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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业的弱质性% 外部性等特点降低了农户营林积极性& 为发展林业!

6--7

年开始中央财政相继启动了森林

抚育补贴% 造林补贴等林业补贴政策试点工作& 政策实施后究竟能否影响农户的林业投入呢' 基于浙江省中央财

政林业补贴试点项目! 选取建德市与开化县共
9//

户农户! 运用
;)<*=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 林业补

贴政策能够显著激励农户增加林业投入! 农户获得的造林补贴金额或抚育补贴金额每增加
/3--

元! 将激励农户增

加
-3/#

元林业投入! 结果分别通过
/->

及
/>

的显著水平检验& 另外! 林业收入% 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树种及年份

差异等变量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户主年龄和林龄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负影响&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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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 "建立造林# 抚育# 保护# 管理投入补贴制度$

对森林抚育给予扶持%$ 此次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户积极性&

#

'

(

$%%&

年
&

月中国政府庄严承诺$ 今后中国

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大力增加森林碳汇$ 争取

到
$%$%

年森林面积比
$%%'

年增加
" %%%

万
()

$

$ 森林蓄积量比
$%%'

年增加
*!

亿
)

!

$ 即 "双增% 目

标) 为实现 "双增% 目标$

$+%&

年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建立造林# 抚育# 保护# 管理投入补

贴制度$ 从
$%%&

年起国家林业局开展造林苗木#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在管理基础

好$ 农户意愿强$ 抚育任务重的原则下选择了
,,

个省*自治区+先行开展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工作)

$%,%

年中央财政在上一年
,,

个省*自治区+的补贴试点工作基础上又相继增加浙江, 广西等多个试点省*自治

区+$ 抚育补贴试点省份共达
$-

个)

$%,%

年$ 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
$%,%

年造林

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 在全国
$%

个省*自治区+启动了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工作)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

-关于
$%,$

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国家级核查结果的通报!指出全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试点完成总面

积
,%&./"

万
()

$

$ 其中人工造林
&/."'

万
()

$

$ 迹地更新
,$.$&

万
()

$

$ 涉及
!,

个省级单位#

, '-$

个县

级单位) 为了确保林业补贴资金的合理使用到位$ 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补助的资金管理$ 财政部# 国家林

业局于
$%,$

年联合印发了-中央财政林业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林业补贴政策作为一项新的林业政策$

旨在提高农民营林积极性$ 保障农户收益$ 促进农户增收&

$

'

) 林业补贴政策自
$%%&

年实施以来至今已

逾
- 0

$ 政策实施究竟能否影响农户的林业投入呢. 尚需深入了解与探究) 从现有研究文献内容来看$

国内外学者研究主要包括相关林业政策的定性分析及农户营林行为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在林业相关政

策的规范经济学定性分析中$ 谢屹等&

!

'探讨了农户林权流转受益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李挥等&

"

'就政府

是否应该补贴森林保险, 补贴多少, 补贴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刘伦武等 &

'

'从林业政策目标实现程

度, 成本以及相关社会效果等方面对林业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价) 部分学者围绕农户营林行为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定量研究) 研究发现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户主自身特征, 家庭因素, 林地情况及政策环境因素)

户主自身特征有户主年龄, 受教育水平及是否村干部等因素&

-!1

'

0 家庭因素包括劳动力数量, 林业收入

及家庭财富等&

&!,%

'

0 林地情况主要指林地上的林种, 林地自然条件及林地规模等与林地直接相关特征的

集合&

/!1

'

) 还有其他学者则研究了集体林权改革&

,

$

,,

'及采伐限额制度&

,$

'等林业相关政策对农户营林行为的

影响) 从研究方法来看$ 关于农户营林行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到多元线性回归,

23456

等计量模型的应用) 综上所述$ 现有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保障和意

义支撑$ 但在林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营林行为的影响研究上明显不足) 据此$ 本研究在分析浙江省林业补

贴政策实施现状的基础上$ 通过农户实地调查数据$ 以农户林业投入为因变量运用
73856

模型实证分析

林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

浙江省林业补贴政策实施现状

!"!

浙江省林业补贴政策现状

$+*"

年$ 浙江省造林补贴试点县*市, 区+共
!"

个$ 试点面积为
1 &&!.!! ()

$

$ 省级以上财政补贴

资金为
$ !!-.$+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贴
1/-.+

万元$ 省财政补贴
* "-+.$+

万元) 浙江省和中央财政的

造林补贴标准为/

!

人工造林$ 乔木林和木本油料林补助
" '++.++

元1
()

!$

$ 水果, 木本药材等其他林

木补助
* '++.++

元1
()

!$

$ 新造竹林补助
* '++.++

元1
()

!$

0

"

迹地人工更新补助
* '++.++

元1
()

!$

) 造林

补贴资金中的直接补贴由省财政分
$

次下达$ 间接费用由省财政一次性下达) 第
*

次发放由造林主体完

成当年造林任务后向所在县级林业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县级林业部门根据造林作业设计, 合同, 技术规

定等组织检查验收$ 达到规定要求的出具验收合格报告并发放直接补贴资金/ 乔木林和木本油料林
!

