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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机制研究

———采用云南省集体林改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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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变了农户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程度,产权实现程度

的变化会促使农户改变要素配置结构,进而带来林业收入的变化。 利用 2009—2018 年“云南

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冶项目对 10 县 500 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集体林

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进而导致林业收

入降低,反映出当前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户林

业收入的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直接源于减税降费及生态补偿,并非由要素投入的增

加引起;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则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

入,进而有利于林业收入的增长。 因此,单纯的林地“三权冶分置并不一定能带来林业的高质

量发展和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扶持等提高林业生产的比较收益,
才能使更多要素流向林业生产;要重视林业发展的生态效应,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引导农户将

更多要素持续投入林业生产经营;要进一步增强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适当放松生态管制,建
立和完善林业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激发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在促进林业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户林业收入。
关键词:产权实现程度;林业收入;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集体

林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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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促进农民增收是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本质上是

一套激励与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机制,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意愿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决定经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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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产权明晰、稳定、安全且容易转让,能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并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增长[1]。 因此,
产权制度的变化会改变权利主体的生产行为,尤其是会改变其要素配置状况,进而改变个体和整体的产

出及收入。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既继承承包制又超越当初承包制的更深入、更彻底的产权制度

改革[2],其以确权和增强产权束的权能为改革的新方向[3],力图通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建立现代林业产权

制度[4],重构农村集体林业经营和发展的微观基础[5],以激发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并通过高效的林

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在集体林的产权界定不够清晰和稳定的情况下,确权赋能会带来林业要素配置

激励,包括刺激权利主体对林地长期投资、促进林地抵押融资和流转交易、提高林地经营规模、增加家庭

内部劳动力在林业经营上的配置等[6鄄11],进而提高林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收入。 不过,只有流转性强的产

权才容易激发高效率的要素投入[1]。 那么,在林业发展实践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有效增加了农户

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配置并提高了农户的林业收入?
对此,相关研究有不同的结论。 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要素配置的影响,早期的研究普遍认

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使农户投资林业的意愿和比例大幅增长[12鄄13],但后续的一些研究却发现:林改政

策主要是提高了农户对已有森林经营和管护的投入,没有显著提高农户的造林积极性,而且分林到户面

积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劳动和资本投入强度的显著增长[14鄄15];产权制度改革引发的农户生产要素向林业

产业流动的趋势仅在短期存在[16]。 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促进了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也有两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确权颁证从法律上降低了集体林地产权的不稳定性[17],调动了农户进行林业生产

经营的积极性[13][18],从而提高了林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19鄄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考虑税费

减免、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林业利益在政府和林业经营者之间的再

分配,产权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可能是虚假的,尤其在初始经济利益分配结束后,这种

促进作用将明显减弱[21鄄23]。
可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究竟引发了农户要素配置和林业收入怎样的变化,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除了研究样本、考察期间及研究方法等的不一致外,还在于对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量化方法不同。 目前,主要的量化思路有四种:一是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为单一制度变量,通过

0 或1 赋值的方式将其引入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价[13] [24鄄26]。 这样可以从总体上判断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政策效应,但无法细分集体林的产权结构进而无法观察不同产权束的改革效应[27鄄28]。 二是将改革引

发的产权变动具体化为各项改革措施,并以农户对各项改革措施的反应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体现来进

行量化[16] [29]。 这样尽管可以考察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影响,但不能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究竟引发了怎样

的产权变化及结构变动。 三是以农户对集体林权制度的感知来体现各产权束的边界变化[30鄄31]。 这种方

法将农户的主观认知等同于制度本身,忽略了不同农户之间固有的认知差异。 四是从产权实现的角度

出发,将产权细分为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利束,并通过量化各项产权的实现程度来研究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要素配置行为及林业收入的影响[32鄄33]。 这种方法能够更细致地从集体林的产权结构

内部来分析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要素配置和林业收入的影响,既可以比较分析各产权束的作用差异,又
便于研究不同改革政策交叉实施下的协调性问题。

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充分的赋能对农户增收是重要的。 但产权权利的行使,不仅是制度设计和外界

赋予的结果,也是交易当事人对产权权能的利用、控制和攫取的结果[34]。 所以,当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界

定完毕后,还需要政府建立健全产权的实施和执行机制[6],以保证权利主体的产权收益能够顺利实现。
人们拥有产权的目的是通过其带来收益,而产权能够为权利主体带来多大的利益还取决于其实现程度,
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的实现程度,比如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

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能够从产权交换中获得相应收入[35]。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涵盖产

权的实施和执行机制,会改变集体林产权的结构及各项产权束的实现程度,进而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行

为。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产权实现程度的变化会对农户的要素配置行为进而对农户的林业收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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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影响,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产权

