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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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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重点国有林区
-

省
3#

个林业局
+ #5#

户职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考察重点国有林区开展的各项改革创

新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旨在为国有林区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实证支持% 在采用逆概率加权法控

制样本损耗偏误的基础上!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和最小二乘法估计重点国有林区各项改革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

影响% 研究发现$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非林业收入&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持续上升! 职

工家庭对林业和国有部门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 重点国有林区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和森林资源承包管护责任制显著

增加了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加工企业转制和一次性安置富余职工则对职工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有显著影响% 重点

国有林区推行的各项改革为完善改革方案提供了直接经验! 同时现有改革也使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明显降低! 深化

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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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长期以来" 国有林区管理体制不完善" 森林资源过度开发" 职工生活贫困" 民生问题较为突出!

#$$%

年" 国家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后"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虽然有所提高" 但仅为同期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
""&

#

#

$

! 为了摆脱困境" 东北% 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以下简称重点国有林区'涌

现出各种改革创新" 诸如森林资源承包管护责任制" 市场化手段组织林业生产" 加工企业转制等! 这些

改革能否促进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增长" 解决生活贫困问题" 对于未来国有林区改革方案的制定具有现实

意义! 天然林保护工程扭转了国家在国有林区长期重取轻予的局面! 对重点国有林区给予重金扶持" 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林区积存的矛盾" 给国有林区提供了一个喘息之机 #

'

$

! 国有林区职工收入水平显著提

高" 收入结构变化明显! 对于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被归结为" 国有林区加工企业改制使许多企业扭亏为

盈" 提高了职工工资水平( 产业结构调整% 多种经营等改革创新推动新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形成和发育"

使林区职工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

#

"

!!"

$

! 虽然以上研究均表明重点国有林区在实施各项改革以后" 职工收

入水平不断提高" 收入结构变化明显" 但是在经济系统中同时还存在其他影响职工收入的因素! 如果不

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那就会夸大改革对职工收入的影响! 另外" 从政策支持的角度出发" 还需要回答

不同改革创新的收入增长效应" 以便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改革方向" 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

案!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跟踪调查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重

点国有林区各项改革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具体来说"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
'

个问题) 第一" 重

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第二" 考察重点国有林区各项改革对职工家庭

人均收入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评价已经开展的重点国有林区各项改革对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并为下一步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

数据来源与基本事实

!"!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环境经济学研究小组在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重点国

有林区进行的跟踪调查数据! 数据库包括了
#$$(

年%

')*"

年和
'**%

年
!

个截面" 跨越
#' +

周期" 历

时较长" 涉及了
!

个重点国有林区的
(

个林业管理局中的
'"

个林业局%

'*,

家加工企业和
# "-"

户职工

家庭"

'**$

年进行回访时有部分样本丢失" 因此"

#$$(

年和
'**"

年的样本数为
# "-"

户"

'**%

年的

样本数为
# *%"

户&表
#

'! 按照调查方案" 调查在林业局% 加工企业和职工家庭
!

个层面展开" 其中"

林业局层面主要调查林业局各类资源% 社会经济状况% 经营情况和各种改革创新情况( 加工企业层面主

要调查企业转制% 收益% 管理等情况( 职工层面主要是入户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基本信息% 生产就

业情况% 生活消费情况% 各项收入情况% 资产变化情况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 在对职工家庭收入进行调

查时" 每户家庭都详细调查了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 家庭农业% 林业% 畜牧业生产情况以及其他收入情

况! 为保证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比性" 将
#$$(

年%

'**"

年收入数据采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

为
'**%

年水平!

表
!

抽样样本点分布情况

.+/01 # 2+3401 567896/:86;<

省区 林业管理局 所辖林业局数
=

个 样本林业局 户数
>

户 回访户
>

户

黑龙江 牡丹江
%

大海林% 东京城% 海林
#%* #"#

合江
(

双鸭山% 鹤北% 清河
#%* #,(

松花江
%

方正% 绥棱% 沾河
#%* #"'

伊春
#,

乌马河% 金山屯% 朗乡% 双丰% 汤旺河% 五营
!(# '(*

吉林 吉林森工
%

临江% 湾沟% 松江河
#%! #",

延边
#*

敦化% 八家子% 天桥岭
#%* #*$

内蒙古 牙克石
#(

阿尔山% 库都尔% 根河
#%* #*$

小计
( (" '" # "-" # *%"

!"#

重点国有林区的改革创新

从实地调查来看" 重点国有林区的基层林业局及加工企业自发进行的改革非常普遍! 这些改革大致

王 慧等)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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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
!&

世纪
%&

年代!

