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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改配套政策对异质性农户林业 

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1
 

曹兰芳 王立群 曾玉林 

[摘要] 进一步促进机体林业发展，政府在林改后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政策。本文以湖南省为例，根据林分属性将农户分

为商品林农户、公益林农户和兼有林农户，着重研究了林木采伐管理制度、育林基金、政策性森林保险、林业合作组织、生态

补偿五项林改配套政策对三类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资金、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林改配套政策对异质性农户

林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异质性农户林业资金与劳动力投入行为没有明显联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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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在改善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同事林地是临朐脱贫致富的重要发展资源。占六成中国林地的集体林

区于 2003年开始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截止到 2012 年底基本完成确权到户。
[ 1 ] 

林改明确了集体林产权，

农户成为集体林区的主要林业生产经营者，这使得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紧密相连。然

而，要调动农户林业生产投入积极性，明晰产权只是第一步，还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8] 10 号）（以下简称《意见》），林改后国家从完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

规范林地和林木流转、推进林业投融资（包括林权抵押贷款、政策性森林保险等）建立支持集体林公共财政制度（包括生态公

益林补偿等）、加强林业社会化服务（包括发展林业合作组织等）等 5个方面启动配套改革政策体系以引导农户林业生产投入；

另一方面，林改后农户因受到内部林业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逐渐分化形成异质性，表现出不同林业生产投入行为特

征。然而，林改配套政策在指定和实施过程中通常把农户作为一个同质整体，忽视其客观存在的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

的影响情况，为完善和调整中国林业政策提供科学决策参考，进而引导农户积极进行林业生产投入，更好的发挥林业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 

                                                        
1 基本项目：国家林业局项目“湖南省计提林权制度跟踪简则研究”（2014FMA - 4）;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项目“后林改时期：

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2015BZZ076）；湖南省优秀青年项目“后林改时期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及影响

因素研究”（14B190）；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引进人才项目“林改配套政策对林农生产行为影响研究”（2014YJ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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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农户是农村生产、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一个细分领域，是对农户投入资金、

劳动力等行为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对

农户林业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BiJan Payandeh ( 1998 ）、Zhang D . , and E . AhoageOwiredu 等( 2007 ）研究认为，

资金是影响林业投入行为的重要原因。
[ 2 - 3 ]

 NickJ · Royle ( 2004 ）、Denis J . Sonwa 等（2011 ）认为，政府的林业政

策倾向是影响农户林业投入的关键要素之一。
[ 4 , 5 ]

蒋海和张道卫（2001 ）、李周等（2008 ）认为，稳定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

和林业收入预期决定着农户林业生产投入。
[ 6 , 7 ]

第二，对林改后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的评价研究。张蕾等( 2008 ）、张海鹏

和徐晋涛（2009 ）、孔凡斌等（2012 ）、贺东航等（2013 ）认为，林改后农户林业生产资金投入增加或有投入意向，造林明

显增加。
[ 8 - 11 ]

第三，林改后农户林业生产行为与林改配套政策研究后林改时期，学者们开始从政策落实、农户响应、比较借鉴

等不同角度研究林改配套政策以更好的激励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
[ 12 - 14 ]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外部因素使农户在生计、收入等方面开始发生异质性演变，农户异质化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

聚焦点林改确权后，随着林业要素市场的建立，林地流转等配套政策的实施，林区农户受林地规模等资源票赋和外部社会经济

环境影响开始分化并形成异质性，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林区农户异质性问题骆耀峰、刘金龙、张大红等学者论述了农户异质化对

政策制定及政策目标实施的重要性，并从家庭、认知及行动等农户内部因素分类研究林改后各类农户林业收人情况。
[ 15 ] 

张自强、

高岚（2014 ）从家庭林地面积和林业收人两个维度将林农分为 4 类，进而研究异质性农户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评价。
[ 16 ]

总

的来看，对林区农户异质化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林业生产投入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土地及经营者能力 4 个方面。在当前的林业经营环境下，虽然政府鼓励林地流转，

但是根据国家林业局调查的数据，农户普遍流转意愿不强；且农户林业经营能力在短期内基本稳定。因此，林业资金和劳动力

成为当前农户林业投入的主要生产要素。从现有文献来看：一是对劳动力投入关注较少，更缺少对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对比研

究。二是大部分集体林区将商品林和公益林都已确权到户，根据我国林业分类经营管理制度，商品林和公益林发挥不同的功效，

不同林分属性成为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异质性演化的关键因素，但鲜少有相关研究文献。三是林改配套政策整体实施效果，