实现程度通过要素配置激励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理论机制,并基于样本地改革的实际情况构建集体林

权实现程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而采用 2009—2018 年云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以期能为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林权是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森林、林木和林地等森林资源所享有的所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32鄄33][36鄄37]。 产权实现程度是指权利主体对财产占有、使用、支配、处置等的

程度,通常表现在产权的完整性、稳定性、排他性、可支配(转让)性等方面。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其推进的过程就是不断赋予农户更多集体林的产权的过程[38],同时,农户产权的稳定性、
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也不断增强。 产权稳定性和排他性的增强,会激励农户将其资源用到可以获得更多

收益的用途上;产权可转让性的增强,则会促进资源从低生产率持有者向高生产率持有者的转移,进而

优化整体资源配置。 集体林权实现程度的变化必然影响农户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因此,通过分析由要

素配置转变引致的家庭收入变化,可以明确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作用机制[39]。 由于

中国农村集体林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这里主要分析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集

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1.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实现程度是指权利主体对自己的林地种什么、如何种等可以自主决策的程度。
对农户而言,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就是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做出林地生产经营决策。
在缺乏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农户会通过对林地的使用来保证对林地的占有,即通过在林地上持续投入经

营来表明这种占有关系,从而会使劳动力和家庭损失从事其他替代活动的报酬;当以颁发法定权利证明

等形式明确农户对林地的占有关系(即承包经营权)后,农户林地使用权的排他性提高、稳定性增强,产
权保护的私人成本下降,不再需要依靠实际的林业生产经营来保证对林地的占有。 确权颁证使农户经

营林地的权利获得法律保障并具有长期稳定性[17],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在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

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农户会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投入,将生产要素更多地配置到具有更高效能的

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更多的总体收益[10],进而导致农户的林业收入减少;二是当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

比较收益较高时,农户长期投资林业的意愿增强[13],会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林业

生产经营,从而提高林业收入及其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率[40]。 因此,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变化对

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

使农户增加或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进而提高或降低农户林业收入水平。

2. 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集体林收益权是指权利主体在根据森林、林地、林木的性质对其加以利用的过程中获得收益的权

利,其实现程度体现为权利主体对林业生产经营收益的享有份额。 如果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边际

收益与边际产出相等,则可以认为农户的收益权实现了独享排他,是最为完整的收益权。 当二者不相等

时,意味着农户收益权的实现受到了来自其他主体的干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产出的比例越大,农户的

收益权实现程度就越弱。 农户的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越高(排他性越强),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剩余

索取权越完整,农户就越愿意将经济资源运用于林业生产经营以获取相应的报酬,即用生产性努力替代

分配性努力[41],进而带来家庭林业收入的增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

高,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进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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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与农户林业收入

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除林地流转(合作)、林权抵押和继承的权利外,还包括由“林随地走冶所产生

的林木采伐权。 其中,林地流转权、抵押权和林木采伐权是集体林处置权的核心权利束,它们使农户具

有自由处置林地和与之相关的生产要素及资源的权利。 但是,林地是基础性生产资料,林业具有经济和

生态双重属性,国家会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利用公权力对农户的林业生产经营进行干预,以平衡效率

与公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43鄄44]。 例如,对林地流转对象以及林木采伐时间、数量和方式等进行限制,这
些限制在维护社会公平性、遏制森林资源消耗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户集体林处置权的实现程度。 在中国

农村,农户承包的公益林地不能流转和抵押、林木不能采伐,农户的处置权近乎为零。 因此,本文重点讨

论商品林处置权中流转权、抵押权和林木采伐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流转权赋予农户流入或转出林地的自主性,当流转权可以自由实现、流转收益得到有效保护时,

权利主体就会在产权约束的范围内按收益最大化原则对林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42] ,即林业生产效率

低的农户会将全部或部分林地流转给林业生产效率高的农户或其他林业经营主体。 因而与林地使用

权实现程度的提高相似,林地流转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

素投入。 抵押权赋予农户将生产性投资引入林业生产经营的可能,其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林

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进而促使农户增加林业投入以获取更多收益。 林木采伐权是农户处置权

的重要体现,也是农户实现集体林收益权的必要手段,其实现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

预期收益,进而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3:集体林处置权

实现程度的提高,总体上会促使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投入,进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

水平。

三、实证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 数据来源

摇 摇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9—2018 年持续资助的“云
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跟踪监测冶项目的调研材料。 监测启动当年采用分层抽样技术确定调查样本:首
先,基于地域分布、森林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集体林产权改革进展等因素,从云南省 112 个县(市)
中选择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市)作为样本县(不含市辖区);然后,对样本县内各乡镇按年人均收入水

