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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的调研报告 

汤晓文   徐信俭    朱介石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  北京 100714） 

【摘 要】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工作自 2006 年 9月开始试点，成效显著，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建立了农民

诚信体系，融资渠道基本建立。其特点也比较突出，增加了农民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其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目前存在林权变更管理难、集体林权改革还需推进、贷款期限与林业周期应相匹配、抵押物处置难等问题。据此提

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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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浙江省林业用地面积 667.97万 hm
2
，其中，森林面积 584.42万 hm

2
；活立木总蓄积 19382.93

万 m
3
，其中，森林蓄积 17223.14万 m

3
；森林覆盖率 57.41%。截至目前，全省共完成换（发）林权证面积 577万 hm

2
，占应换（发）

证面积的 96.8%，其中集体所有面积 550.4 万 hm
2
、占 95.4%，换（发）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 455.9 万本。在已定权发证的集

体山林中，承包到农户经营的面积 316.36万 hm
2
、占 57.5%，“均股均利”方式落实产权到农户的 71.14万 hm

2
、占 12.9%，集体

统一经营的 162.9万 hm
2
，占 29.6%。 

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工作起步较早，2006年 9月开始试点，2008年在全省全面展开。2010年末，全省贷款累计发生额 36.26

亿元，当年贷款发生额 20.53 亿元，贷款余额 28.94 亿元，借款农户（含企业等）7.22 万户。据金融部门统计，浙江省林权抵

押贷款不良贷款发生率仅为 0.04%，远远低于 2.4%的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 

1 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1.1资源变资金，林权抵押贷款为林业改革发展增添活力 

长久以来，农民拥有土地、林地资源，但缺乏自身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支持，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却无法创业致富，

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以林权作为抵押物的林权

抵押贷款在农村逐渐发展起来，广大农民以林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变“资源”为“资金”，获得了自身发展所必须的资金

支持，进一步推进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为林业改革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群众形象地说，现在是“活树变活钱、叶子变

票子、青山变‘银行’”。林权抵押贷款，使山区林农办成了最需要办的事。安吉县造林大户杨忠勇对此深有体会：“以前，我守

着青山，总为怎样弄钱来投入发愁。林权抵押贷款，一下子让我山上的林子都成了香饽饽，现在，投入更有信心了，回报也大

大增加了。” 

1.2林权作抵押，林权抵押贷款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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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开展之前，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资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由于没有资产作抵押，农民贷款难度大。林

权抵押贷款实施后，有效地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自 2007年以来，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累计发生额和借款农户（含企业等）

分别为：2007 年末 2 亿元、784 户，2008 年末 5 亿元、5400 多户，2009 年末 15.73 亿元、3 万户。截止 2010 年末，全省林权

抵押贷款累计发生额 36.26 亿元，当年贷款发生额 20.53 亿元，贷款余额 28.94 亿元，借款农户（含企业等）7.22 万户。临安

市从 2009 年 7月成功开展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至今，累计发放贷款 2739笔，累计贷款金额 2.37亿元，贷款余额 1.08亿元。

其中农户小额（30万元以下）累计贷款 2.2亿元，林业大户（企业）累计贷款 1704万元，受益林业大户（企业）14家。此外，

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也逐步建立，符合条件的林权抵押贷款可以申请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林木综合保险已

纳入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符合条件的林业贷款项目，中央财政将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支持。 

1.3信用做担保，林权抵押贷款建立了农民的诚信体系 

林业主管部门对农民的森林资源资产进行评估，得到农民拥有的森林资源量和评估值，并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部门根据

农民的资源量和评估值，确定农民的授信额度。农民向金融机构贷款时，金融机构可根据授信额度发放贷款。这种方式在有效

解决农民贷款难的同时，建立了农民的诚信体系，优化了农村金融环境。云和县将全县 1.9 万户农民、2.8 万本林权证、11.6

万宗山林的森林资源资产进行了评估，确定了农民承包经营林地的资源量和评估值，并提供给了金融部门。农民到金融机构贷

款时，金融机构通过各个农户的资源量和评估值，即可确定授信额度，并马上可以办理贷款手续。 

1.4林权交易市场化，林权抵押贷款融资通道基本建立 

浙江省区域性的林权流转平台和收储中心的建立，增强了森林资源资产变现能力，使变现不再依赖于采伐，也为林权抵押

贷款提供了退出通道。至 2010 年 10 月底，全省已有 65 个县（市、区）建立了林权流转平台。2010 年 12 月，浙江省华东林业

产权交易所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浙江省的林权交易由县域内的交易扩大到全省范围甚至更广大地区间的交易。 