-++.++

元1
()

!$

$ 其他林种为直接补贴标准的
/+9

) 第
$

次发放在造林主体完成造林任务
! 0

后$ 由省级

林业主管部门会同-造林技术规程!, 造林作业设计等开展造林保存状况检查验收) 验收合格后$ 剩余财

政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

$+,"

年$ 浙江省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县*市, 区+共
'1

个$ 试点面积
-.-/

万
()

$

$ 省级以上财政补贴

资金共
$.+

亿元) 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标准为
, '++.++

元1
()

!$

$ 中央和浙江省共同抚育补贴标准平均

! +++.++

元1
()

!$

$ 具体区分不同抚育类型执行相应的直接费用补贴标准$ 其中珍贵树种补植, 景观化改

舒 斌等/ 林业补贴对浙江省农户林业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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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综合抚育
' (&&)&&

元!
*+

!!

" 垦复施肥及抚育间伐
, &&&)&&

元!
*+

!!

" 除草割灌# 除萌定株# 间伐等

基本抚育
# (&&)&&

元!
*+

!!

$ 森林抚育补贴资金分
!

次拨付$ 第
#

次在省批复森林抚育实施方案后" 省财

政拨付
$&-

补贴资金% 第
!

次在省林业厅组织省级核查验收合格后" 省财政再拨付
,&-

森林抚育补贴

资金$

!"#

案例县!市"林业补贴政策现状

!&.,

年和
!&#'

年建德市造林补贴总额分别为
###)&&

万元和
,&)&&

万元" 造林补贴试点面积分别为

%'%)%$ *+

!和
!&&)&& *+

!

%

!&#,

年和
!&#'

年建德市森林抚育补贴总额分别为
,/&)&&

万元和
/&&)&&

万

元"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面积分别为
# !%%)%$ *+

!和
! %%%)%$ *+

!

$

!&#,

年和
!&#'

年开化县造林补贴金额分别为
/()$#

万元和
!%&)&&

万元" 造林补贴试点面积分别为

/&&)&& *+

!和
# ,,,)&& *+

!

%

!&#,

年和
!&#'

年开化县森林抚育补贴总额分别为
%(&)&&

万元和
%&&)&&

万

元"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面积
! #%%)%$ *+

!和
! &&&)&& *+

!

$

!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分析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
!&#'

年及
!&#(

年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补贴试点社会经济效益监测项目调

查$ 实地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方法" 在浙江省选取建德市与开化县" 在
!

个样本县

&市'选取具有
!

种以上&含
!

种'林业补贴项目实施的
'

个乡&镇'" 并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

个村" 共计

/

个村
,!&

个不同样本农户( 剔除信息缺失的农户" 得到有效农户样本数为
,##

户" 其中林业补贴户

#!#

户" 非林业补贴户
#0&

户" 样本有效率为
0$)#0-

&表
#

'( 采取 )一对一* 的访谈方式进行了农户问

卷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

户主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

营林基本情况与投入情况%

#

参与林业补

贴农户的林业补贴情况%

$

参加林业补贴试点政策执行情况%

%

林业补贴政策评价与建议(

表
!

有效样本分布情况

12345 . 67895*74: 92+;45 :<9=><38=<7?

年份 县&市' 乡镇
非补贴户 补贴户

合计
@

户
数量

@

户 比例
@-

数量
@

户 比例
@-

!&.,

开化 华埠
!' .!)%, .& /)!% ,'

池淮
!, .!).. .& /)!% ,,

建德 乾潭
,& .()$0 .' ..)($ ''

!&.'

开化 华埠
!. ..)&( .0 .()$& '&

池淮
!. ..)&( .0 .()$& '&

建德 航头
!. ..)&( .$ .')&( ,/

总计
.0& .&& .!. .&& ,..

李家
,& .()$0 .' ..)($ ''

李家
!& .&)(, ./ .')// ,/

说明+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整理(

#"#

描述统计分析

实地调查发现+ 林业补贴不仅减轻了农户林业投入上的压力" 而且激励农户增加林业投入( 对比林

业补贴户与非补贴户的林业投入差异发现" 林业补贴资金对增加林业投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农

户的林业投入的调查分析可知&表
!

'+

0.)$'-

的林业补贴农户在所调查年份中有林业投入" 户均林业投

入为
.( ,.0)%!

元!户!.

% 而非林业补贴户中有林业投入的农户占比
%&)&&-

" 户均林业投入为
' %$'),.

元!户!.

" 与林业补贴户的户均林业投入有较大差距( 该差距不仅体现在案例总体中" 在不同年份或不同

案例县&市'中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年份上看"

!&.,

年和
!&.'

年非补贴户与补贴户的林业投入差异维持

在
. &&&)&&

元左右% 从案例县&市'来看" 开化县
!

类群体之间的差距&

/ &.()0.

元'远小于建德市
!

类群

体间的差距&

., ,..)$!