迫切需要从政策实施对象 ― 农户角度进行科学验证。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湖南省为例，根据农户林分属性，将农户分成商品

林、公益林和兼有林 3 类，研究相关林改配套政策对 3 类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资金、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设计 

1 ．研究框架 

根据《 意见》 ，林改后政府主要从完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等 5 个方面启动林改配套政策体系，本文根据政策实施的重点，

主要研究林木采伐管理制度、育林基金、政策性森林保险、林业合作组织、生态补偿 5 项林改配套政策，探讨其对商品林、公

益林、兼有林 3 类农户林业生产资金、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通过调整和完善相关林改配套政策，进一步

引导和激励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促进集体林业发展（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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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一，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是针对公益林农户，商品林农户没有公益林，因此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不考

虑生态补偿制度对商品林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第二，林权抵押贷款和政策性森林保险是林改投融资配套政

策体系的重要政策，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调查数据和湖南实地调查访谈结果显示，针对普通农户的林权抵押贷款政策尚处于起步

阶段，而湖南省自 2011 年起对省公益林进行了政策性统保，部分林区对商品林也进行了统保。因此，林改投融资配套政策方面

本文暂时只研究政策性森林保险。第三，林地流转政策是林改配套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地流转分为流出和流入，林

地流出与本文研究问题关联性不大；另一方面，本文主要从林分属性角度对农户分类，流入林地也根据其林分属性随之归类。

因此，本文的研究暂不考虑林地流转政策 

2 ．研究设计 

( 1 ）研究假设 

在研究框架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l ：林改配套政策对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投入（包括资金和劳动力投入，下同）行为影响有明显差异；H2 ：林木采伐管理

制度与 3 类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方向不确定；H3 ：育林基金与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存在正向关系；H4 ：政策性森林保

险与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存在正向影响；HS ：林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存在正向影响；H6 ：生态补偿政策对公

益林、兼有林农户林业投入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 2 ）数据来源 

湖南是南方集体林区大省。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4 年 7 一 8 月国家林业局课题“湖南林改跟踪监测研究”，根据森林资源、

经济水平等指标分层选择了茶陵县、慈利县、凤凰县、衡阳县、花垣县、会同县、蓝山县、平江县、新邵县、沅陵县 10 个湖南

极具代表性的县，每个县随机选取 5 个村，每村抽取 10 户，共 500 户。通过调查员人户访谈的方式填写问卷、采集数据。 

( 3 ）变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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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框架将自变量分成两类：一类是主要研究的林改配套政策变量组，另一类是控制变量组。因林改配套政策的主要

落实对象是农户，农户对林改配套政策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反映了林改配套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影响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

因此本文选择了林木采伐评价指标等表示相关林改配套政策。本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指标体系（见表 1 )  

 

( 4 ）样本描述 

根据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商品林农户为 210 户，占 42 % , 公益林农户为 182 户，占 36 . 4 % ，兼有林农户 108 户，占

21 . 6 ％。其中，兼有林农户拥有家庭公益林均值为 2 . 82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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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信度与效度 

第一，信度检验。本文以 CronbachAlpha 系数来检测整体量表信度，根据检验分析 Cronbach’sa 值为 0 . 4618 ，说明数

据具有较好的信度。第二，效度测验。效度又分为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建构效度。内容效度、准则效度都是一种主观判断，

笔者采用 KMO 值来判断研究的建构效度，根据测算 KMO 值为 0 . 5589 。KMO 值大于 0 . 5 ，说明具有较好的效度。 

三、实证研究 

1 ．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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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0，* * p＜0.05，* * * p＜0.01；受篇幅限制，表中未标注 F 检验值和

VIF值。 

首先运用 Statal 2.0 统计分析软件将 5 项 林改配套政策对 3 类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分别进行了多

元回归分析（见表 3）。结果表明，6个多元回归的 F检验都十分显著性，说明回归模型总体效果是好的。同时，对每个回归都

进行了多重共线诊断，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似不相关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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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0，* * p＜0.05，* * * p＜0.01 

如果多个方程之间有某种联系，那么将这些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有可能提高估计效率。
[ 17 ] 

本研究探讨相关林改配套政策

对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同一个样本农户的不可观察因素可能同时对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产生影响，两个

方程的扰动项可能是相关的，将这两个方程看成一个系统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简记为 SUR）分别对 3 类农户林业生产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进行联合估计。结果表明 3 个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 Chi2 检验都十

