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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但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对林业信贷

融资困难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的研究表明 , 信息不对称导致资金交易成本过高是林业信贷融资

困难的主要原因 ,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是解决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以浙江省为例 , 对市场化程

度 、森林资源条件 、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 认为开展

林权抵押贷款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 但是需要在统一领导和多方配合下逐步推进。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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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林业行业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 大力推进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 ,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从事林业 、投入林业的积极性 , 绿化造林 、 生态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 , 森林资源不断增加 , 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 林业产业迅猛发展 。但是林业建设中投入资金短缺的

难题依然存在 , 如我国 2期三北防护林建设计划共需投入 189.5亿元 , 实际累计投入资金 136.46亿

元 , 资金缺口近 60.00亿元[ 1] 。林业融资过程中金融部门慎贷 、惜贷现象突出 , 林业企业和林农的信

贷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 缺乏足够资金从事林业生产 , 信贷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林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

关键问题 。笔者从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林业信贷融资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 , 并以

浙江省为例 , 分析进制度创新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的条件。

1　林业信贷融资困难的原因:信息不对称

在信贷市场上 , 相关信息在借贷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 资金需求方对自己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

果 、 资金用途以及可能的经营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 而资金供给方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

真实信息 。由于市场经济主体都是有理性的 , 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交易双

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 信息优势方为了自身利益 , 就有可能隐瞒相关信息 , 选择对信息劣势方不利

的行为 , 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影响信贷市场的运行效率[ 2] 。

林业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是在林业企业与金融部门交易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林业是弱质行

业 , 易受到气候 、病虫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 经营过程不确定性大 , 风险较高 , 因此 , 放贷时金融部

门关注更多的是贷款的安全问题。林业生产多集中于偏远落后地区 , 交通不便 , 具有生产周期长 、层

次复杂 、生产经营活动风险较高的特点 , 而且林业企业数量众多 , 规模大小不一 , 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 , 尤其是从事林业生产的单位中相当一部分是个体林农 。同时 , 因为专业性较强的原因 , 社会对林

业生产的认识往往比较模糊 , 林业企业与金融部门进行资金交易时处于信息优势 , 而金融部门处于信



息劣势 , 它难以甄别林业企业信用状况的优劣 , 林业企业也不会主动提供自己信用状况差的信息 , 金

融部门只能根据所有林业企业平均的信用状况确定贷款利率或信贷条件。但事实上不同林业企业的经

营效益 、 财务状况及风险偏好并不相同 , 面对同一的贷款利率或信贷条件 , 风险低信用状况好的林业

企业将承担更多的融资成本 , 当这些企业认为贷款利率过高或信贷条件过于苛刻以致项目收益低于预

期目标时 , 这些风险低信用状况好的企业就会选择退出信贷市场 , 不向银行申请贷款 , 而风险高信用

状况差的林业企业往往愿意接受较高的贷款利率或信贷条件 , 所以市场上将剩下信用度较低的企业。

当银行认识到林业信贷市场上企业整体信用状况下降时 , 为了降低风险 , 确保收益 , 只能选择提高贷

款利率或信贷条件 , 高昂的融资成本又将使部分信用度相对较高的林业企业退出信贷市场 , 如此 “初

始平均利率—低风险企业退出市场 —较高利率—较低风险企业退出市场……” 的反复循环 , 最终导致

林业信贷市场趋于萎缩[ 3]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后 ,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 林业

企业采取违背协议的行为选择 , 改变贷款资金用途 , 将资金投向高风险 、 高收益项目 , 当高风险投资

成功时高收益全部为企业所得 , 而高风险投资失败时投资损失却由金融部门跟企业共同承担 , 从而损

害了金融部门的利益[ 4] 。

为了消除信息劣势 , 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不良影响 , 确保贷款的安全性 , 金融部门必