#''%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后大量兴起! 改革的模式可以从
(

个方面加以归纳"

第
#

种改革是通过市场化手段组织林业生产# 具体是指" 在分配营林造林$ 苗圃经营$ 采伐作业$

运输作业等林业生产任务时! 采用招标等市场化方式! 允许各种人员和组织参与竞标! 获得经营权利#

营林与采伐长期以来是重点国有林区计划管理的主要领域! 生产作业一般是由林业局一个生产车间或者

工队集体完成# 实地调查发现! 市场机制已经在重点国有林区各个层面逐渐深入! 人们思维方式和经营

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林业局已不再保留专业化的采伐和运输生产工队! 探索使用市场手段进行林业

生产! 如内蒙古根河林业局$ 吉林松江河林业局等! 这种方式避免了职工偷懒和搭便车的行为! 改变了

由企业统分任务统分薪水的局面!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工作效率! 提升了经营效果! 预期会提高林

业局职工的收入水平#

第
!

种改革是森林资源承包管护责任制# 这项改革实质是对森林资源产权的调整! 是排他性经营管

理森林的一种实践! 在所有权属于国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管护权和经营权下放! 承包职工获得林地资

源的接近权$ 排他权和收益权# 此项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管理职工行为的模式!

对保护森林资源和发展林区经济有显著作用%

)!$

&

' 同时! 也有研究指出" 此项改革并没有给职工生活带

来较大改善%

*

&

#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 截至
!""%

年! 所有样本林业局均开展了这项改革! 并对职工家庭

人均收入产生了影响! 主要体现在收入来源方面# 首先! 职工可以获得固定的管护费! 同时! 可以适度

开发利用林下资源! 东北$ 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跨寒带和温带! 具有丰富和独特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及非

木质森林资源! 非常适合发展林下多种经营活动! 职工家庭从事森林药材$ 浆果$ 菌类的种植! 森林禽

类的养殖! 预期会提高职工家庭的农业$ 林业$ 畜牧业收入#

第
+

种改革是加工企业转制# 国有林区加工企业由于长年亏损$ 低产出$ 高消耗等原因! 逐渐通过

转制的方式寻找出路! 主要方式是公司化$ 股份转移$ 承包租赁$ 抵押经营$ 集资等! 将国有企业转变

为非国有企业# 实地调查发现!

,''*

年样本区加工企业转制比例为
)-%+.

!

!&&(

年增长为
+'-#!.

!

!&&%

年达到
$)-%*.

# 企业转制以后! 通过控制成本$ 合理分工$ 强化职责$ 开拓市场$ 转变营销方式

使企业效益提高! 扭亏为赢! 预期加工企业转制会促进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非国有部门收入的提高#

第
(

种改革是一次性安置富余职工# 国有林区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发展需要和企业生产经营需

求考虑不够! 造成了人员冗余问题#

#''%

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 由于林业需求转变! 木材停伐减

产! 又增加了大批富余人员# 为了解决国有林区劳动力资源闲置问题! 开始对富余职工进行一次性安

置# 此项改革对收入的影响比较复杂! 一方面会降低安置职工家庭的人均林业收入和人均国有部门收

入! 另一方面又会提高安置职工家庭的人均非林业收入和人均非国有部门收入! 而对其家庭人均收入的

影响! 则是以上收入增减变化之后的结果! 理论上较难判定结果#

!"#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变化

#''*/!&&%

年期间!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从
! ('*-&&

元(人!, 增长到

% $&!-$!

元(人!,

! 增长了
!((-)!.

' 职工家庭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职工家

庭对林业和国有部门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但仍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从表
!

可以看出"

,''*!!&&%

年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总收入略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但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 从收入平均增长速度来看!

,''*!!&&%

年!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最快! 为
,,-'&.

! 尤其是
!&&(!!&&%

年! 在年平均增

表
$

家庭人均收入变化及平均增长速度

01234 ! 561784 97 :4; <1:9=1 97<>?4 17@ 1A4;184 8;>B=6 ;1=4 >C :4; <1:=91 97<>?4 >C 6>DE46>3@

项目
收入

F

元 收入平均增长速度
F.