平进行排序,选择四等分点上的乡镇作为样本乡镇;再对样本乡镇内各村按年人均收入排序,选择收入

水平处于中等的 1 个村作为样本村;最后,在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10 户农户作为监测的样本农户(共计

500 户)。 样本调研在每个监测年度的 7—8 月进行,按照县、村和农户三级展开调查,每年填写县、村调

查表和农户问卷,并对农户家庭关键人物进行访谈,最终形成一个持续 10 年的三级面板数据集。 需要

说明的是,云南省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范围是所有权属清晰的集体商品林和公益林,因而需要对

两类集体林的产权结构和实现程度分别加以讨论。

2. 模型构建

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思路[33][45鄄46],构建基础模型(1)检验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

的综合效应;同时,以生产要素投入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2)(3)检验产权实现程度对农户林业

收入的影响机制:

基础模型: FYit = 兹0 + 移
k

k = 1
ckitRkit + 移

m

m = 1
渍mitZmit + 着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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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模型: F jit = 茁0 + 移
k

k = 1
akitRkit + 移

m

m = 1
渍mitZmit + 着it (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FYit = 酌0 + 移
k

k = 1
c忆kitRkit + 移

j

j = 1
b jitF jit + 移

m

m = 1
渍mitZmit + 着it (3)

其中,被解释变量 FYit为农户 i 在 t 年的林业收入水平,主要解释变量 Rkit为农户 i 在 t 年产权束 k 的

实现程度,Zm it为控制变量,中介变量 F jit为农户 i 在 t 年 j 要素的林业投入水平;ckit为农户 i 在 t 年时其产

权束 k 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的综合效应,c忆kit为农户 i 在 t 年时其产权束 k 实现程度对其林业收入的直

接效应;兹 0、茁 0、酌 0为常数项,着it 为随机误差项。 检验中介效应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46]:如
果系数 ckit显著,且系数 akit和 b jit也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前提下,如果系数 c忆kit不显著,则表明存

在完全中介效应。 若系数 akit和 b jit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借助 Bootstrap 检验确定 akitb jit的显著性,如
果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存在。

3. 变量选取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林业收入为农户的单位面积林业收入水平,用农户林业总收入与家庭林地面积(公顷)
的比值衡量。 其中,农户林业收入包括用材林收入、竹林收入、经济林收入、林下养殖收入、林下种植收

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7 个类别。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生态效益补偿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林地流

转收入。 农户家庭林业收入通过调查问卷搜集,并以云南省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开始的 2006 年为基准

年,利用相应年度《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各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进行平减校正。
(2)关键解释变量

产权实现程度即产权所体现价值的实现程度,主要受相关法规和政策调整的影响,不因个人感受而

发生变化。 县级政府是多数相关政策和决定的行政执法主体[47],县域范围内的总体资源状况、产业布

局、林业在当地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林业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的活跃程度等直接影响到当地集体林产权

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农户集体林权的实现程度。 因此,本文采用县(村)级数据来刻画农户的集体林权

实现程度,这样也利于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较为合理。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用农户所在村集体林中商品林地占比和家庭经营林地占比的加权和来衡

量(权重用熵值法确定)。 中国对农村集体森林资源实施分类经营,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森
林种类不同,其集体林地的使用权会有很大差别:拥有商品林的农户可以自主决定种什么、如何种,而拥

有公益林的农户则不具备这种权利。 由于历史原因,云南省的农村集体林中存在大量的公益林,且改革

过程中集体公益林也进行了确权到户,因此村集体林地中商品林地的占比可用于反映实际可行使的林

地使用权的深度。 同时,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依据“集体商议、一村一策冶的原则,并不是

所有的村都完全施行了分林到户的改革方案,因此集体林地中家庭经营林地的占比可用于反映实际可

行使的林地使用权的广度。
集体林收益权的实现程度也与林地类型有关。 农户经营商品林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

售经济林果获得收益,但需缴纳农业特产税;二是采伐林木获得收益,但需缴纳育林基金。 2006 年国务

院第 459 号令宣布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新一轮林改启动后育林基金从 20%逐步降至 10% ,再到 2016
年降为零,农户经营商品林的收益已经可以实现独享。 但是 2015 年后天然商品林停伐政策全面实施,
农户不再享有对天然商品林的林木采伐权,只享有每亩 10 元的生态补偿获得权淤。 这与木材采伐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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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根据云南省林草局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0647 号提案的答复(云林函也2019页271 号),云南省非天保区集

体和个人的天然商品林的停伐管护补助标准为:2016 年 14郾 25 元 / 亩,2017 年 15 元 / 亩,2018 年 13郾 35 元 / 亩,2019 年 15
元 / 亩;补助款中直接发到林权所有者(权益主体)的为 10 元 / 亩·年,剩余资金作为管护经费,以县为单位,用于建立统一

