270亩场地

平整和园区水、电、路通达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项目基础建设提供保障。 

⑤ 经过项目一期 “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目（中

国普洱项目区）”建设，实施单位多次承担亚太森林组织昆明中心针对亚太

地区 21个经济体林业官员开展野外实地培训和学习交流培训活动。实施单位

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为本项目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建设基础； 

⑥ 各级政府及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实施单位万掌山林场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国有林场，是普洱林业龙头企业，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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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义与必要性 

2.1 项目实施的重要意义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和老挝 6 国，其流域

森林生态系统是 GMS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保障，在促进社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

性、减缓气候变化、保持水土、保障农业生产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项目区位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上游，生态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

如春、气候宜人。在项目区开展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项

目具有较强的地域优势，项目旨在打造集培训、交流、宣教、森林体验、森林康

养，可持续森林经营成功模式示范为一体的培训基地，为该区域国际林业官员提

供林业资源共享、政策对话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水平。

同时，该项目的建设还可为当地居民提供宿营、森林木屋等深度森林体验、为澜

沧江湄公河区域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森林经营的成果范本。带动该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引领和示范带

动作用。 

 

2.2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是提高澜沧江湄公河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示范成功经验与推广

成功模式的需要。 

通过建成 20000亩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点，为推介中国在森林恢复与可持续

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技术、成功经营与模式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促进的

作用。 

 

（2）是推进澜沧江湄公河经济体间的林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 

通过建立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将继续促进亚太地

区各经济体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培训与政策对话，打造亚太

区域林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3）是充分挖掘项目区森林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推进森林自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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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绿色发展的需要。 

项目区具备良好的森林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充分

挖掘林场和项目区森林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推进森林的自然体验和森林资源

可持续经营，进一步增强云南林业在区域的辐射和影响力。同时，项目将林场的

森林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对林场今后的长期发展起

到提质增效的重大作用。 

 

3 目标 

3.1 总目标 

依托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目”（普洱项

目点）示范项目及亚太森林组织昆明中心在普洱考察基地，建立一个亚太森林组

织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展示亚热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成功经验

和模式，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及能力建设。 

 

3.2 具体目标 

1) 通过建设亚太森林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暨培训基地，扩大亚太森林

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项目-普洱项目点的成果和影响力。 

2) 通过基地建设，为亚太地区成员经济体林业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培训

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 

3）通过宿营之家和生态文学创作园，展示森林游憩功能，提升林业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4 预期产出和主要活动 

产出 1 建立 20000亩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点 

活动 1.1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规划与示范项目（中

国普洱项目区）”项目成果基础上，按照《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林业发展规

划（2017－2036年）》、《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项目区森林经营方案（2017

－2026）年》、《万掌山林场森林多目标可持续发展规划》，通过次生林择伐、

思茅松、西南桦疏伐、补植南亚热带珍贵植物资源等不同经营管理措施，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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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亩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点，促进项目区森林经营方案逐步实施。 