,''* !&&( !&&% ,''*!!&&( !&&(!!&&% ,''*!!&&%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总收入
! ('*-&& ( ),)-+( % $&!-$! %-%+ ,*-(' ,,-'&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 *%&-*$ %-'% ,,-!, '-*%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 + ,'+-*$ ( *$&-$! (-+* ,&-(' $-)$

说明" 重点国有林职工家庭人均总收入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全国城镇$ 农村居民收入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所有收入数据

根据全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到
!&&%

年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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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国有收入与非国有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变化图

$%&'() # *+) ,(-.-(/%-0 -1 +-'2)+-34 %05-6) 1(-6 2/7/)!

-80)4 2)5/-( 704 0-0!2/7/)!-80)4 2)5/-(

长速度均超过
#9:

的水平上!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长速度最高! 达
#;<"=:

"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对林业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 从收入和林业的关系来看! 可以将重点国有林区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划分林业收入与非林业收入" 其中! 林业收入主要包括营林收入# 采伐收入# 管护收

入# 林业工业及运输收入# 非木质林产品收入及林业管理等其他林业收入" 非林业收入主要由农业收

入# 畜牧业收入# 工业收入# 商业收入# 服务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构成" 从表
!

可以看出!

#==;">99?

年

期间 !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林业收入增长较快 ! 从
#==;

年的
@;"<@?

元$人 A# 提高到
>99?

年的

# ">!<9!

元$人B#

! 年均增长
;<9>:

以上% 同期非林业收入增长更快! 从
#==;

年的
# ?>><!>

元$人B#提高

到
>99?

年的
; #;=<C=

元$人B#

! 平均增长速度达
#!<>?:

" 从收入结构来看! 林业收入占职工家庭人均收

入的比例不断下降"

#==;

年约为
>;<9>:

!

>99"

年下降到
#?<;!:

!

>99?

年进一步下降到
#@<C":

" 在此

期间! 非林业收入占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则持续上升! 由
#==;

年的
;><=?:

上升至
>99?

年的

?!<"@:

"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非林业收入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对林业的

依赖程度下降" 从林业收入的内部结构变化来看! 采伐收入比例不断下降!

#==;

年为
"<!>:

到
>99?

年

下降至
#<@#:

% 林业工业及运输收入比例下降最为明显! 从
#><@#:

下降到
#<C9:

" 管护与林业管理的占

比则呈增长趋势! 这表明国有林区采伐活动大幅度减少! 更多的人力被投入到管护与管理工作当中! 这

是天然林保护工程调减木材产量! 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力度的结果"

表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变化!按行业分"

*7D3) ! E+70&) %0 .)( 57.%/7 %05-6) -1 +-'2)+-34

&

4%F%4)4 DG %04'2/(G

'

收入来源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H

&元$人"#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构成
H:

#==; >99" >99? #==; >99" >99?

林业收入
@;"<@? ?"C<C@ # ">!<9! >;<9> #?<;! #@<C"

其中( 营林收入
?><@; ?C<@" #!;<?! !<!# #<=9 #<@9

采伐收入
#9;<?# ;=<"# #!?<@" "<!> #<;@ #<@#

管护收入
!"<@! ?><!> #@!<"! #<!= #<?> #<=9

林业工业及运输收入
!#"<=? >=@<!C #>=<!@ #><@# @<C@ #<C9

林业管理等其他收入
#!#<## >9?<?; ;@"<#C C<>C "<@! ?<??

非木质林产品收入
!<"? =><=; ?=<@> 9<#" ><9@ #<9"

非林业收入
# ?>><!> ! @@=<;? ; #;=<C= ;><=? ?#<>; ?!<"@

其中( 农业收入
#;;<># ;#"<;9 ;@=<C! ;<#9 #C<?! ?<=C

畜牧业收入
#=<@C >#><CC #!#<=@ 9<;= "<;# #<C!