的管护体系和网络。



相比差距甚远,农户的收益权大幅缩减。 实地调查发现,农户普遍愿意接受的停伐补助标准为每年 100
元 /亩淤。 因此,本文对经济林的收益权实现程度赋值为 1,对未停伐用材林的收益权实现程度采用“1鄄育
林基金征收比例冶来衡量,对停伐用材林的收益权实现程度采用实际补助额与农户意愿补补助之比来

衡量。
公益林收益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户所获生态补偿的多少和能否能进行林下经济开发。 云南省

2009 年以前仅国家公益林有 5 元 /亩的生态效益补偿,2009 年省级公益林也开始享有该补偿,2014 年两

类公益林的生态补偿标准都提高到了 15 元 /亩,分别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拨付,但与云南省每年 20 ~
50 元 /亩的近期补偿目标规划仍有差距于。 2017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

实施意见》提出在“保证公益林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公益林发展林下经济及非木质产业冶,赋予

了公益林也可以发展林下经济的权利。 基于此,农户的公益林收益权可采用生态补偿收益权和发展林

下经济收益权的加权和来测度,其中生态补偿收益权用实际补偿额与补偿标准近期目标上限的比值表

示盂,发展林下经济收益权按有和无分别赋值 1 和 0,两项权利的权重由专家打分法确定榆。
集体林处置权包含林地流转权、抵押权和林木采伐权三个维度。 由于公益林地不能流转和抵押、林

木不能采伐,故认为公益林的处置权为 0,这里只测度商品林的处置权实现程度。 商品林流转权的实现

程度与林权交易的活跃程度直接相关,因此,用各县各年流转林地面积的增长率(反映林地流转市场发

育深度)与涉及林地流转农户数占持有林权证农户数的比例(反映林地流转市场发育广度)的加权和来

衡量(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商品林抵押权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农户的抵押意愿,更取决于当地金融部

门推行林权抵押贷款的力度以及对农户贷款的倾斜程度,因此,用各县各年林权抵押贷款中农户贷款占

贷款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商品林抵押权的实现程度;林木采伐权的实现,不但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约

束,还受部分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等于不砍树冶等极端思想的影响,因此,用县级集体林实际采伐量占采

伐限额指标的比重来衡量林木采伐权的实现程度。 利用熵权法确定流转权、抵押权和采伐权实现程度

各自的权重,加总得到最终的商品林处置权实现程度。
农户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处置权实现程度的具体测度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测度

指摇 标 测度方法

集体林地使用权

实现程度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 0郾 512伊(商品林地面积 /集体林地面积)+
0郾 488伊(家庭经营林地面积 /纳入林改的集体林地面积)

集体林收益权

实现程度

经济林收益权实现程度=1
未停伐用材林收益权实现程度=1鄄育林基金比例

停伐用材林收益权实现程度=实际停伐补助额 /农户意愿停伐补助额

公益林收益权实现程度=0郾 5伊林下经济收益权+0郾 5伊生态补偿收益权

其中,林下经济收益权:有赋值为 1,无赋值为 0
生态补偿收益权:实际补偿额 /近期规划补偿额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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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榆

实地调查中,林业大户反映,以通行的 8%的林权抵押贷款利率和 3% 的林业贷款贴息来计算,100 元 / 亩的补助标

准勉强能抵销林业贴息贷款的利息支出。
根据云南省林草局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0647 号提案的答复(云林函也2019页271 号),近期要将国家级公

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年 20 ~ 50 元 / 亩,远期则要以地租为参考,将补偿标准提高到地租的水平。
计量过程中,采用上限标准和下限标准所得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采用上限标准是为了更充分地体现集体林地的生

态价值。
对每项权利的重要性设置 0、0郾 25、0郾 5、0郾 75、1 五级分值,专家打分后以分值众数作为该项权利的权重。



续表

指摇 标 测度方法

集体林处置权

实现程度

商品林处置权实现程度=0郾 389伊流转权实现程度+0郾 391伊抵押权实现程度+
0郾 220伊采伐权实现程度

商品林流转权实现程度=0郾 987伊年流转面积增长率+
0郾 013伊(流转涉及农户数 /持有林权证农户数)

商品林抵押权实现程度=当年政策是否允许林地抵押(是=1,否=0)伊
(农户抵押贷款额 /抵押贷款总额)

商品林采伐权实现程度=年实际采伐量 /年采伐限额指标量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要素投入)包括“劳动投入冶和“资本投入冶,为家庭单位面积林地的要素投入量。 劳动要

素投入量用各年度家庭用于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总工时(含自有劳动和雇佣劳动)来衡量;资本要素投