 
产出 2 建成云南之家 

活动 2.1  1200m2建设用地。其中，900m2综合楼建设，80m2云南馆，70m2普

洱馆（详见附件 A-1“项目区效果图”和附件 A-5“项目活动预算”）。综合楼

将集住宿、餐饮、会议于一体的办公场所，在综合楼两翼，建设云南馆和普洱馆，

以彰显云南地域文化特色，提升森林文化体验。 

活动 2.2  93m2湖畔展厅+茶室+木栈道+露台。依托周边优美的自然景观，遵

循茶马古道制式，辅以必要的户外体验设施，展示云南 26 个民族风俗文化和茶

道文化。采用轻型木结构，与云南普洱茶协会合作，综合展示云南少数民族风俗

和茶文化。 

活动 2.3  周边绿化，围挡+基础建设。利用当地特色乡土树种，开展馆区周

边绿化和分区，完成给排水、供电和路面等基础建设。 

活动 2.4  配套设施（厨房设备、音响、会议、茶室、展览）。建设厨房、

投影、音响、茶艺用品等配套设施，提高游客体验。 

 
产出 3  建设亚太森林组织培训基地   

活动 3.1 建设共计 20个经济体木屋建设（含露台），包括 66m2PNG（2房间

，3个床位），64.5m2菲律宾，75m2柬埔寨，71m2老挝，76m2马来西亚，65m2孟加

拉，72.5m2缅甸，75m2尼泊尔，75m2斯里兰卡，80m2泰国，70m2文莱，65m2新加

坡，64m2印度，63.5m2印尼，65m2越南，86m2巴基斯坦，77m2斐济，70m2澳大利

亚，303.5m2中国+20m2亭台水榭，157m2亚太馆。其中东南亚、南亚经济体以轻型

木结构为主，中国馆和亚太馆采用传统的梁柱结构，使得不同建筑风格交相辉映，

融为一体。此外，采用加拿大进口的新型胶合木构件，提高了承载能力。 

活动 3.2  木屋室内软装（家具）。根据不同经济体文化特色，选用不同设

计风格进行内装，主要包括:家具、家电、床上用品、洗漱用品、灯具、装饰画

等。 

活动 3.3  主路到每个木屋木栈道连接 5m*25=125m。采用防腐木，用地脚螺

丝建立木栈道平台，方便日常餐车和更换用品的小车及行人通行。 

活动 3.4  可以容纳 100 人会议室 268m2（232 m2会议室，带顶露台 7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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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设施齐全的会议室（包括：桌椅、投影、音响、翻译间等），会议室外延

形成高约 3米露台。 

活动 3.5  所有地基建设。采用预埋螺栓或膨胀螺栓，在混凝土平台基础上

搭建小木屋，保证结实耐用。 

活动 3.6  周边绿化，公共设施，每个木屋围栏。建设护坡，以防止山体滑

坡，适当增加民族特点。 

活动 3.7  山体亭子+栈道。在护坡处依山而建观景亭子（4*4*3m，5*5*5m

的凉亭两处），辅以景观栈道连接，可供游客俯瞰基地全景。 

活动 3.8  生态停车场。在国旗广场一侧，利用乡土树种，制造地形景观，

掩映停车场，在入口处设置指示标识。 

活动 3.9  对现有给排水系统改造升级，新建一个化粪池，以满足生活用水

处理需要。 

活动 3.10  道路建设，湖水水体处理与维护。为预防渗水，进行严格的驳岸

处理。 

活动 3.11  配电设施升级。为满足高峰期用电要求，保障 80kVA电力供应。 

活动 3.12  国旗广场、景观置石、灯光、指引标识、音响等，提高游客体

验。 

 
产出 4  建设青年之家 

活动 4.1 建成便携式可拆卸蒙古包 15个，直径 7m，周边绿化，凸显不同地

域文化特点。 

活动 4.2 简易平台及带有淋浴室的公共卫生间。 

活动 4.3 指示牌，入口标识。 

 
产出 5  建设宿营之家 

活动 5.1 帐篷+服务设施包括烧烤区域等。针对背包客和自然文化体验等群

体，提供露营、烧烤等服务。 

活动 5.2 公共卫生间含淋浴，及简易平台。 

活动 5.3 改造现有小商品部的卫生间等内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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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6  建设生态文学创作园 

活动 6.1 在现有 60亩茶园基础上，增加适当的园林小品，建设生态文学创

作园，可提供 10人左右住宿。 

活动 6.2 天然林体验区+茶园体验区+森林蔬果体验区及中药植物（例如瓜

类、橘子、桃、李、鼓锤石斛、金钗）。铺设路面，连通至茶园。 

活动 6.3  建设树木园基础设施和周边绿化，面积 8.0hm2。 

 
产出 7  建立完善项目保障及服务体系 

活动 7.1 主路路面硬化及综合楼前停车路面硬化。 

活动 7.2 消防（建设部要求）。 

活动 7.3 在现有 4G网络基础上，增设 WIFI+信号塔。 

活动 7.4 水电配套。 

活动 7.5 环境评估。在 2017年植物园项目区环评报告基础上，聘请公司，

对此项目进行环评。 

活动 7.6 项目宣传广告牌。 

活动 7.7 公共区域配套设施建设。 

活动 7.8 园林绿化。 

活动 7.9 安全保障。 

 

5 预算、经费来源和财务管理 

5.1 资金来源和预算 

项目总预算452.37万美元，其中申请亚太森林组织补助336.52万美元，申请

上级林业主管部门项目资金21.35万美元，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配套94.50万