分显著，说明模型总体效果是好的，实证结果（见表 4）。 

2.实证结果分析 

从林改配套政策角度，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林木采伐管理制度与商品林农户林业资金投入行为在 1%水平显著负相关、与

公益林农户劳动力投入行为在 10%水平显著负相关。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直接限制了农户林业产出，进而影响林业投入积极性。但

是该政策与商品林、兼有林农户劳动力投入是正向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暂时不能采伐的商品林，农户仍会投入劳动力进行管护。

第二，育林基金制度与商品林农户林业资金、劳动力分别在 10%和 1%水平显著正相关。第三，政策性森林保险与商品林农户林

业资金投入行为在 1%水平显著正相关。该政策与公益林、兼有林农户资金投入行为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政策性森林保险虽

能降低农户林业经营的原因；而较低的生态补偿和严格的采伐限额使农户不愿对公益林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从异质性农户角度，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商品林农户比其他类型农户受到更多林改配套政策影响。林木采伐管理制度、

育林基金、政策性森林保险、林业合作组织对商品林农户林业生产资金投入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显著影响。第二，林改

配套政策对公益林农户林业投入行为暂时几乎无明显影响或负影响。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是当前显著影响农户林业生产劳动力投

入行为的唯一配套政策、且为负向影响；特别是生态补偿制度不仅对公益林农户林业资金投入行为无显著影响、且与林业劳动

力投入行为负相关。第三，林改配套政策对兼有林农户影响比较模糊，林业合作组织是唯一显著影响兼有林农户林业生产投入

的配套政策。 

从农户林业资金、劳动力投入行为对比的角度，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农户林业资金投入比劳动力投入受到更多的林改配

套政策影响，特别是商品林农户。第二，林改配套政策对异质性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方向有较明显的不一致。 

从估计方法比较来看，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家庭职业特征”对公

益林农户资金投入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在多元回归模型中不显著；第二，各变量的估计误差稍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多元回归与

似不相关回归结果的区别不大，说明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突出。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基于 500 样本农户数据，实证研究了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等 5 项林改配套政策对 3 类农户林业生产资金、

劳动力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的来说，林改配套政策比较有效地引导和激励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第二，林改配套政策对不同类型异质性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商品林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

为比其他类型农户明显要受到更多林改配套政策的影响。第三，林改配套政策对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联动性不明显，

即大部分政策不能同时显著影响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或影响方向相反。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打破林

区农户同质整体的传统假设，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以异质性农户为前提。根据林业分类经营原则，我国将林业分为公益林、商

品林和兼有林，公益林是政府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屏障，大部分集体林区将公益林也进行了确权到户。然而，实证结果

表明林改配套政策更多是引导商品林农户林业生产投入行为，对公益林农户林业投入行为无明显影响或负显著影响。这说明我

国急需完善针对公益林农户的相关配套政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公益林发挥生态、社会效益。比如，通过科学研究比较公益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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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林收人差异，从而制定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在国家财政短期内无法大幅度提升生态补偿标准的情况下，林业部门应通过

大力发展公益林林下经济等方式缓解。 

第二，引导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应有不同政策驱动。根据实证结果，各类农户林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行为并无

联动性。建议：一方面通过完善和落实林权抵押贷款、低息或无息林业贷款、建设林业担保体系等措施促进和满足异质性农户

林业生产资金投入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对农户林地郁闭度、抚育管护程度进行监测评估，对达到一定要求的农户或地区

进行奖励等，引导异质性农户投入更多劳动力对林业进行更好的抚育和管护。 

第三，根据实证结果和调查访谈发现，对本文涉及的 5 项林改配套政策建议如下：( l ）提升生态补偿标准，缩小公益林

与商品林的收入差距；( 2 ）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是各种类型农户林业投入行为的重要政策参考，维持宽松、透明的林木采伐管

理制度有利于引导异质性农户林业投入行为；( 3 ) 育林基金是林业的主要税费，林改后育林基金征收比例由木材销售收人的

约 20 ％降到约 10 % ，林业是正外部性行业，政府维持较低的税费率（额）以促进林业发展应该成为常态；（4 ）加快普及政

策性森林保险，进一步加强与保险公司合作，对森林灾害（虫灾、火灾等）制定出更加明确的灾害等级标准和对应的赔付额度；

( 5 ）林业合作组织能更好的发挥林地规模经济，降低农户信息成本，政府应通过财政扶持和政策支持等方式培育和发展林业

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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