工业收入
>@#<## >";<?? !"C<># #9<"@ C<"= "<9#

商业收入
";<"9 #!#<;# C!?<>" #<=9 ><=> @<>@

服务业收入
""9<#" ;=C<>@ # C";<?@ #;<@! #;<@# #;<==

其他收入
?;@<?# # C@;<@? ! ?"@<;= !C<## !"<;> ""<;>

总计
> "=;<99 " C#C<!" ? @9><@> #99<99 #99<99 #99<99

说明(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对国有部门的依赖程度下降

#==;">99?

年期间!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来自国有部门

的收入比例下降了
>#<>

个百分点" 同期! 来自非国有部门

的收入比例则从
#;<=:

上升至
!=<#:

&图
#

'" 这一变化和重

点国有林区职工的就业渠道不断增加相关! 很多林区职工

走出林业局! 开始在本省# 外省甚至国外工作" 以样本区

职工家庭户主的工作地点为例!

#==;

年在林业局工作的比

例达到
=C<9:

!

>99?

年下降至
;;<C:

! 下降了近
#?

个百分

点" 在本省及外省工作的比例不断攀升!

>99?

年在本省工

作比例达到
#"<@:

! 在外省为
;<?:

" 有一部分职工工作地

点仍在林业局! 但已不在国有部门工作&表
"

'"

#==;

年!

王 慧等(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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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为林业局但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占
#&'$(

!

!"")

年占
!"'*(

!

!&&%

年占
#!'!(

" 工作地点

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对国有部门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按照来源还可分为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和其他收入$表
+

%" 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
$$'#(

降至
),'+(

! 表明国有林区

职工家庭不再主要依靠工资生活" 转移性收入增长较为明显! 从
!!',(

先后升至
!$'-(

和
,*'$(

! 这与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专项拨款资助有关" 财产性收入及其他收入略有增长" 表
+

中! 工资性收入的下降和

经营性收入的上涨! 进一步说明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对国有部门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天然林保护工程

开始以后!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开始开展多种经营! 包括发展种植业# 畜牧业及渔业! 在调查中有的家庭

靠养殖林蛙
!"#" "$%&'#()(

而致富! 有的家庭靠采集非木质林产品$木耳
*%&)+%,"&)" "%&)+%,"!-%."'

! 蘑菇

*/&)+%( +"$0'(1&)(

等%而大大增加了收益"

表
!

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构成变化!按性质分"

./012 + 34/562 75 829 :/87;/ 75:<=2 <> 4<?@24<1A

$

A7B7A2A

0C 5/;?92

%

收入构成
人均收入构成

D(

-EE* !&&) !&&%

工资性收入
$$'- )%'- ),'+

转移性收入
!!', !$'- ,*'$

其中退休金
-*', -E'! !+',

经营性收入
-&'& !,'- -+'$

财产性收入
&'E &'* -')

其他收入
&'* !'& -'E

说明&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表
"

职工家庭户主工作地点的变化

./012 ) 34/562 75 2=81<C=25; 1<:/;7<5 <> 4<?@24<1A29

地点
户主工作地点百分比

D(

-EE* !&&) !&&%

林业局
E+'& E-'+ **'+

其中& 在国有部门工作
%E') *E', %*'%

在非国有部门工作
-&'$ !&'* -!'!

林业局外
+'& %'+ !!'+

其中& 在本省
)'- $'- -)'$

在外省
&'% !'- *'%

在国外
&'- &', &'-

说明&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

实证模型设定及结果分析

#$%

模型设置

为了考察重点国有林区各项改革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本研究参考
FGH3IJ

'

%

(

! 高梦滔等 '

E

(

的方法! 设定如下收入决定模型&

2

)-1

K!

&

L!

-

3

)-1

M!

!

4

)-1

M"

)-1

" $

-

%

式$

-

%中& 下标
)

代表林业局!

-

代表家庭样本!

1

代表时间) 因变量
2

)-1

代表各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

均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比例! 家庭人均非林业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比例%!

!

表示回归系数!

5

)-1

表示改革变量! 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

"

)-1

为误差项"

3

)-1

为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以下
)

类&

第一! 家庭特征变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家庭劳动力占家庭人口的比例" 第二! 人力资本变量" 本研究使

用劳动力平均年龄# 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以及职工平均工龄" 按照通常的做法'

-"

(

! 本研究使用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而职工平均工龄被作为收入决定方程衡量经验的指标" 调查样

本中! 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合计占总样本的
$*'E(

" 第三! 社会资本变量" 采用职

工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或林业部门干部衡量" 已有研究认为! 政治身份# 社会地位对收入有一定影

响'

--"-!