入量主要指物质资本,用各年度家庭用于林业生产经营的机械畜力和化肥农药总投入来衡量,并利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进行平减校正(以 2006 年为基准年)。 将上述要素投入量除以家庭林地面积

(公顷),即得到单位面积林地的要素投入量。
(4)控制变量

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要素配置

行为[7][9][17][25][30][48]。 根据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和调研实际,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反映农户资源

禀赋差异的“户主年龄冶和“家庭耕地面积冶,反映农户生产结构调整的“外出务工比冶,反映农户财富积

累和投资实力的“前期收入冶,反映村庄自然属性和林业生产经营成本差异的“村庄到县城交通时间冶。
各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摇 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与描述性统计

变摇 量 单位 定义与赋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林业收入 元 /公顷 家庭林业总收入 /家庭林地面积 5 000 13 865郾 40 137 007郾 00

关键解

释变量

使用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 000 0郾 721 0郾 145

收益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 000 0郾 685 0郾 349

处置权实现程度 见表 1 5 000 0郾 333 0郾 164

中介

变量

劳动投入 工时 /公顷 自投和雇佣劳动总工时 /林地面积 5 000 151郾 972 720郾 910

资本投入 元 /公顷 年机械畜力与化肥农药总投入 /林地面积 5 000 316郾 766 3 236郾 978

控制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5 000 47郾 364 10郾 859

外出务工比 家庭长期外出务工数 /劳动力人数 5 000 0郾 202 0郾 305

家庭耕地面积 公顷 家庭耕地总面积 5 000 7郾 898 14郾 132

前期收入 元 家庭上一年收入水平 5 000 44 667郾 84 62 188郾 33

村庄到县城交通时间 分钟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小型客车行驶时间 5 000 60郾 980 37郾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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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模型检验与方法选择

摇 摇 本文通过计算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考量变量间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除“收
益权实现程度冶与“处置权实现程度冶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郾 49 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郾 3淤,
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49]。 为稳妥起见,进一步计算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小于

1郾 7于,也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50]。
组间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字 2值位于 1郾 2伊108 ~ 5郾 1伊106之间,且概率 p 值为 0郾 000,拒绝所有截面

方差相等的原假设,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 利用 Wooldrige 序列相关检验模型进行各回归方程的序列相

关检验,F 值位于 13郾 474 ~ 18郾 214 之间,概率 p 值位于 0郾 000 0 ~ 0郾 000 3 之间,拒绝不存在一阶序列相

关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序列相关。 利用 Pesaran(2004)的方法[51],进行各回归方程的横截面独立性

检验,Pr 值位于 3郾 746 ~ 28郾 597 之间,概率 P 值位于 0郾 000 ~ 0郾 002 之间,拒绝截面不相关的原假设,说
明模型存在截面相关。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一个 n 大 t 小的平衡面板,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

机效应模型三类。 首先,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Wald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F 值位于 2郾 26 ~ 4郾 17 之间,概率 p
值均为 0郾 000,拒绝采用混合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估计。 其次,对各回归模型

进行 B鄄P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字 2值位于 251郾 14 ~ 3 140郾 64 之间,概率 p 值均为 0郾 000,拒绝采用混合效

应模型估计的原假设,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最后,对各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卡

方值(或调整后的卡方值)位于 22郾 61 ~ 287郾 51 之间,概率 p 值位于 0郾 000 ~ 0郾 037 之间,拒绝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估计的原假设。 进一步进行 Sargan鄄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 92郾 347,概率 p
值为 0郾 000,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原假设。 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估计分析。 同时,由
于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横截面相关,需要进行修正,所以选择 Driscoll 和 Kraay(1998)提出的非参数

协方差矩阵方法进行模型估计[52]。 此外,为使对年龄变量的分析更具经济学意义,先将其按年龄段分组

转换为类别变量,再进一步转换为虚拟变量进入模型(40 岁以下= 1,40 ~ 50 岁= 2,50 岁以上 = 3),同时

将第一组设为基准组,以解决虚拟变量的完全共线性问题;同时,为缓和模型中的异方差和缩小变量的

取值范围(从而使估计值对异常值不那么敏感),对其他变量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2.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的最终估计结果见表 3。 其中(1)(3)(5)(7)列为没有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4)(6)
(8)列为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并不改变主要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因此下

文的讨论主要基于(2)(4)(6)(8)列的回归结果。
(1)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负向影响(显著性不稳定);从要素

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来看,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

资本投入,而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各模型的回归系数也表明要素投入在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 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 可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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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当 | r | <0郾 3 时,两变量间不相关;0郾 3臆 | r | <0郾 5 时,两变量间低度相关。
经验法则:如果最大膨胀方差因子小于 10,则不存在系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体林地的确权颁证赋予了农户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承包经营权,增强了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自主性,
也降低了产权保护的私人成本。 在林业生产对农户的重要性趋于下降的情况下[53],如果林业生产经营

