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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橡胶几乎全部产自热带高大乔木——三叶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具有工业原料、农产品、林产品

等多重属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明确将橡胶种植土地划定为园地，实际生产中，按照农业模式进行精细化管理。但

在胶园更新采伐、造林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上，与林业部门的管理权限有交叉。由于农业和林业生产管理所遵

循的技术标准不同，当前天然橡胶行业管理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更新采伐指标不足、连片采伐面积过小、初植密度

要求过高、胶园基础设施建设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对此，提出构建农林协调管理机制、完善行业标准体系、优化行

业管理体系等方面建议，以期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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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Rubber Plantation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Indust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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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rubber is almost produced from the rubber tree (Hevea brasiliensis), a tall tree in the tropics that has mul-

tiple attributes, such as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rest products. The “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

tion” clearly demarcates rubber planting land as a plant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managed according to the agricul-

tural model. However, there is overlap with the management authority of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in matters such as renewal 

logging, afforestation desig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wing to the different technical standards followed by agricul-

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ion managem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ndustry management, such as the restric-

tions on renewal logging and limited contiguous logging areas, the high initial planting density requirement, and the compli-

cated approval process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bber plantations. Given the confusion of cross-sectoral management be-

twee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building a coordin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mproving the industry-standard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current industry management system,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Keywords  natural rubber;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restry properties; plantation management; cross-sectoral manage-

ment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性工

作 [1]，是实施土地管理、动态监测和有效控制的

重要依据。三叶橡胶树是唯一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的产胶植物，属于典型的热带高大乔木，经过驯

化栽培，其种植园按农业生产模式管理。成龄胶

园每年均需施肥、病虫害防治，通过割胶这一日

常性采收活动获取天然橡胶，这是橡胶园最重要

的目的，木材是其副产品之一。国内历次全国土

地调查都将橡胶种植土地按园地分类，橡胶种植

业历来归属于农垦、农业农村部门管理，但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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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中，天然橡胶属于林产

品。实际生产经营中，橡胶树砍伐指标获取、成

片更新面积核定、胶园种植密度选择、胶园基础

设施建设审批、生产保护区面积调整等方面，存

在农林管理职能交叉的问题，亟待重新科学论证

天然橡胶的农业特性和园地属性，厘清按农林交

叉管理导致的冲突及其原因。本文拟对橡胶种植

土地按园地管理的科学性进行系统性阐述，梳理

现有农林交叉管理体系在胶园更新种植、胶园经

济发展、胶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出对策建议，为进一步规范天然橡胶行业管理提

供思路。 

1  天然橡胶种植土地的园地属性再认识 

2023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 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53 号），提出“将油茶等木

本油料林、橡胶等工业原料林、核桃等干果经济

林，由园地调整为林地”；同年 11 月，《关于印发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又明确

将橡胶种植土地按园地管理。这表明，橡胶种植

土地的利用现状分类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还须进

一步论证。 

1.1  从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看，橡胶种植

土地归属为园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标准按照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分为 3 大类，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依据土地的利用方式、用途、经营

特点和覆盖特征等因素，按照主要用途对土地利

用现状进行分类，在确保不重不漏的基础上，基

本反映土地利用的现实情况。此标准明确了园地

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园地是种植以采集果、叶、

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

本作物，覆盖度大于 50%或每公顷株数达到合理

株数 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橡胶园

为种植橡胶树的园地，与果园、茶园、桑园等列

入园地范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以下简称《分

类指南》）参照此国家标准，也将橡胶种植土地列

入“02 园地——0203 橡胶园”分类中。 

1.2  从生产实践角度看，园地管理适合天然橡

胶生产 

1.2.1  生产特征更符合农业部门  橡胶树的生产

管理依农时而定，具有典型的农业生产特性。与

粮食、水果等农作物一样，具有地域性、季节性

和周期性。与大多数果树生命周期相似，橡胶树

生命周期包括苗期、幼树期、生产期和衰老期[2]。

我国橡胶树宜在春季气温回暖后定植，经过 8 a

左右非生产期抚管，达到开割标准，进入长达 25 a

以上的生产期。从种质资源、种苗、栽培与管理、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植物保护、农业投入、设施