(

" 在国有林区! 党员与干部通常社会关系更广! 了解行业信息更多! 更具备获得多种收入的能

力! 这里作为控制变量放入计量分析中" 第四! 资源禀赋变量" 采用家庭是否承包农地和承包林地衡

量" 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与普通城镇居民家庭不同! 他们更接近森林资源! 可以承包经营农地! 承包管护

林地! 在不破坏地表植被! 不降低森林生态功能! 不影响林木生长的前提下! 允许开展林下经济! 开展

种植业# 养殖业# 菌类的采集等" 这些都会影响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因此有必要考虑农地# 林地特征变

量" 表
$

列出了经济计量中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

数据损耗

!""E

年进行回访调查时! 由于搬家# 外出打工# 出差# 旅游# 拒绝访问# 生病# 去世等原因有
,*"

个样本损耗! 为了提高估计的一致性! 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 常用的解决面板数据损耗的方法有
!

种!

$%)



第
!!

卷第
"

期

表
!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 ./0 1$0+$%&',

改革变量 变量 变量解释
2334

年
566"

年
7668

年

市场手段林业生产 市场化手段组织营林! 采伐! 运输作业"实施年数#

!95!

"

:9;3

#

(9:;

"

498:

#

898:

"

39!"

#

森林资源承包管护 森林资源承包管护责任制
<= 6978

"

29!:

#

26976

"

392!

#

2697:

"

8926

#

加工企业转制 加工企业转制比例
<= :98!

"

229:2

#

!3927

"

!!9"8

#

(:984

"

!79"4

#

一次性安置职工 一次性安置富余职工比例
<= 6966

"

6966

#

492:

"

79:4

#

2(9!8

"

2(9((

#

家庭特征

劳动力占比 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 69((

"

69!2

#

69("

"

69!8

#

69((

"

69!3

#

年龄 劳动力平均年龄
<$ !296"

"

2!9:"

#

73983

"

2(938

#

!6926

"

24942

#

人力资本

教育程度 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
<$ (93:

"

79(2

#

4944

"

7988

#

8923

"

7983

#

工龄 国有职工平均工龄
<$ 398:

"

(97:

#

27948

"

49:(

#

2"978

"

89!:

#

社会资本

党员或林业 家庭成员中有无党员或林场! 林业
69!7

"

69"(

#

69!(

"

69"8

#

69!:

"

69"4

#

部门干部 局干部"

2

为有$

6

为无#

资源禀赋

农地 家庭是否承包农地"

2

为有$

6

为无#

6924

"

69!4

#

6924

"

69!8

#

6928

"

69!3

#

林地 家庭是否承包林地"

2

为有$

6

为无#

696(

"

697:

#

6964

"

697:

#

6964

"

697(

#

样本量
2 ":" 2 ":" 2 68"

说明% 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

样本损耗偏误检验结果

#$%&' 4 #',* 0',>&* /. ,$?@&' $**0+*+/A %+$,

说明% 括号内为统计量
!

值$

BCC

表示在
2=

水平上显著&

选择标示变量 改革 其他特征 常数项 样本量
"

7

3":9(66CCC

"

"966

# 控制 控制
:839!28

"

29!"

#

7 368 692!8

王 慧等%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

一种认为样本的损耗是源于不可观测的变量$ 属于 '样本自选择($ 处理方法可采用基于选择偏误模

型)

2!!2"

*

+ 另一种认为样本的损耗是源于可观测的变量$ 需要控制这些变量来解决面板数据损耗偏误)

2:!2(

*

&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包括
!

期$ 样本损耗只发生在第
!

期$ 不存在损耗样本再重新加入面板数据

的情况$ 满足
D//&E0+EF'

处理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样本损耗的方法的假设条件& 因此$ 可采用第
7

种处理

样本损耗的方法$ 使用逆概率加权法"

GHD

#$ 即假设第
;

期是全样本$ 之后每一期都可能有样本丢失$

但丢失的样本之后不会再回来$ 选择标示变量
#

$!

表示每一个时期样本的状态$ 当
%

$!

I;

时表示样本是可

观测的$

%

$!

I6

表示该样本在
!

期丢失$

%

$!

