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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林业分为国有林、集体林和平原林三大部分。
这三个部分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经营和行政管理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
　　当前，我国林业正在经历由木材生产为主到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发展现代林业既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
而发展现代林业就必须对林业建设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改革，这已成为当今林业发展
的根本出路。
而林权制度是林业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基于此，本书分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建设政策演变。
从制度变迁视角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林业建设政策进行回顾梳理，根据政策侧重点的不同和政策出
台的社会背景，划分为四个阶段：林业建设恢复发展阶段、林业建设深化发展阶段、林业建设可持续
发展阶段、林业建设全面发展阶段。
在探索我国林业建设政策演变规律的同时，对我国未来林业建设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第二部分，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评价。
国有林区是以森林资源为主体而形成的特殊区域。
国有林区的改革不仅关系到林区资源的培育和发展，也关系到林区千万职工群众的生计问题。
本部分内容以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为主线，在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变迁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国
有林区“三危”局面的演变过程，解析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对以伊春为试点的改革进行评价
，探讨伊春外的国有森工企业改革问题，并通过介绍国外森林资源管理经验，为我国国有林区林权制
度改革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第三部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集体林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变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解决“三农”
问题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
本部分内容在对我国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回顾的基础上，以福建集体林权改革为案例，从林产品生
产绩效视角和林地分配平等性视角，对南方集体林权制度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平原林发展及其负外部性问题探索。
近年来，我国平原林业迅速增长，在造就一个又一个“神话”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
本部分内容在阐述平原林迅速发展的同时，揭示其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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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建设政策演变；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进行
回顾与评价，分析国有林区”三危”局面的演变过程，解析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宏观经
济波动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以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从林产品生产绩效和林地分
配平等性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对平原林的发展及其负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实证分析林业经济发
展路径及其制度变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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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业建设政策演变  一、改革开放以来林业建设政策演变    （一）林业建
设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3年）    （二）林业建设深化发展阶段（1984－1991年）    （三）林业建设
可持续发展阶段（1992－1997年）    （四）林业建设全面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  二、改革开放以来
林业建设政策演变规律探析    （一）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植树造林发展为综合性的林业建设政策    
（二）由早期的以木材生产为主，发展为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产业政策    （三）由“林业三定”为
主到明晰产权为主的林权改革政策    （四）由以国内为主发展为国际国内并重的林业建设政策  三、我
国林业建设政策未来发展展望    （一）继续以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建设为主体    （二）继续加强湿地保
护与恢复    （三）继续推进林权制度改革    （四）积极发展碳汇林业    （五）积极发展林木生物质能
源    （六）积极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第二部分 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评价  一、国有林
区林权制度改革历程    （一）国有林权概貌    （二）我国不同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下的林权制度改
革  二、国有林区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一）危机条件下的国有林区森工企业改革    （二）问题：国有
林区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动因分析    （三）对国有林区改革的总体评价    （四）进一步做好国有林权
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三、国有林区现状——“三危”困境及演变    （一）国有林区危困局面的演变    
（二）国有林区“三危”问题的现状    （三）国有林区“三危”问题激发国有林区改革  四、国有林区
森工企业困境成因解析    （一）国有林区森工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及丧失    （二）国有林区森工
企业为何丧失“垄断”优势    （三）国有林区森工企业为何是“不具备垄断条件下的垄断    （四）森
工企业在“不具备垄断条件”下强行维持“垄断”体制的后果  五、伊春国有林区改革试点评价    （一
）伊春进行国有林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因    （二）伊春国有林改革的主要做法    （三）改革的成效    （
四）原因剖析：在实现产权激励的基础上保证了公平合理    （五）伊春国有林区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