的边际收益低于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农户则会选择减少对林业的要素投入,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具

有更高效能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进而产生“离林冶及“抛荒冶现象,导致林业收入下降。

表 3摇 模型回归结果

变摇 量
(1) (2) (3) (4) (5) (6) (7) (8)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劳动投入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使用权

实现程度

-4郾 495*** -0郾 602 -0郾 368 -1郾 456*** -1郾 432*** -1郾 657* -4郾 367** -0郾 161

(1郾 58) (1郾 71) (0郾 84) (0郾 51) (0郾 23) (0郾 88) (1郾 72) (1郾 72)

收益权

实现程度

1郾 117** 0郾 881* -0郾 035 -0郾 101 -0郾 695** -0郾 403 1郾 218** 0郾 950*

(0郾 48) (0郾 51) (0郾 05) (0郾 09) (0郾 33) (0郾 23) (0郾 51) (0郾 52)

处置权

实现程度

1郾 135* 0郾 738* 0郾 613*** 0郾 837*** 1郾 610*** 1郾 704*** 0郾 802* 0郾 385

(0郾 78) (1郾 14) (0郾 23) (0郾 31) (0郾 34) (0郾 29) (0郾 80) (1郾 11)

劳动投入
0郾 184*** 0郾 151***

(0郾 05) (0郾 04)

资本投入
0郾 137*** 0郾 133***

(0郾 01) (0郾 02)

户主年龄 1
(40 ~ 50 岁)

-0郾 720*** 0郾 017 -0郾 356*** -0郾 675***

(0郾 14) (0郾 11) (0郾 10) (0郾 16)

户主年龄 2
(50 岁以上)

-1郾 925*** -0郾 192* -0郾 629*** -1郾 813***

(0郾 31) (0郾 11) (0郾 22) (0郾 32)

外出务工比
-0郾 122 -0郾 035 0郾 014 -0郾 119

(0郾 24) (0郾 10) (0郾 08) (0郾 25)

家庭耕地面积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前期收入
-0郾 004 -0郾 013 0郾 145** -0郾 021

(0郾 04) (0郾 03) (0郾 06) (0郾 04)

村庄到县城

交通时间

1郾 368*** 0郾 920*** 0郾 022 1郾 226***

(0郾 25) (0郾 13) (0郾 10) (0郾 22)

常数项
6郾 180*** 0 2郾 426*** 0 1郾 279*** 0 5郾 560*** 0

(0郾 67) 0郾 00 (0郾 41) 0郾 00 (0郾 16) 0郾 00 (0郾 65) 0郾 00

样本量 5 000 4 000 5 000 4 000 5 000 4 000 5 000 4 000

校正的 R2 0郾 47 0郾 47 0郾 56 0郾 56 0郾 28 0郾 32 0郾 475 0郾 48

摇 摇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表同。

(2)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要素投入的中介

效应检验来看,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和资本投入没有显著影响,
Bootstrap 检验也表明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见表 4)。 研究假说 H2 仅得到部分验证。 可见,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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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虽然可以增加农户的林业收入,但林业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由于要素投入增加

进而林业发展带来的,而主要源自林业税费减免和生态补偿导致的直接成本降低。 也就是说,这种集体

林收益权实现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是林业收入分配向农户倾斜的结果,并非来自

林业生产的增长。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业税费已无减免空间,生态补偿标准受地方财政水平所限

短期内也难以大幅提高,这种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将难以持续。

表 4摇 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

系数 标准差 z P>z [95% 置信区间]

劳动投入 -0郾 105 0郾 246 -0郾 43 0郾 669 -0郾 588 0郾 377

资本投入 -0郾 178 0郾 121 -1郾 46 0郾 143 -0郾 945 2郾 177

(3)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要素投入与农户林业收入

从总体上看,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对农户林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要素投入的中介

效应检验来看,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
各模型的回归系数也表明要素投入在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研究假说 H3 得到验证,即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激励农户增加对林业的要素投入,并通过林

业发展带来林业收入的增长。 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林业而言,农户需要进行跨期决策,集体林处置权实

现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林业资产在未来价值和变现更有保障,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会激励农户在当期增

加林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从而实现持续的收入增长。 因此,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提高带来的农户林

业收入增长效应具有较高的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由于林业具有生态和经济双重属性,部分基层政府在

片面生态观的影响下,随意扩大对集体林权的生态管制,导致农户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林地和林

木,农户的集体林处置权受到一定削弱,影响了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总体而言,在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户的商品林地流转权始终受到改革赋权和管制约束的双重影响:改革前,农户没