设备到产品加工、检验，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形成

了系列标准和规范。橡胶树与主要果树类似，具

有明显的年生产周期，进入生产期的橡胶树，一

般在 2 月底到 3 月中上旬萌动抽叶；3 月下旬，

各植胶区生产期的成龄胶树陆续开割；11 月底开

始，各地逐步停割，每年有 3~4 个月的停割期。

为促进割胶生产，生产经营者每年会适时开展病

虫害防控、施肥、除草等活动，确保更高产。 

1.2.2  橡胶园实施精细化管理  三叶橡胶树原产

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具有喜高温、高湿、静风

和沃土的习性[3]，传统植胶区在 10ºS~15ºN[4]。马

来西亚、泰国等主产国，将橡胶树按“作物”（crop）

进行农业生产管理，橡胶种植基地称为橡胶园

“ rubber plantations”，而不是橡胶林（ rubber 

forests）；粮农组织（FAO）将天然橡胶归入到作

物和畜产品（Crops and livestock products）的分

类中。我国植胶区处于北半球热带和南亚热带季

风区，属于非传统植胶区，满足橡胶树生长发育

的基本要求，但与原产地和东南亚传统产胶国相

比，明显处于劣势。通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

形成了橡胶树热带北缘种植和生产技术规程，按

照农业生产模式，开展胶园开垦、种苗繁育、定

植、抚管、病虫害防治、割胶生产、杂草管理、

施肥等活动。为了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

生产经营主体还需要调整种植密度和种植模式，

发展林下经济和农林复合经营。胶园中需配套生

产道路、生产性用房，与林业粗放化的近自然森

林经营模式不同，在橡胶树全生命周期发展过程

中，人工干预相对较多，橡胶园管理较为精细。 

1.2.3  生产有别于林业非木材产品生产  橡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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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大乔木，兼具林业属性。橡胶木是重要的实

木锯材，海南省约 3/4 的实木锯材来自橡胶园[5]。

天然橡胶是绿色天然高分子负“碳足迹”工业原料，

每生产 1 t 天然橡胶能吸收 17.5 t 的二氧化碳[6]，在

《林业及相关产品分类》（LY/T 2987— 2018）归

属于 07 林产品采集品 01 天然橡胶。但与松香、

生漆等非木材林产品相比，天然橡胶在种植密度、

生产经营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松

树林生产以松木为主，松香为辅，采取 2 490~ 

4 440 株/hm2 的密植种植；漆树种类较多，大红

袍金州红漆树、火焰子、野生漆树分别采取每

公顷 600、1 650、900 株的方格式栽种，生漆收

获一年不足 10 次，管理相对粗放。根据《橡胶

树栽培技术规程》（NY/T 221—2016），橡胶树种

植密度为 420~600 株/hm2，可根据小气候、土

壤肥力、地形条件等适当调整。海南、云南等主

产区经过多年产业调整，已极少采用密植种植方

式，林业造林规程与天然橡胶生产习惯不相符。 

1.3  从产业功能来看，园地更贴合天然橡胶产

业定位 

天然橡胶作为工业原料，在国防工业、航空

航天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2023 年，我国进口

天然橡胶 630.4 万 t，较上年增 8.7%；国内产量约

89.7 万 t，占表观消费量比重仅 12.5%，进口依赖

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生产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天然

橡胶的有效供应，在稳产保供方面具有“压舱石”

作用，是我国热区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主产区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7〕24 号），明确了天然橡胶重要农产品的

地位，并划定生产保护区 120 万 hm2，进一步强

化橡胶园生产重要农产品的功能属性。农业和林

业生产的侧重点不同，林业是维持人类生存环境

与生态安全，侧重于生态效益[7]，强调保护中生

产，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起补充作用；

而农业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中具有关键

作用，以产品产出为导向，更强调生产中保护。

天然橡胶作为重要农产品，生产目的是获取具有

战略意义的工业原料、保障国民经济安全[8]，若

作为林地管理，侧重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

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等主要功能，则会导致产业由

侧重经济功能转为更加侧重生态功能，削弱天然

橡胶供应能力，弱化其在热区产业主导地位和经

济功能。因此，天然橡胶产业功能定位决定其更

适宜园地管理模式。 

1.4  从管理体系看，天然橡胶生产属于农业行业 

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橡胶种植业以来，橡

胶园一直按农业生产模式管理。1954 年天然橡胶

生产管理体制从林业部门转到农业部门，之后由

农业和农垦部门管理，产区绝大部分市县区归属

农业农村部门管理。中央层面，农业农村部负责

全国天然橡胶行业管理，联合财政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设立天然橡胶良种良法补

助、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等支持政策，并将天然橡

胶作为市场监测预警的农产品之一，推动天然橡

胶企业“走出去”发展。各地将天然橡胶行业管

理作为农业部门的法定职责[9]，海南和云南由农

业农村厅负责所在地区的行业管理，分别由热带

作物处和下属单位农垦局负责，广东橡胶种植基

地均在广东农垦，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行业

管理。在市县区层面，天然橡胶行业管理基本由

农业农村局负责，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等州市归属农垦局管理，其中勐腊县在农业农村