问题  六、国有森工企业林权改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国有森工企业发展及改革历程    （二
）国有森工企业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七、国外国有森林管理经验    （
一）从困境到“钱”景——国有森工企业的发家史    （二）产权改革的灵活方式——国有商品人工林
资产拍卖制度或承包制度    （三）林业分权与中央集权——探索中的比较    （四）森工企业改革方向
之一——高度集中统一核算的管理体制    （五）国有林产权改革的极端方向——私有化    （六）国有
森林的可持续经营重要出路——加强林业分类经营    （七）对我国的启示  八、国有林区林权改革的政
策建议    （一）建立森林资源交易市场    （二）建立投融资金融体系    （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林区
“三危问题”    （四）进行配套改革    （五）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参考文献第三部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回顾与评价  一、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变
迁历程    （二）制度变迁的特点、趋势以及规律性分析  二、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产品生产绩效视角
   （一）我国集体林权改革    （二）集体林权改革评价的文献回顾    （三）林权改革与效率改进的关系
理论模型    （四）林权改革与效率改进的实证研究    （五）林权改革研究结果和改革建议  三、集体林
权改革评价：林地分配平等性视角    （一）2003年以来的集体林权改革——公平是其重点之一    （二
）方法与模型    （三）福建三明、南平两地调查数据    （四）林地分配的平等性调查结果和影响困素
分析    （五）对林地分配平等性的基本评估结论  四、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一）
第一次林改的“分”：1979－1991年的林业“三定”改革时期    （二）第二次林改的“合”：1992
－1998年的荒山使用权拍卖与林业股份合作制试验    （三）再分：2003年至今再次实行“均山制”  参
考文献第四部分 平原林的发展及负外部性问题探索  一、平原林业概貌  二、平原林快速发展加剧粮食
安全问题    （一）“林木争地”减少粮食种植面积    （二）“林木胁地”降低粮食产量  三、平原林快
速发展加剧生态安全问题    （一）平原地区种植耗水量大的林木使水资源贫乏加剧    （二）树种单一
，病虫害发生严重，影响生态平衡并且造成二次污染  四、平原林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
因是在负外部性存在时较高的经济利益驱动    （二）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空间模糊，对“林转农”缺乏
有效限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强制手段  中国林权制度改革：困境与出路    （二）经济手段    
（三）信息手段  参考文献第五部分 林业经济发展路径及其制度变迁  一、宏观背景——浙南模式简析 
二、林改历史——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林改    （一）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中后期的林业“三
定”时期    （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股份合作时期    （三）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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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作坊”和公司制经营模式  三、丽水经济发展呈现较为典型的“浙南模式”    （一）“浙南模
式”特征之一——民间资本活跃    （二）“浙南模式”特征之二——产业链条实现平均利润    （三）
“浙南模式”特征之三——当地政府积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四、过剩金融资本寻求低风险投资载体    
（一）当地金融资本过剩    （二）当地政府的配套改革  五、小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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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低价甚至无偿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使原有的个人所有制急剧地变为集体所有制。
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原属于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
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公积金、公益金，都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
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魏倩，2002）。
　　（2）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一时期的制度未能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
的个人利益，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另外，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动，对生产周期长的林业生产是十分不利的，使农民产生了一种对政策的不
稳定感。
而且林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林业生产具有作业空间的广泛性、场所的分散性
、行业项目的多样性及生产劳动的季节性等特点，实行按劳分配后，对作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度量都相
当困难，劳动的监督和监测成本极高。
因此，往往只能以低成本的粗监督代替高成本的精监督。
这种替代虽然降低了监督和测定费用，但却造成了劳动报酬和劳动付出的背离，使“偷懒”和“搭便
车”行为普遍化。
　　3.1980年至今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变迁　　这一时期南方集体林区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是，虽
然集体所有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产权私有化趋势不断加强。
按照产权私有化程度的不同，这一时期又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
初期的林业“三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山林划分为自留山、责任山和统管山，自
留山、责任山在不改变林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由集体统一经营改变为农户家庭经营；第二个阶段是
林权改革的试点和突破阶段，各地开始探索林权改革的新路子，林权市场化运作不断涌现，森林、林
木、林地流转迅速发展，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通过市场进行一次或者二次流转；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
以来的林权改革深化期，从明晰产权人手，确立了林农的经营主体地位，实现“明晰所有权，放活经
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给予林农真正意义上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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