受上一期指示变量
&

$!

的影响& 考虑到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迁

移受外出就业影响会较大$ 虽然外出就业本身并不会导致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迁移$ 但因东北! 内蒙

古重点国有林区多数地处边远山区$ 远离城市$ 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外出就业$ 可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就业信息$ 并且因对外地的了解熟悉程度而减少迁移成本& 因此$ 选择上一期的 '外地就业比例( 作

为控制变量& 第
;

步$ 利用
H0/%+*

模型对每一期选择方程进行估计$ 得出拟合概率
!

"

$!

+ 第
7

步$ 对回访

到的子样本进行
;<

!

"

$!

加权$ 再利用最小二乘法或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式"

;

#$ 得到各项系数的一致估

计$ 样本损耗偏误检验结果见表
4

&

#$%

估计结果

计量回归结果见表
8

所示& 其中$ 第
;

列是第
;

阶段的
H0/%+*

估计结果$ 家庭成员外出就业人数越

多$ 回访到样本的机率越小& 第
7

列至第
"

列是第
7

阶段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第
7

列的因变量是取对数

的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第
!

列的因变量是职工家庭人均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 第
"

列

的因变量是职工家庭人均非林业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 总体来看$ 估计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基

本一致&

市场化手段组织林业生产显著增加了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增幅可达

;9"=

+ 对于职工家庭收入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显著减少$ 下降了

(8: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森林资源职工承包管护责任制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和收入结构均有显著影响" 显著地促进了职工家

庭人均收入的增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实施森林资源承包管护责任制可以使家庭人均收入增加

"(!)

#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增加了
'(*

个百分点!

国有林区加工企业转制后提高了效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促使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增幅达

&(+)

# 对职工家庭收入结构有显著影响"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有所增加!

一次性安置富余职工增加了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对职工家庭收入结构也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前提下" 一次性安置职工使非林业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上升了
,(-

个百分点!

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只在回归
'

中显著" 说明劳动力比例越高"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职工家庭人均

收入的比例越高" 说明由于家庭劳动力的增加" 主要依靠劳动力在行业和区域之间的流动来消化" 存在

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本方面" 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龄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 表明工

龄越高" 家庭人均收入越高! 家庭承包农地使家庭平均收入增加
!-(&)

" 家庭承包林地使收入提高

'&(&)

!

!"#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文的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
-

阶段
./0123

估计结果不变" 第
!

阶

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

" 与表
%

结果较为相似!

'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

-,,*!!""%

年期间"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与

此同时" 职工家庭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人均非林业收入$ 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

例上升" 职工家庭对国有部门和林业的依赖程度下降!

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 国有林区内部推行的各类改革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特别是对职工家

庭人均收入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中" 以市场化手段组织林业生产和以家庭为主的森林资源管理方式

显著增加了职工家庭人均收入# 加工企业转制" 改变生产经营思路" 采用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 减员增

表
$

极大似然估计法回归结果

45167 % 879/7::20; /7:<63 0= >5?2><> 62@762A00B 7:32>5320;

项目

第
#

阶段
./0123

估计结果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非国有部门收入占

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非林业收入占家庭

人均收入

市场手段林业生产
!&(&!#CDD

%

!!(,*

&

&(&#+DDD

%

*(*$

&

!&(#'$DD

%

!!(#&

&

!&(&$&

%

!&(%&

&

森林资源承包管护
!&(&&,DDD

%

!+(%&

&

&(&&!DDD

%

'(!E

&

&(&'*D

%

#(*&

&

!&(&!$

%

!#(&$

&

加工企业转制
&(&&!

%

&($E

&

&(&&+DDD

%

,(,$

&

&(&%&DDD

%

E(,'

&

&(&$$

%

#($'

&

一次性安置职工
&(&'$DDD

%

!(,$

&

&(&&*DDD

%

$($E

&

&(&#,

%

&(E'

&

&(&,#DD

%

!(!+

&

劳动力占比
!&(&&#

%

!&(+&

&

!&(&&&

%

!&(!'

&

&(&$*DDD

%

+(*E

&

!&(&&$

%

!&('%

&

年龄
!&(&&*

%

!#($#

&

&(&&&

%

&(++

&

!&(&#'

%

!&(+*

&

&(!!,DDD

%

*(EE

&

教育程度
!&(&#!