局下设橡胶技术推广站。马来西亚、泰国等天然

橡胶主产国均成立橡胶局，分别归属种植和原产

业部、农业与合作社部领导，负责管理本国的橡

胶产业。 

1.5  从森林覆盖角度看，按园地管理无明显影响 

在历次全国土地调查中，橡胶种植用地均归

为园地，但各地均将橡胶园面积计入森林覆盖面

积。以海南省为例，2023 年省级统计年鉴显示，

2022 年末全省土地面积 351.13 万 hm2，林地面积

116.1 万 hm2，占比 33.1%；而全省森林覆盖率≥

62.1%，远大于林地面积占比。实际统计过程中，

符合森林特征的橡胶等林木已被纳入森林覆盖的

计算范围，全省橡胶年末面积 51.86 万 hm2，贡献

了约 1/4 的森林覆盖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面积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

的乔木林地和竹林地、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

农田林网以及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

盖面积，并未明确森林面积必须是土地分类利用

中的林地面积。可见，橡胶园按园地管理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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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影响森林覆盖率计算。 

2  天然橡胶行业管理中农业与林业的协调

问题 

2.1  更新胶园的林木采伐指标有待进一步优化 

更新种植是维持胶园生产潜力的基本要求。

根据《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当橡胶园年单产低

于该类型区平均胶园单产 60%，或有效割株少于

225 株/hm2（云南植胶区少于 150 株/hm2）时，胶

园需要砍伐并更新种植。更新率一般在 2.5%~ 

3.3%，并因地制宜配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的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

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申

请采伐许可证，采伐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核发。但在实际操作中，林木采伐

对天然橡胶生产具有多重约束。一是采伐指标总

量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 33 树龄的胶园

约 18.7 万 hm2，因台风、根病、寒害等原因造成

的低产残次胶园 3.3 万 hm2，且预计在 2025 年我

国产能将达到顶峰后下降[10]；2022 年国家实施天

然橡胶良种良法补助后，胶农、胶企计划更新任

务量较大，但当地砍伐指标不足，或指标优先满

足低质低效桉树林砍伐等，导致砍伐指标申请难

度大。二是结构性问题，不同市县区的橡胶种植

强度差异较大，采伐指标在地区间无法调剂，被

列入公益林的胶园难以申请指标砍伐更新，导致

采伐指标存在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三是林木采

伐指标获批时间可能不符合胶园更新定植的时

机，由于我国地处热带北缘，冬季气候明显，橡

胶树需早春定植，以提高定植苗木成活率，而部

分生产主体在下半年才能获得采伐证，错过了最

佳定植时节。四是审批手续需进一步优化，林资

发〔2021〕112 号文件要求，林农个人采伐的人工

商品林蓄积≤15 m3 需实行告知承诺方式审批，根

据笔者所在单位橡胶木团队测算及已有文献[11]，

橡胶园的蓄积量约 112.5 m3/hm2，告知承诺制仅

0.13 hm2，对橡胶种植主体的帮助不大。少量试验

性橡胶林木砍伐，同样需要办理采伐证手续，对

试验研究工作的时效性也有较大影响。 

2.2  胶园采伐面积管理需进一步完善 

橡胶生产实践一直遵循种植业理念，按照天

然橡胶产业相关技术规程和规范进行管理，对造

林设计、采伐面积没有明确的规定。2015—2022

年实施的天然橡胶林业补贴政策，部分地区的林

业部门要求申报主体必须有林业设计。根据《造

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要求，国家投

资或以国家投资为主的造林项目，应以县级单位

（国有林经营单位）为主体，编制造林作业设计，

符合林业设计条件的申报主体只有国营农场或企

业，导致该项资金从未惠及民营胶园。根据地方

农场反映，部分地方林业部门在采伐面积上遵循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 1646—2005），要求

