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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游县林农投资竹林地的现状与影响因素 

丁毅      徐秀英 

（１．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３１１３００； 

２．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临安 ３１１３００） 

【摘 要】为促进浙江省林业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利用浙江省龙游县３个乡镇５个行政村１１８户林农的调

查数据，分析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现状，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研究区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数量差异较大，在地区层面也有所体现。在资金投入结构上，雇工占比最

大，其次是化肥农药，农具等方面的投入较少。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均非农就业时间、竹林收入

比例、竹林地面积等均对林农投入竹林地的资金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是否是村干部、块均竹林地面积、竹

林地到主干道的距离以及是否具有林权证对林农投入竹林地的资金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林农；竹林地；投入资金；浙江 

【中图分类号】Ｓ－９；Ｆ３２６．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随着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林农已成为林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张道卫等
①
认为，影响林业生产行为的因素

主要有政策要素、家庭特征、市场环境等。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资金投入在林业生

产经营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虽然农户投资林地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有所提高
②
，并且有逐渐增加的意向

③~⑤
，

但林业生产投资行为是一个长期又复杂的过程，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国外学者
⑥~⑨

认为，农户自身特征、家庭财富、市场因素及

产权制度均会对林业生产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而国内学者认为，对林业生产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人为因素、产权制度
⑩
、政

策（包括林业税费
○11
）、自然环境（包括地形和区位因素

○12○13
）等

○14 ~○18
。 

浙江是我国竹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全省竹林总 面 积 ８３．３４ 万 ｈｍ２，占 全 国 森 林 总 面 积 的１３．８

６％。龙游县是其重点竹产区之一，林业用地面积６．８８万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６０．２％。２０１２年有竹林 地 面 积 

近 ２．９５ 万 ｈｍ２，占 有 林 地 面 积 的５３．４％。竹林蓄积量７１４０万株，年产竹材１ ５００万株，竹笋３．１

万ｔ，先后荣获中国竹子之乡、浙江大竹海国家森林公园等美誉，被称为浙西竹库。因此，笔者以该县为例，基于对其林农的

实地调查，分析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情况与影响因素，为发展地区林业经济，进而增加林农收入提供政策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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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２０１３年９月对浙江省龙游县３个乡镇（庙下乡、沐尘乡和溪口镇）５个行政村林农的调查。３个乡镇的总竹

林面积为１．３５万 ｈｍ２，约占龙游县竹林总面积的４６．２３％。样本农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采取一对一入户访

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调查１１９户，发放问卷１１９份，有效问卷１１８份，问卷有效率９９．１６％。调查内容分为３个

部分：１）２０１２年林农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就业情况等。２）竹林地资源禀赋情况，

包括竹林地面积、地块数、竹林地离家的距离等。３）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林农对竹林地的投入情况，包括自投工、雇工、

种苗、农药化肥、农具、灌溉及覆盖物等投入。 

１．２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依据林业经营的相关理论及现有相关文献，结合当地实际，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资源特征、产权因素及地区因素

４个方面选取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影响因素变量，各变量的具体设置见表１。 

 

对各因素的影响作以下假设： 

１）户主特征。户主是村干部的林农，往往可以获得比其他农户更多的林业贷款和补贴，也拥有获得商业信息等方面的优

势，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高，也更有可能增加对林业生产资金的投入。户主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其从事林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林农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较好地掌握林业生产经营技术，具有更高的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越倾向于增加资金投入，以进行集约化经营，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林农，越有可能将资源投入到

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进而对林地减少资金投入。因此，理论上不能确定户主受教育水平对林农投资林地行为的影响。 

２）家庭特征。一般来说，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会增加家庭的总收入，林农进而有能力增加对林地的资金投入。但同时

农户可能会更多地选择投入家庭自身劳动力以取代雇工投入，并且消费支出也会增多，从而减少对林地的投资。劳均非农就业

时间对林地生产经营资金投入的影响表现为配置效应和收入效应。一方面，非农就业时间增多，特别是外出务工会导致家庭对

林地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同时可能导致林地流转，林业生产规模逐渐缩减，林农的资金投入随之降低。另一方面，非农就业时

间增多，农户可以在就近从事非农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进行一定程度的林业生产，林农可能会增加对林地的资金投入。

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业生产规模以及家庭对林业生产的依赖程度，林业收入占比越高，林农经营林

业的积极性也越高，容易形成较高的收益预期，因而越倾向增加林地生产经营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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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林地资源特征。林地面积越大，有利于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获得更多收益，增强林农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促进林农增加资金投入。相反，林地面积越小，农户越倾向于流出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行业。林地的块均面积越小，表明林地