1.5资源数据信息化，林权抵押贷款加速推进林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云和县自行研发了《林木采伐作业设计管理系统》《林木采伐管理系统》《木材流通管理系统》和《森林资源地理信息系统》，

并应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数据、山林权属数据，综合运用市场法、收益现值法、成本法和预期收益价值法等评估方法，开

发了《林权森林资产评估信息系统》软件，并实现了资产评估信息的动态管理，林权抵押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提升了林业现

代化管理水平。 

2 林权抵押贷款工作的特点 

2.1信用联社为主导，林权抵押贷款初具规模 

通过调研了解到，目前浙江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联社。2003 年以来，安吉县农村信用联社将金

融创新与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有机融合，积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创新实践。截止 2011年 6月末，安吉县农村信用联社林权抵押贷

款余额 8985万元，占全县林权抵押贷款余额 9778万元的 92%。此外，新组建的邮储银行由于其农村的网点优势也开始积极参与

林农抵押贷款工作。 

2.2企业农户均受益，林权抵押贷款增加了农民收入 

通过调研了解到，当前用林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的主要是林业中小企业和个体农户，这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的结

果。林农分到了林地，有了向银行抵押贷款的资本，林农以自身的林权作抵押，得到了自身发展需要的资金支持。此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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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农中小企业或者大户，通过林权流转，集中了个体林农的闲散林地，通过林业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也可以向银行做抵押

并得到贷款。这样,林农中小企业和大户得到贷款支持，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个体林农闲置的林地通过林权流转也增

加了收入。 

2.3信用担保免收费，林权抵押贷款减轻了农民负担 

云和县通过开展农民信用贷款，金融机构通过登录查询《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信息系统》，就可以得到该户林农拥有的森林资

源的资源量和评估值，即可确定授信额度，免评估、免收费、手续简单，减轻了农民负担。 

3 主要做法 

2006 年 9 月，浙江省林业厅、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在安吉等 5 个县（市）联合开展了林权抵押贷

款试点工作，2008年在全省全面展开。经过 4年实践，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他们

的汤晓文等：关于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的调研报告做法值得借鉴。 

3.1制度先行，规范管理，林权抵押贷款工作有序推进 

从 2007年开始，为指导、规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强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工作，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内有关部门、金融

机构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森林资

源资产抵押贷款支持我省林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

支持林权抵押贷款的政策，规范了浙江省林权抵押贷款各项工作。各市、县（市）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林权抵押贷款的

特点，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落实配套措施，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全面推进。安吉县制订了《安吉县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

规范化操作流程》，明确了林权抵押贷款的条件、范围、抵押评估、抵押登记、抵押后的监管等细则，林权抵押贷款工作进入规

范化和常态化。云和县从 2009年开始，制定出台了《云和县金融部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项目融资单位融资考核奖励暂行办法》，

规定对林权抵押贷款按当年余额的 3‰给予金融机构奖励，对为林权抵押贷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司，在年终考核后根据工作业绩给

予一定的奖励。这项制度和规范的出台对进一步推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搭建平台，完善服务，林权抵押贷款工作方便快捷 

2007年 10月，安吉县依托县行政服务中心林业窗口初步建立了资产评估、林权交易、林权管理三位一体的森林资源交易平

台，平台包括“安吉县林权管理中心”“安吉县林权交易中心”“安吉县林权抵押贷款服务中心”“安吉县森林资源评估中心”

“杭州信林资产评估事务所安吉办事处”。林农或林业企业在这个服务平台上就可以实现林权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抵押登记、流转备案、评估服务、信息发布等流程。林业部门为林农、林企办理林权登记和抵押贷款提供一站式服务，极大地