有林地的流转处置权;改革后,林权证作为物权公示的法律形式,使得农户的林地流转权有了法律凭证,
林地流转一度活跃。 随后,原国家林业局为防止农民“失山失地冶,在 2007 年和 2016 年分别出台了若干

对林地流转对象进行限制的管理规定: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农户,不能转让

林地;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农户,不能将林地转让给非农户;家庭承包林地的转

让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家庭承包林地的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

流转给工商资本,但不得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与前期政策相比,林地流转的合法市场参与主体大幅缩

减,导致林地流转活跃度急剧下滑。 而在采伐权方面,由于实行林木采伐限额管理,需要先申请后采伐,
因而采伐权的实现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2014 年《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

意见》(林资发也2014页61 号)出台,从放松管理要求、简化采伐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农户的林木采伐权进行

了松绑和扩权。 但 2016 年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被全面禁止,使得天然林的林木处置权受到了较大限制;
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不尊重森林经营的科学规律,片面强调不砍树就是保护生态,随意扩大生态林范

围,使得农户的林木处置权受到一定削弱,影响了农户投资林业的积极性。 因此,目前来看,农户的集体

林处置权实现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适当的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激励农户增加林业生产经营的要素

投入,进而促进林业持续发展。

3. 稳健性检验

分别采用 OLS、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 GMM 法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估计结果看(见表 5),各项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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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程度的估计系数符号总体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5摇 稳健性检验

变摇 量
OLS(1) OLS(2) FE(1) FE(2) GMM(1) GMM(2)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林业收入

使用权
-4郾 495*** -0郾 602 -6郾 244*** -4郾 020*** -4郾 021*** -2郾 674***

(1郾 58) (1郾 71) (0郾 71) (0郾 69) (0郾 94) (0郾 83)

收益权
1郾 117** 0郾 881* 1郾 267*** 0郾 16 0郾 620** 0郾 08

(0郾 48) (0郾 51) (0郾 27) (0郾 26) (0郾 28) (0郾 26)

处置权
1郾 135* 0郾 738* 3郾 693*** 1郾 750*** 2郾 374*** 1郾 259**

(0郾 78) (1郾 14) (0郾 53) (0郾 52) (0郾 58) (0郾 54)

劳动投入
0郾 184*** 0郾 448*** 0郾 303***

(0郾 05) (0郾 03) -0郾 036

资本投入
0郾 137*** 0郾 271*** 0郾 184***

(0郾 01) (0郾 03) -0郾 03

常数项
6郾 180*** 0 2郾 013** 1郾 713** 5郾 631*** 4郾 827***

(0郾 67) 0郾 00 (0郾 85) (0郾 81) -0郾 979 -0郾 9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户的集体林权实现程度得到增强,集体林地使用权和集体林收益

权的实现程度持续提高,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在经历确权改革阶段的快速提升后因受其他林业政策

约束而有所降低。 产权的可分性保证了经济活动最优配置的对象是附着于物质资源之上的各项财产权

利,这些权利束所构成的产权结构及产权实现程度界定了权利主体的行为边界和选择集,并通过激励约

束、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配置优化等途径,促使权利主体的行为向着增加产出、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

的方向发展[54]。 本文依据“集体林产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其林业收入冶的理论

逻辑,利用持续十年的云南省 10 县 500 户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集体林地使用权、集体林收益权和集体

林处置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
第一,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影

响林业生产的规模增长,进而不利于农户的林业收入增长。 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户

的林地产权稳定性增强,不再需要通过实际的林业生产经营来保障对林地的占有,进而可以在更广阔的

空间进行要素的最优配置。 因此,在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高时(增加林业的要素投入会带来更多

收益),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就会激励农户增加对林业的要素投入,以获取更多的林业收入。
而当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时,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则会促使农户减少对林业的要

素投入,将有限的要素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更多的总体收益。 本文的分析结

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的林业生产比较收益较低,集体林地使用权实现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农户的

离林意愿和行为,从而引发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户林业投入减少,林业收入下降。
第二,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林业收入的增长,但对农户的林业要素投入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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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 在样本期间,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林业的税费减免和生态补偿上,这可

以直接带来林业收益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还不足以改变林业比较收益较低的状态,因而不能显著影响

农户的要素配置选择。 因此,这种林业收入增长效应主要是林业收入分配调整的结果,而非源自产业发

展的增收效应。 同时,随着林业税费减免的结束,加上因地方财力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林业生态补

偿标准,集体林收益权实现程度提高的农户林业收入增长效应可能趋于弱化,且难以持续。 应该明确的

是,当前的林业生态补偿标准与农户的期望以及林业的生态价值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逐步提高林业

生态补偿标准将有利提高农户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林业发展的生态效应。
第三,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会激励农户增加对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促进