的细碎化程度越高，林地经营的难度也越大，不利于规模化经营，使得农户减少对林地的资金投入。林地离主干道越远，同样

会造成林地生产经营的不便，影响经济效益，进而降低林农对林地投入资金的积极性。 

４）产权因素和地区因素。一般而言，拥有林权证的农户由于具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会更倾向于增加对林地的资金投

入。另外，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生产消费习惯、林业生产经营方式等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地区因素也可能对林农向林地

投入资金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平均值作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林农对

竹林地投入资金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式中，α０为常数项，ｘｎ为选取的影响因素变量，αｎ为其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林农特征及其对竹林地的资金投入 

被调查林农的户主平均年龄为５３．８７岁，具有一定的竹林生产经验。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６．３年，文化素质相对

较低。家庭户均总收入１０２ ５９０．６８元，其中竹林收入占比为 ２３．１９％。户均竹林地面积为 ２．４８ｈｍ２，

户均竹林地块为 ３．５９块；人均竹林地面积为０．６５ｈｍ２，平均每块竹林地面积为０．８６ｈｍ２。可见，林农经营的

竹林地具有一定的规模。此外，６６．１０％的林农具有林权证，尚有３３．９０％的林农没有林权证。 

 

被调查林农对竹林地的资金投入主要包括雇工、种苗、化肥农药、农具及其他。由于竹林生产经营存在明显的大小年，笔

者统计的资金投入量是指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林农在上述方面的资金投入量平均值。调研发现，平均每户的资金投入为７ 

５１０．１９元，最高达９４ ４１９．８５元，最低仅为３０．００元，差距较大。根据表２，从乡镇角度看，溪口镇林农

的资金投入水平最高，其次为庙下乡，不同乡镇林农对竹林地的资金投入差距较大。从资金投入的结构看，雇工投入占比最大，

户均投入资金４ ９１３．２２元，占总投入资金的６５．４２％；其次是化肥农药，户均投入资金１ ８８３．０５元，占

２５．０７％；农具和种苗的投入较少（竹林大多为常年生毛竹，种苗较少）分别为７２．７６元和５．９５元，两者合计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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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投入资金的１．１０％；其他投入，包括灌溉、覆盖物等为 ６３５．２１ 元，占８．４６％。 

２．２ 林农对竹林地投入资金的影响因素 

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对（１）式进行归回分析，得到表３所示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３得出：１）户主受教育水平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较好地

掌握林业生产经营技术，具有更高的林业经营管理水平，越倾向于增加资金投入。户主每增加１年的受教育年限可促使其对竹

林地的投入资金增加７．８％。２）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均非农就业时间、竹林收入占比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较多的家庭劳动力与非农就业时间可以增加竹林生产资金的来源，从而增加对竹林地的投入资金。家庭劳动力

每增加１人可促使投入资金增加１６．７％。劳均非农就业时间每增加１个月，可使投入资金增加 ７．７％。竹林收入占比每

增加１百分点，可使投入资金增加２．２％。３）竹林地面积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一致。

竹林地面积每增加１ｈｍ２，可使投入资金增加１１．０％。４）地区因素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具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户主是否是村干部、块均竹林地面积、竹林地到主干道的距离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１）户主是村干部对林农投资竹林地行为产生的作用较小。２）随着土地细碎化程度的降低，资本投入先增大后减少
○19
，

林地细碎化与竹林地生产经营资金投入的关系比较复杂。３）样本林农的竹林地到主干道的距离差异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是

否有林权证对林农的竹林地投入资金数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从调查情况看，可能的原因是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调研地区

就开展了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立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竹林地实行分户经营，农户普遍表示竹林地

的边界清晰，没有林权纠纷。 

３ 结论与建议 

从竹林地资金投入数量看，研究区林农对竹林地的投入资金差异较大，在地 区 层面也有所体现。在资金投入结构上，雇

工占比最大，其次是化肥农药，农具等方面的投入较少，表明研究区竹林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从资金投入的影响因素看，户

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均非农就业时间、竹林收入比例、竹林地面积等对林农向竹林地投入资金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１）努力提高户主的文化教育水平，鼓励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经营主体参与竹林生产经营。

同时，应加强对林农的林业生产技术集中培训，为林农提供有效的林业生产技术指导。２）当地应大力发展毛竹加工产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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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竹生产的产业链，增加毛竹林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竹材和竹笋的价格水平，以增加农户的竹林经营收入，激励农户增加林

业生产资金投入。３）不断完善林地流转制度，鼓励小规模土地向大户流转，促进林农实现集中化和规模化生产，实现林地的

规模效益。４）鼓励农户优化林业生产资金投入结构，提高林业机械等方面的投入，同时，科研部门应加强林业生产机械设备

的研发与推广，共同促进林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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