方便了全县广大林农和林业企业。临安市为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林权抵押贷款服务的空间，林业部门不断提升服务意识，针对贷

款林农地处山区的现状，林业部门配合信用联社、邮储银行等金融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采取“送贷上门、集中办贷、现场登

记”等措施，深入乡镇农村，为林农现场办理林权抵押贷款合同和林权抵押登记，为农民提供融资便利，扩大了林业信贷的覆

盖面。 

3.3探索林贷产品，创新放贷模式，林权抵押贷款操作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适应林农用林权作抵押的特点，同时考虑到林农地域分散的现实情况，为降低林农贷款难度，浙江省各地根据当地实际，

探索出了多种符合林业发展特点和林农需要的林贷金融产品和信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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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针对林农个人贷款模式。主要有：（1）农户小额循环贷款与林权直接抵押贷款相结合。临安市信用联社对 10万元（含）

以下的农户小额贷款，采取简化审批流程，与农户联保相结合，实行“集中评定、一次登记、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

的管理方法，切实提高贷款效率和成功率。邮储银行在推行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时，对 5 万元以下贷款额的农户实行免评估直接

抵押贷款，5万元以上贷款额的农户实行按评估价值直接抵押贷款，林业和金融部门尽可能简化和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程序，

合理收费。（2）林权信用贷款。云和县林业主管部门对林农个人的森林资产进行评估，并提供给金融部门。林农只需凭身份证

到金融机构登记，金融机构通过登录查询《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信息系统》，就可以得到该户林农的资源量和评估值，即可确定授

信额度并发放贷款。（3）农户联保贷款。即林农组成联保小组，贷款人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云和县通过开展林农联保贷款，使林农和贷款人之间信息互通、互利互惠、风险共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林农贷款

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同时，也培育了农民的信用意识，适应了农户渴望方便办理贷款的需求，受到广大林农的欢迎。（4）

担保和反担保抵押贷款。除直接抵押的方式外，临安市还开展了间接抵押贷款，即借款人的贷款由保证人提供担保，借款人的

林权证抵押给保证人作为反担保，从而提高了保证人的保证意愿。 

二是针对林业企业、造林大户贷款模式。主要有：（1）两权分离的贷款发放模式。安吉县对大户流转的林地进行了“两权

分离”的探索与尝试。即将林地、林木所有权与林地、林木使用权分离，使林地初始承包者与流转后的林地经营者都获得相应

的凭证。在保护林地所有者林地所有权的同时，让流转大户也能获得林地使用权证，这样，既使流转户在办理林权抵押贷款时

有证可凭，又使金融部门在发放林权抵押贷款时有据可依。目前，已为完成流转的近 3066 hm
2
林地进行所有权证与使用权证的

分离进行了登记，使林权流入方可以用分离出来的林权它项权证通过评估抵押的方式获得金融部门的贷款，为林权流入方的生

产经营活动提供一定资金保障。（2）担保与反担保贷款。云和县 2007年创立了绿峰森林资产储备有限公司，主要是为林业龙头

企业、林业大户或合作社贷款提供担保和反担保，为林农林权抵押贷款搭建平台。目前，该公司已累计为林农或合作社担保贷

款 74笔，计 910万元。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从原来的 1家增加到了 3家。 

3.4林权抵押贷款率先从经济林取得突破 

由于金融机构对林业工作和森林资源管理政策等情况不甚了解,特别是对林木作为抵押物如何处置银行缺少手段和办法，普

遍感到经营林权抵押贷款风险很大。为降低风险，以农村信用联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时率先

从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取得突破（吉安县从白茶、临安县从山核桃开始），实行农户（3-5 户）联户担保的方式，一旦借款农户

出现还不了款的情况，金融机构即以联保农户提供担保的年度白茶和山核桃收入全部用于还贷，直至还清金融机构贷款为止。

从金融机构方面看，选择经济林开展抵押贷款，其风险几乎为零，能确保金融机构贷款的按时回收（一般为 1 年）及收益；从

林业部门方面看，要推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开展，必须解决金融机构对抵押物监管难、处置难和变现难的风险顾虑，加快林权