须耗费一定的人 、财 、物等经济资源用于对林业企业及其贷款项目的调查 、跟踪和监督检查 , 增加了

内生交易费用 , 从而引起资金交易成本的上升 , 造成金融部门的 “惜贷” 或者 “慎贷” 现象 。

2　林业信贷融资困难的解决途径:林权抵押贷款

针对林业融资难题 , 广大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王永清等[ 5]在界定公有制林业和

非公有制林业范围的基础上提出分类融资的思路 , 认为公有制林业中的公益林业资金主要应来源于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和非获利性国际金融组织 , 商品林业融资渠道应多元化 , 包括资本市场融资 、森

林生物资产出租 、抵押贷款及借助信托投融资等;非公有制林业通过个体私营制 、 股份合作制及股份

公司制等不同的经营方式多渠道融资。李浪
[ 6]
针对非公有制林业提出3种融资方式:①银行参与林业

生产管理过程的银行贷款 “报账制” ;②规范民间融资 , 发展林业合作组织;③通过林业股票和林业

公司债券等进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陈玲芳等[ 7]在讨论了林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提出:①加快林

业信用体系建设;②完善林业信用担保体系;③开展符合林业特点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等金融创

新。朱勇茂[ 8]分析了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的必要性 , 指出实施的关键在于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 、抵

押和处置等几个环节 。颜玲[ 9]阐明了森林资源资产抵押权的法律依据。

多样化多渠道融资已经成为解决林业资金难题的共识 ,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不同融资方式的约束

条件及其可行性 。林业信用体系的建设跟市场化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涉及到标准的建立 , 数据

的整合和商业化运作等诸多方面 , 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 短期之内难以完成 。银

行贷款报账制要求贷款企业拥有一定的规模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 目前在世行专项贷款的管理中采

用 , 对于我国金融部门而言 , 介入众多规模较小 、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个体林业企业管理显然不现实。

进入资本市场通过林业股票和林业债券等方式融资目前只能适用于极少数较大规模的林业企业 , 并不

能解决广大中小林业企业的资金难题。事实上 , 林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了资

金市场过高的交易成本。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制度安排和交易费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有

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对信息优势方的机会主义动机进行抑制 , 使优势方无法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私利 ,

同时 , 信息劣势方也不需要了解信息优势方的全部信息 , 而仅需了解制度本身的信息 , 以及对方是否

会作出与制度相符的行为即可 , 从而节约信息成本 , 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

题 , 降低了交易成本
[ 10]

。作者认为 , 林权抵押贷款是一种兼顾了资金交易安全和效率的金融制度创

新 , 一方面 , 抵押权强有力的担保功能可以抑制林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 , 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的发生 , 从而保障金融部门的资金安全;另一方面 , 不转移抵押物而实现担保获得生产所需资金 , 可

以提高林业企业的资金运行效率 。同时 , 这种制度安排还可以盘活林业企业拥有的大量森林资源资

产 , 通过资金的融通实现森林资源资产价值 , 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势 , 促进林业发展 , 还可以在降低

信贷资金风险的情况下拓展金融部门的业务范围 , 增加贷款总量 , 提高企业收益。因此 , 林权抵押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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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可以有效降低林业资金信贷的交易成本 , 使林业企业获得项目投资所需的资金 , 也使金融部门有保

障地拓展业务 , 在降低风险的情况下增加资金供需双方的收益 。

3　浙江省实施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的条件分析

事实上 , 抵押担保贷款是世界各国金融业一种通行的作法 , 而我国是在 1995年国家颁布《商业银

行法》《担保法》后银行才开始发放抵押担保贷款 , 抵押物较多集中于房地产 、 机器及交通运输工具等 ,

抵押担保贷款对于减少贷款风险 , 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 , 保障债权的实现 ,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11] 。但是任何制度都是一定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 , 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 加上林业行业本身的特

殊性 ,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进行制度创新开展林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 。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如下 。

3.1　经济发展迅速 ,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 , 浙江经济以年均 13.1%的增幅持续快速发展 , 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8年的 124亿

元上升到 2005年的 13 365亿元 , 从全国的第 12位跃升到第 4位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331元提高到