南方坡度 26°~35°林地，皆伐面积不超过 5 hm2，

小于 5°的不超过 30 hm2，且皆伐时需保留一定数

量的母树、伐前更新的幼苗、幼树以及目标树种

的中小径林木，伐区周围应保留相当于采伐面积

的林地（带）。橡胶种植土地基本为坡地或山地，

大多数胶园坡度在 5°以上，尤其西双版纳产区，

种植橡胶的土地坡度不少都大于 20°，该规定导

致规模橡胶种植主体无法连片更新同一时间和相

近时间定植的胶园，连片山头更新容易出现“斑

秃”的现象。 

2.3  橡胶种植新模式的推广与林业技术规程

存在种植密度上的争议 

在胶园中发展林下经济是提高土地产出率的

关键环节[12]，是实现“以短养长”的关键举措。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开发的全周期间

作模式，在平地或缓坡地采用“宽行窄株”的方

式，在保持单位面积产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

种植密度从 495 株/hm2 减少至 420 株/hm2（如

2 m×4 m×20 m），确保成龄胶园的宽行也可间种

其他作物，进而增加 50%的可利用面积[13]，这符

合《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中种植密度的最低限

制，并被纳入 2016 年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主

推技术。但此模式在推广过程中发现，来自林业

部门的阻力较大，其根据《造林技术规程》中种

植密度的规定提出异议，要求在林地上的林化工

业原料的橡胶园每公顷至少 500 株，该指标高于

《造林技术规程》的 450 株/hm2，也高于当前橡

胶生产中常规种植模式 480 株 /hm2（株行距

3 m×7 m）。实际生产中，部分地区生产经营主体

为提高土地利用率，采用全周期间作模式，由于

单位面积株数减少，被认为不满足造林要求。同

时，《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2015）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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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施肥、杂草管理等生产活动也有较严格的限制，

与《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有较大的冲突，不利

于胶园管理和发展林下经济。 

2.4  胶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林地占用、

标准差异等问题 

良好的道路网络是天然橡胶收和运便利化的

关键，也是精细化胶园管护的基础。鲜胶乳中天

然橡胶含量约 33%，其余绝大部分是水，道路状

况差的胶园，胶乳运输受限大，施肥、除草、病

虫害防治等也会受到影响。我国从“八五”计划

开始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胶园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14]。“十二五”规划至今一直由农业农村部联

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基地）

建设规划，其中胶园道路建设是重要环节。为了

配套橡胶生产和管护，根据《橡胶树种植基地建

设标准》（NY/T 2167—2012），胶园主干道路面宽

3.5~6.0 m，林间道路面宽≥3.5 m，参考四级或三

级公路建设，人行道 0.8~1.2 m（参照 JTGB01 设

计）。而林区道路建设主要为了林木采伐、森林防

火等，松脂、生漆等非木材林产品生产对林间道

路要求较低，基本无此类建设需求。《森林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在林地上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

营服务的工程设施，如育种育苗设施、集材道、

运材道、防火巡护道、林业科研科普设施、护林、

病虫害防控、木材检疫、水电热气讯设施以及其

他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符合国家有

关部门规定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批准，无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超

出标准需占用林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根据作者所在团队实地调研，我国天然橡

胶产区部分市县在胶园道路建设项目审批中，部分

地方林业部门要求的道路设计与天然橡胶生产需

求不符，如按森林防火建设的道路，无法满足割胶

生产等活动需要，导致个别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执

行慢，管护用房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类似的

问题。若胶园基础设施建设未按照林业部门要求执

行，还可能会导致林地占用的争端和风险；个别地

区林业部门要求，胶园道路建设需缴纳森林植被恢

复费用，增加生产经营主体的建设投入。 

2.5  天然橡胶行业管理中部分领域缺乏相关

法规支撑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在《美国法典》

中，天然橡胶被归为关键农业材料。美国国会颁

布了《天然胶乳法案》和《关键农业原料法案》，

泰国颁布实施《橡胶更新援助法案》，马来西亚出

台《橡胶产业重新种植基金法》[15]，促进本国天

然橡胶产业发展。中国国内现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对园地保护与管

理做出详细的规定[16]。《森林法》为我国林业发

展、森林资源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林业经营主

体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支撑，但无法细化

至天然橡胶行业管理问题。天然橡胶保护区建设

和管护、胶园更新、资源安全保障等方面均缺乏

细化的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尤其是基层政府实

施行业管理的统一性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基层审批、执法等部门在部分事项上无法可依，