交易市场建设或建立森林资源资产收储中心是解决林权抵押贷款难的重要措施。 

3.5以森林资源资产作抵押，解决了没有林权证也能抵押的问题 

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没有取得林权证的森林资源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这样，一般在农地种植的如苗木、花卉等虽有

价值但确不能抵押。浙江省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加大对林农的金融支持，出台的政策是以森林资源资产作为抵押物的。如制定

的《关于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支持我省林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管理

暂行办法》等等。这样，林农只要拥有土地权证，就可以以苗木、花卉等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加大了对林农的金融支

持力度。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林权变更登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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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虽然在林权证“两权分离”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目前林权作为一种物权登记缺

乏与当前林改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依据和可操作性细则，仅有的《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

性，特别是林权流转后林权证变更登记更是无法可依。 

4.2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浙江农民就自发开展了林权流转活动。30 年来，共流转林地达 90 万 hm
2
，其中林改以来，通过林权

登记中心流转的有 17.15万 hm
2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规

定,对通过转包或出租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非农户取得的林地转包经营权以及受让国有森林资源经营权的，不予林权登

记。浙江人均山林面积小，要实行规模化经营，除了集体统管山和国有林业单位拥有的森林以外，都需要通过转让、租赁、转

包等方式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而这些林业规模经营户正是最需要贷款支持的对象，由于上述规定的限制，这些林业规模经营

户目前尽管持有转让、租赁、转包等协议（或合同）和拥有山林经营权，但不能取得相应的林权证，从而无法向银行业金融机

构办理林权抵押贷款。目前安吉县实行的“两权分离”发放经营权证的做法，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严格意义上讲不受法律保护。 

4.3林权抵押贷款期限与林业生产周期不相匹配 

林业生产周期长，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效益产生相对缓慢和前期投入相对较大，根据这些特点，需要林权抵押贷款有

一个相对较长的贷款期限。但目前受金融政策限制，林权抵押贷款期限相对较短，一般不超过 3 年，实际贷款 1 年，这给贷款

人带来较大的还贷压力，林农还没有看到效益的时候，就到了还款的时间，因此往往需要综合还款能力来解决。林权抵押贷款

真正用于营造林尚有困难。 

4.4抵押物处置难，林木抵押权实现难 

由于目前林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林权交易还受到各类行政法律、法规的限制，特别是林木的采伐还受采伐

限额等的制约，因此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在短期内实现抵押物处置较难，这必将给金融部门带来信贷风险，降低金融部门对林

权抵押贷款的热情。 

5 政策建议 

5.1对林地使用权能否进行抵押应作出明确规定 

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林权抵押贷款的核心问题，就是抵押权的确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林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不可用于抵押。但是，从浙江省安吉县的林权抵押贷款操作实践来看，林农已流转的林地只保留林地的所有权，其林地使

用权和森林、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流转给了林业大户，由林业大户将上述“三权”向林业部门申请使用权证后，再向金融机构

进行抵押获得贷款，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目前农信社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认可的。国家林业局对“两证”的发放以及变更

登记应有明确的规定。对实践中流转林权能否抵押应有明确的态度，避免由于政策不清而导致出现不必要的混乱。据我们了解，

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做法与浙江省相似。 

5.2延长抵押贷款期限 

建议金融机构进一步延长林权抵押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缓解目前贷款期限偏短与林业发展周期较长的矛盾。 

5.3加大对林权抵押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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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贴息率，延长贴息时限，并及时下达贴息资金，降低融资成本，使广大农户和林业大户（企业）更好地利用和

盘活森林资源资产，发展林业生产。 

5.4大力扶持林业担保机构 

如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互助型的林业专业担保机构，由农村担保机构为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实现贷款风险分散。 

5.5加大森林资源资产收储与交易业务的支持力度 

在林业发展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政府有必要通过出资组建森林资源资产收储中心，来调节森林资源资产的合理流动

和配置，同时增加辅助的融资担保功能，为广大林农和涉林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