美元。（亚太森林组织将积极通过其他渠道需求资金支持），(实时汇率：1美元

= 7.0274人民币)。 

 

5.2 资产管理 

5.2.1 固定资产管理   

为简化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项目固定资产的购置采取询价购置的办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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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后确定。建立固定资产档案，设专人保管，明确责任，项目

主管部门每年至少要对固定资产进行一次清查盘点。 

 

5.2.2 流动资产管理   

流动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低值易耗品等。项目执行单位建立项目专帐，

专款专用，专户储存，单独建账进行核算。每项活动结束后，经验收合格，由经

办人员填写报帐申请表，经财务科审核、项目办负责人（林场场长）签字后方可

支付。 
 

5.2.3 审计检查 

每年由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财务进行检查，由执行方提交符合亚太森林组织

要求的财务报告。聘请具有审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独立的审计。 
 

6 项目监测和评估 

项目指导委员会及外部评审专家负责对项目开展外部检查。项目指导委员会

在项目启动后每年开展一次项目检查。外部专家则根据 APFNet的要求在项目中

期和项目完成后及时开展项目评估。 

项目的实施情况由项目指导委员会和项目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指导。项目办

向指导委员会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此外，项目办开展连续

的项目监测，定期向 APFNet办公室提交内部评估报告，说明项目成果获得成度，

项目执行现状，预算管理以及经营管理方面潜在风险。当不能按项目计划和实施

方案开展项目活动，或存在重大问题影响项目进展时，由项目主任向亚太森林组

织提出检查申请，以找出问题成因和解决办法。 

在项目结束前 3 个月的时候由执行机构普洱市万掌山林场聘请专家开展一

次内部评估，主要是评估项目实施的效果和效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项目

产生的影响，项目的风险以及风险如何得以缓解／减轻，以及项目取得的经验教

训等，评估的开展，将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数据、资料和

信息。评估报告作为项目完成最终报告的附件之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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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宣传和可持续性 

7.1 项目宣传 

将通过报刊、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推广项目实施过程的产出和结果。 

（1）通过媒体宣传。通过普洱日报、普洱电视台、《中国绿色时报》等国

内报纸和杂志，发布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目标、内容、资助机构；项目实施进

展和项目取得的成果、经验及做法。 

（2）通过项目宣传牌。通过在项目活动示范区显著位置，树立示范项目宣

传牌，宣传内容包括建设单位、项目基本情况、措施、实施时间、具体做法及资

助机构等。 

（3）通过网络。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网站、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网站和亚

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组织网站发布项目实施进展和阶段成果。 
 
7.2 项目可持续性 

（1）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 

除部分抚育间伐材、林下种植等能在项目期内获得部分收益外，项目得实施

还将吸收社会劳动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而且，项目示范的所有活动，都在

林场的林地上进行，收益归其所有。本项目所开发示范的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

技术，一旦经营者能够获益，则更多的森林经营者将愿意接受本项目示范和推广

的技术，推动云南经济发展。 

（2）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 

项目致力于推进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总体上不会对环境产生大的负面影

响；理论上，项目将产生的微弱影响主要来自林地间伐时对下层植物的影响、补

植补造整地时的少量水土流失。项目示范林的建设地点是原来粗放经营的林地，

随着项目活动的开展，这些退化地森林结构和林分质量将得到很大改善，并发挥

更大和更长久的水土保持功能。 

（3）管理体制与政策的可持续性 

项目的组织和管理体系是由亚太森林组织、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地方政

府及林业主管部门、项目执行单位和专家团队共同组建；项目实施内容符合国家

和云南地方有关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发展的政策、法规、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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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方针；同时，项目用地属于国有林场范围，权属清晰、稳定，万掌山林场的

项目合作承诺，在项目实施期间及项目完成之后不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因此，本项目在经济、环境、社会与政策等方面较为协调，其冲突与矛盾微

小，项目的整体可持续性较好。 
 

8 保障体系 

8.1 人力资源 

为确保项目顺利有效实施，建立由项目指导委员会、项目监督机构、项目技

术指导组、项目实施办公室组成的项目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体系构架图（Project 

organizational chart）如下： 

                    

项目管理体系构架图 

 