如生产保护区橡胶园砍伐后，是否必须种植橡胶，

并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 

3  优化天然橡胶行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解决农业与林业交叉管

理的问题，一种思路是大体维持现行管理体系，

农业农村部门与林业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另

一种思路是将林口涉及天然橡胶的管理权限划转

至农业农村部门，林业部门继续保留在林地上的

橡胶园执法权。 

3.1  以农业农村部为主的协同管理机制 

3.1.1  建立农林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针对天然

橡胶行业管理中农业与林业标准不协调的问题，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建

立农林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结合部门职责，以

天然橡胶稳产保供为关键核心目标，查找问题，

理顺堵点，在标准体系建设、支持政策制定、胶

园管理和建设、林下经济发展等方面通力合作，

强化对地方政策和基层部门的业务指导，形成合

力。针对实际生产中的经常性问题，通过沟通联

动协调机制，制定出台文件，作出统一性规范。 

3.1.2  优化林业部门对胶园建设的管理措施  明

确支持老龄低产残次胶园更新，加强橡胶园砍伐

后的土地用途管制。一是各市县林业部门在砍伐

指标上予以优先满足并单列，在确保合规合法的

情况下，根据橡胶树早春定植等生产特性，允许

当年未用完的指标结转至下一年度使用，取消胶

园连片更新中林木砍伐的面积限定。二是提高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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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承诺制的采伐量上限，按 2 hm2 以内可采用告

知承诺制审批，增强生产经营主体胶园更新的灵

活性。三是按《橡胶树种植基地建设标准》（NYT 

2167—2012）、《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等，开展

更新胶园设计，尽可能减少林业方面的约束。 

3.1.3  统一胶园生产管理技术规程和标准  橡胶

树种植和生产以及胶园建设已有较为完善的技术

标准和规程，建议林业部门在造林、森林抚管、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规程中将天然橡胶

排除在外，以免造成冲突，行业执法以农业农村

部门为主。允许天然橡胶种植主体在平地和缓坡

地采用新模式，降低种植密度，如采用全周期间

作模式（420 株/hm2），开展林下资源开发利用，

但必须做好胶园覆盖，避免水土流失。 

3.1.4  明确胶园基础设施审批规则  建议明确胶

园生产性建设项目由农业农村部门审批，林业部

门不参与审批工作，但建设项目必须符合生态保

护原则，以及天然橡胶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程。

明确胶园道路、收胶站、管护用房等项目不属于

林业占地，无需缴纳森林修复费用。林业部门通

过图斑排查等方式，发现胶园存在林地违规占用

问题，及时与农业农村部门沟通，并由农业农村

部门予以处理。 

3.2  农业农村部门整体管理机制 

3.2.1  涉林口的审批权限划转至农业农村部门  

将涉及天然橡胶的采伐指标、胶园基础设施审批、

标准制定等权限，通过“切块”方式，转移到农

业农村部门，林业相关的标准和规程不再覆盖到

橡胶园，林业部门原则上不再保留天然橡胶生产

保护区内胶园具体事项的审批权限，但保留规划

林地上橡胶园的执法权、砍伐指标总体控制等。

将已划入生产保护区又被纳入公益林、国家公园

等生态红线范围内的胶园有序退出，在其他地块

重新划定，划入地块应适合橡胶种植；实在无法

调整的，通过地役权、生态补偿、农林复合经营

模式等方式加以管理。 

3.2.2  推动完善行业法律法规体系  加快推动天

然橡胶资源安全立法工作，明确橡胶资源权属、

生产、供应、储备、流通、加工、预警及保护与

监管等相关主体责任，为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尽快制定出台《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管理条例》

或类似的管理文件，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天然橡胶

生产保护区建设和管护的职责与分工，细化林下

资源开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胶园林木

砍伐、土地用途变更以及占补平衡等相关要求，

科学合理规范生产管理行为，推动保护区“一张

图”管理。 

3.2.3  鼓励区域性全产业链管理的模式创新  当

前，天然橡胶的种植、加工、制品、贸易分属于

农业、林业、工信、工商等多个部门，行政管理

权分割导致各部门在信息联动、业务协同、规划

制定、审批权限等方面的衔接机制有待进一步优

化。借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主产国橡胶局

的管理经验，鼓励海南、云南省级或地州市级设

立对应的天然橡胶全产业链管理机构，全面负责

种苗、种植、初加工、材料、制品等环节的管理，

整合行业管理资源，推动主产区产业链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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