%

&($,

&

&(&!,DDD

%

$(,'

&

&($%$DDD

%

+(E,

&

!&(EE#DDD

%

!'(!+

&

工龄
!&(&&%

%

!#(&!

&

&(&!#DDD

%

#!(*,

&

!&('$+DDD

%

!$(##

&

&(&%%

%

#('#

&

党员或林业部门干部
&(##E

%

#(+&

&

&(#E!DDD

%

$(#'

&

!'(++EDDD

%

!'(,!

&

!#(E%#

%

!#(E%

&

农地
&(!$+DDD

%

!(E,

&

&(!##DDD

%

*(!,

&

!'(+*'DDD

%

!'('%

&

!!(*!&DD

%

!!('#

&

林地
&(!,$D

%

#(%%

&

&('&#DDD

%

*(&#

&

!+(&$!DDD

%

!!($E

&

!%(%E'DDD

%

!E(&'

&

外出就业人数
!&(!'*D

%

!#(%*

& ' ' '

常数项
&(++&DDD

%

'(,%

&

*(#!$DDD

%

#,&(%*

&

,(,*,DDD

%

*(E!

&

$*(&$&DDD

%

++(%&

&

!

<

'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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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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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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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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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DDD

%

$,(&&

&

!!(+,%DDD

%

$,(*#

&

!E(&E%DDD

%

$,(!&

&

样本量
# +E+ + '$! + '$! + '$!

伪
!

!

%

F:7<B0 !

!

G &(&!, &(#*! &(&&$ &(&&*

第
!

阶段
H67

估计结果

说明( 括号内为统计量
"

值"

DDD

"

DD

"

D

分别表示在
#)

"

E)

"

#&)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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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表
!

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 ( )'*+',,-./ +',0&1 .2 345

项目 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非国有部门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非林业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

市场手段林业生产
67689:::

!

;7<9

"

!6798!:::

!

!!7<9

"

!678"!

!

!87=>

"

森林资源承包管护
67669:::

!

97;;

"

676";

!

8768

"

!67669

!

!676;

"

加工企业转制
6766!:::

!

;79;

"

676>(:::

!

"7!8

"

676">

!

8798

"

一次性安置职工
6766<:::

!

;7;>

"

67696

!

67>9

"

676(<::

!

978<

"

劳动力占比
!67668

!

!67>>

"

676<<:::

!

=798

"

!6769;:

!

!87=<

"

年龄
!67668

!

!878"

"

6768!

!

67>9

"

67!6!:::

!

86796

"

教育程度
676!>:::

!

<7=8

"

67=(":::

!

"7<"

"

!67">;:::

!

!97<6

"

工龄
6769":::

!

8"7=!

"

!67">!:::

!

!;7<8

"

676>(

!

67(6

"

党员或林业部门干部
678;<:::

!

;7(9

"

!!7;;=:::

!

!"7;6

"

!87;=6:

!

!87(!

"

农地
679"<:::

!

(7"6

"

!"76>=:::

!

!"7!9

"

!!7;6>:::

!

!!7";

"

林地
67!9!:::

!

;7(;

"

!>7!6<:::

!

!!7=;

"

!897;(!:::

!

!;7;;

"

常数项
;78(6:::

!

8<>7"=

"

(7;66:::

!

;769

"

==7=;>:::

!

"97!(

"

样本量
" !=9 " !=9 " !=9

!

9

67!"= 676;! 676((

调整
!

9

67!"" 676;8 676(;

说明# 括号内为统计量
"

值$

:::

$

::

$

:

分别表示在
8?

$

>?

$

86?

水平上显著%

王 慧等#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家庭收入的影响

效$ 则促使国有林区职工家庭非国有部门收入显著增加& 一次性安置富余职工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和收

入结构均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 并结合重点国有林区的实际$ 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重点国有林区推行

的各项改革既缓解了林区 '资源危机( 经济危困)$ 也为国有林区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直接经验* 未来

就是要在充分借鉴这些基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设计出更加科学的国有林区改革方案* 二是国有林区的

各项改革也使国有林区职工对国有部门和林业的依赖程度下降$ 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明显降低$ 深

入推动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三是国有林区应继续利用市场化手段扩大林区就业$ 同时为这些市场化手

段的发挥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 从而为林区职工收入改善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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