27 552元 , 首次超过 3 000美元(按 2005年平均汇率折约 3 363美元)[ 12]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4年度报告》 , 2000-2002年 , 全国各

省区市场化程度排序中 , 浙江列广东之后 , 位居全国第二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

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根据经济基础 、 企业诚信及地方金融发展等 9个因素评价了全国

5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 认为 “除上海名列前茅外 , 浙江与苏南地区各城市均排名前列……,

从地区比较看 , 浙江的金融生态整体上优于江苏” 。

3.2　森林资源比较丰富 , 林权流转日益活跃

浙江省现有林地面积 667.97万 hm
2
, 其中森林面积 584.42万 hm

2
,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0.5%。

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1.94亿 m3 , 其中森林蓄积量为1.72亿 m3。2005年 , 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为 1 060

亿元 , 林业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 , 浙

江省森林资源资产流转日益活跃 , 近年来 , 全省流转面积 33万 hm2 。省委和省政府把规范流转作为

新一轮山林延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 2006 年及时出台了《浙江省森林 、 林木和林地流转办法

(试行)》 。2006年1月 5日 , 全国首个完全开放式的森林资源流转 、 交易网站 ———华东森林资源交易

网站在浙江省建德县开通 , 标志着浙江省林权流转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3.3　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基本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 2003] 9号)

均明确了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的合法性 , 尤其是《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登记办法(试行)》(国家林业局

林计发[ 2004] 89号)对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的范围及抵押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 抵押具体程序等

作出了具体规定 ,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林业现代化

建设的意见》(浙委[ 2004] 5号)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山

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浙委办[ 2006] 5号)都明确指出 “森林 、 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依法流转 , 可依

法继承 、 抵押 、 担保 、入股和作为合资 、合作的出资或条件” , 实现了集体林区林权到村到户 , 为开

展林权抵押贷款提供了先决条件
[ 13]

。

3.4　林业专业合作组织与林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序展开

近年来 , 浙江省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 , 目前全省已有林业产业联合会 、 花卉协会 、竹产业

协会 、山核桃产业协会 、 香榧产业协会 、地板协会和森林旅游资源开发协会等多家林业专业协会 , 还

有林业专业合作社 89家 , 这些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在加强技术开发 、行业自律和价格协调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4] 。2004年按照 “政府扶持 , 协会牵头 , 企业参股 , 银企合作 , 市场化运作” 原

则成立的浙江信林担保有限公司 , 迄今已为 80 多家林产品加工企业和合作社提供了 200多笔贷款担

保融资服务 , 累计 3.8亿元。浙江省林业产业联合会从 2005年 4月开始在全省开展林业企业信用评

价工作 , 目前已经完成了 105家林业企业的信用评价工作 , 有力地推进了浙江省林业企业信用体系建

设。另外 , 2006年 3月浙江省正式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 林木被列入 11个参保品种 , 森

林保险工作迈出了有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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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林权抵押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林业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 对突破林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 拓

展金融部门业务范围 , 扩大信贷支农渠道 , 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整体而

言 , 尽管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具备有关条件 , 但一些薄弱环节亟须加强 , 如森林资源资产

管理不够规范 ,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基础薄弱 , 林业担保体系建设刚刚起步 、林业金融环境有待进

一步改善等等 , 而这些工作涉及到林业 、金融 、 财政和保险等多个部门 , 需要在统一领导和多方配合

下才能逐步推进 。因此 ,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工作有必要成立金融 、 林业 、 财政和保险等部门组成的林

权抵押贷款工作领导小组 , 统一领导 、 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定 、方案设计及落实等工作 , 先在

个别基础条件较好 、 积极性高的地区进行试点 , 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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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forestry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 but the problem of fund

shortage is also prominent.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gh cost of capital transaction caused by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s the key reason of forestry financing difficulty , andmortgage loan on forest ownership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by analyzing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 forest resources , system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 and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credit system ,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mortgage loan on forest ownership have been basically met in Zhejiang Province , and the work

should be done gradual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good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Ch , 14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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