林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 从集体林地流转权来看,林地流转会减少转出林地农户的林业投

入和收入,增加转入林地农户的林业投入和收入。 但从样本地区实际来看,样本期间农户年均林地流转

面积仅占确权林地面积的 1郾 57% ,确权颁证并没有显著促进林地流动,其原因既有林地碎片化导致交易

成本较高的影响,也有集体林权内含的成员权(身份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阻碍,还有交易主体政策限

制的约束。 从集体林抵押权来看,其实现程度的提高会增强农户对林业资产增值的预期,也有利于林业

发展资金的获取,进而对农户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从林木采伐权来看,其实现程度

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当期及远期收益,因而也对农户的林业要素投入具有激励

作用。 因此,从总体上讲,集体林处置权实现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投入更多劳动和资本从事林业生产

经营,进而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收入增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扶持提高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

益。 单纯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不一定能激励农户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如果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反而会导致农户减少林业要素投入,不利于林业持续发展。 因此,应加强加快林业技

术创新,提高林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并对农户的林业生产经营给予合理的政策扶持,不断提

高林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 二是要逐步提高林业生态补偿标准,积极推进林业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发

展。 林业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很高的生态效益,目前林业生态补偿标准较低,不足以体现林

业发展的生态价值,也影响到农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生态转移支付

制度,合理提高林业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恰当的产权制度设计,创设和完善林业生态产品交易市场,鼓
励农户积极生产林业生态产品,在更充分实现林业生态价值的同时也有效增加农户林业收入。 三是要

正确定位集体林主导功能,适当放松对集体林权的生态管制,提高农户集体林处置权的实现程度。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提出要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施分类经营管理,突出主导功能,
发挥多种功能。 因此,应明确农村集体林的经济产权属性,突出其产品生产的主导功能。 对集体林实施

“生态底线冶管理,去掉不应由集体林权权利人承担的生态义务、负担和产权行使约束,让其能够依据收

益最大化原则自主经营,自主处置林木和林产品,保证农户的林业投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使用对云南省 10 县 500 户普通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不能完全反映其

他地区的实际情况;同时,由于样本总量偏少,未能针对农户和林地等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也没有针对林

业大户、合作社和企业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展开研究。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扩大样本,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大样本调查,以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及经营主体异质性等方面的探讨,
以获得更具价值的研究结论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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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 system reform and the subsequent deepening adjustment
affected the structure and realization of collective forest property right of farmers, and ultimately affected the
level of forestry incom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data of 500 households in 10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9鄄2018,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sing rights realization degree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can make the farmers reduce the input in productive labor and capital, further lead to the decline of
forest income, which reflect that, currently, the comparative income of forest production is low.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arnings realization degree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can make the farmers爷 income increase,
but this boosting effect is more directly coming from tax and fees reduction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s
not from the increase of elements inp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treatment rights can boost the farmers to increase the input in labor and capital of fores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nd further is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forest income. Therefore, the pure “three鄄right冶 separation
of forestland can not be certain to br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 industry and the growth of the
income and input of the farmers, we must use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comparative earnings of forest production so as to make more factors flow to forest produc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effect of forest development to promo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ttract the farmers to
continuously invest more factors in forest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armers爷 treatment
rights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properly release the ecological control, set up and perfect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s, excite the farmers爷 enthusiasm to develop forest industry, an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farmers爷 forest income while boos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 industry.
Key words: property right realization degree; forest income; system reform for forest property rights; using
right for collective forestland;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forestland earnings; collective forestland treatment right
CLC number:F326郾 2摇 摇 摇 Document code:A摇 摇 摇 Article ID:1674鄄8131(2021)03鄄0110鄄15

(编辑:朱德东

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蕥

藡 藡

藡藡

)

敬摇 告摇 作摇 者

在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本刊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由于来稿

量快速增长,为使稿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特敬告广大作者:
一、敬请广大作者通过本刊采编系统投稿,若遇网络故障,可通过电子邮件投稿。

投稿网址:http: / / xbltzz. cbpt. cnki. net
投稿邮箱:westforum@ vip. 163. com

二、敬请广大作者严守学术道德及规范,坚决杜绝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和不必要的损失。
三、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并于 2017 年起向在本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奉送相

应的稿酬和样刊。
四、本刊从未以任何名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稿件采编事宜(包括征稿、代发稿

件、收取费用等),郑重提醒广大作者切勿轻信相关网站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广大作者如发现

有单位或个人盗用《西部论坛》名义从事征稿、收费等不法行为,敬请注意并向本编辑部或执法

机关举报。
本刊举报电话:023鄄62769479

西部论坛编辑部

421

王摇 见,何娴昕,夏摇 凡:产权实现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