 
8.1.1 项目指导委员会 

由亚太森林组织秘书处、昆明中心，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政府和林业部

门以及项目办联合成立项目指导委员会。检查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和活动报告，以

及对项目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评估，研究指导解决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项目指导委员会 
（APFNet 秘书处、昆明中心，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林业

和草原局，项目办） 

项目主任 

项目实施办公室 

项目实施小组 

项目实施 

项目专家组支持 

项目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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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项目监督机构 

 由亚太森林组织、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林业和草原局领导及各职能部门

的领导组成，对项目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8.1.3 项目科技支撑专家团队 

项目科技支撑专家团队由亚太森林组织秘书处、昆明中心和云南省各级林业

主管部门的技术专家组成。对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执行中的重大技术方案、关

键技术难题、新技术的运用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指导。 
 
8.1.4 项目实施办公室 

在万掌山林场成立项目实施办公室，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

工作。主要包括：协助科技支撑团队完成项目各类报告编写，协助中期评估和项

目验收等，组织项目具体施工；财务报帐；项目沟通与协调。 
 
8.2 物质资源 

8.2.1项目区林地、林木资源权属清晰 

项目区国有林区属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自主经营管护范围，林地或林木

权属清晰，无争议。 
 
8.2.2万掌山林场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设备 

基础设施设备较完善的万掌山林场场部位于普洱市思茅区城区，交通便利、

通讯保障。项目区内建有管护站，能有效对项目活动及成果进行有效管护。内设

的森林调查规划队，配备有较齐全调查设备，能独立开展抚育作业设计。 
 
8.3 政策与法规 

本项目以森林生态系统综合规划与示范为重点，对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优

化林分结构，提高林地质量和效益，发挥林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

功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完全符合国家和云南省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发

展规划。 
 



 

 14 

8.4 组织能力 

项目执行单位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是 2001 年建立的国有林场。林场设

有办公室、生产、经营、管护、财务、规划设计、植物园 7个股室，林区共建有

24 个管护站点。现有在职职工 50 人，有 49 人具备专业技术职称。林场生产经

营规范有序，曾经完成多项生态恢复造林和规划设计等规程。 

9 风险评估 

风险及减缓措施如下： 

风 险 措 施 

1 项目各参与单位出现协调上的问

题，影响某些活动的统一开展。 

1.1 明确各参加单位的责、权、利； 

1.2 加强项目单位间的交流和沟通； 

1.3 通过项目领导小组进行协调。 

2 项目森林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措施

中可能会出现与现行森林经营

规程不相吻合的活动，使项目活

动受到限制。 

2.1 通过项目指导委员会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协调

报批； 

2.2 将对森林状况有较大影响的活动分散实施，降低影响

范围和强度。 

3 在项目实施期内，存在物价上涨

的因素，导致项目申报时的预算

不足。 

3.1 项目执行过程中尽量节约开支，不浪费； 

3.2 在项目初始阶段每个外包任务均以合同的方式将任

务和经费固定，减轻物价上涨的影响； 

3.3 尽早实施工程项目和设备购买项目。 

4 项目执行单位技术力量不足，影

响项目结果。 
4.1每个项目活动开展前，对实施人员加强技术培训，充

分理解和掌握关键技术； 

4.2 加强技术支撑单位的参与力度，保证科技措施到位。 

5 林地管理不到位影响示范林的效

果 
5.1 组织巡护队提高管护力度； 

5.2 加强森林保护意识教育及宣传； 

5.3关键点修建防火隔离带和牲畜防护围栏。 

经全面评估，项目总体风险可控，项目建设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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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A – 附表 

附表A-1 项目区域基本信息表  
附表A-2 林班小班信息表 
附表A-3 项目活动位置表 
附件A-4 项目逻辑框架 
附表A-5 项目活动计划预算 
附表A-5-1 项目活动预算明细 
附表A-6-1 项目宣传表 
附表A-6-2 宣传计划及预算表 
附表A-6-3 项目监测评估表 

 
附件 B – 附图 

图B-1-1 云南省位置示意图 
图B-1-2 普洱市位置示意图 
图B-1-3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图B-2 项目区森林资源分布图 
图B-3 项目区林班小班示意图 
图B-4 项目区主要水系分布图 
图B-5 项目区项目活动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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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其它 

附件D-1 普洱市政府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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