元'" 这可能跟两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 经济发展对林业投入有放大的作

用效果( 从各类均值检验结果来看" 补贴户的林业资金投入与非补贴户在
.-

的统计水平上均存在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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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补贴户与非补贴户的林业投入差异

#$%&' ( )*%+,-,.'- $/- /0/!+*%+,-,.'- 102'+324 ,/5'+36'/3 -,11'2'/7'

是否补贴户 样本数
8

户
当年有林业投入 林业投入

8

!元"

户9:

#

均值检验

!

!

值#户数
8

户 户数
8;

补贴户
:(: ::: <:=>" :? !:<=@( ?=>@A "BCC

非补贴户
:<A ::" @A=AA " @>"=!:

补贴户
"D "? <!=>? :> D:!=D> "=!A> @CCC

非补贴户
:A> @! ?D=DD " >(:=":

补贴户
>! @@ <A=": :! @:<=AA "=A:( ?CCC

非补贴户
D! ?: @:="? " @:@=:"

补贴户
@@ @: <(="( :: <<@=A? "=:D! >CCC

非补贴户
:A( >@ >"=?: ! <DA=:"

补贴户
?? ?A <A=<: :< !>"=!D !=@@D ACCC

非补贴户
DD !D "!=:D @ A@(=@@

分组依据

案例总体

年份

案例县市

(A:!

(A:"

开化

建德

说明$

C

%

CC

和
CCC

分别表示在
:A;

%

?;

和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差异& 可见林业补贴对于营林投入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

林业补贴对农户林业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研究假说

!=:=:

林业补贴政策 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广泛用来处理需要' 动机' 目标以及行为者之间关系的核

心理论& 行为科学认为动机来自需要% 需要决定人们的目标% 而激励作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 起着激

发' 驱动并强化人的行为的作用& 林业补贴不仅可以弥补部分营林生产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家庭收入&

激励理论认为% 如果农户的付出能得到林业补贴政策的奖励和肯定% 就会产生增加林业投入的行为动

机% 发生相应的增加林业投入的行为& 激励理论指出% 由于农户在性别' 年龄' 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差

异% 导致他们对林业补贴政策的激励要求也不相同% 相同的林业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的激励效应也存在

差异&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 农户行为是由行为动机' 行为合理化以及行为的反思性调节所构成的一系

列过程& 农户的行为动机来源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又受其他非物质因素的影响% 行为动机影响着

农户行为态度和经营行为的选择(

:!":"

)

& 因此% 本研究假设当农户获得越多的造林补贴或获得抚育补贴资

金时% 农户家庭林业投入也会相应增加&

!=:=(

户主特征 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 家庭生活和生产的各方面决策主要是户主决定的% 因此户主特

征对农户家庭生产行为影响较大&

!

户主年龄高可能营林经营经验丰富且与林业感情更深% 更愿意增加

林业投入% 但也可能因规避风险而减少林业投入& 户主年龄对林业投入影响方向暂不确定&

"

高学历农

户往往会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 会更多的依据营林环境增减投入& 受教育程度会正向影响农户

林业投入&

#

户主是村干部或担任过村干部时% 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另一方面也较容易调动相

关资源% 因此当户主担任过村干部时可能会增加林业资金投入&

$

户主主要职业为务农时% 相对于非务

农的户主家庭会增加林业投入资金&

%

越了解林业补贴政策% 则政策激励效果越大% 刺激农户增加林业

投入&

!=:=!

家庭特征 家庭资源情况既能够为林业经营提供资源% 也相对地会限制约束林业经营&

!

家庭人

口' 劳动力数量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在营林过程中可以投入更多家庭劳动力替代雇工% 从而减少林业投

入&

"

家中上学人数越多% 则需要更多的教育投资% 从而相对地挤占了林业资金投入% 导致农户减少林

业投入&

#

家庭收入是农户进行林业资金投入的最基本资源约束% 农户家庭收入的上升会增加农户用于

林业投入的资金从而增加林业投入% 因此林业投入会随着林业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

非林业收入越高%

可以增加林业投入资本% 但也可能会降低农户家庭对林业的依赖性% 因此非林收入对林业资金投入的影

响并不确定&

!=:="

营林特征 营林特征对林业投入影响可能较大&

!

一般来说% 经济林投入成本高于用材林投入成

本% 其他林种投入成本则低于经济林和用材林% 因此假设营林主要树种能正向影响林业投入&

"

幼龄林

舒 斌等$ 林业补贴对浙江省农户林业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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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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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抚育较为频繁! 中龄林次之! 成熟林管护抚育工作较少! 因此假设林龄越大! 林业投入越少"

!"#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研主要是了解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营林特征及林业补贴获得情况" 其中户主特征包括年

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村干部# 是否务农及林业补贴政策认知情况$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 劳动力数

量# 家中上学人数# 林业收入以及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特征包括营林主要树种以及林龄$ 其他特征包括

年份# 地区差异$ 林业补贴获得情况主要是衡量农户家庭获得的林业补贴资金! 包括造林补贴金额及抚

育补贴金额"

调查结果显示%

!

林业投入" 林业投入均值为
$ #'#(&&

元! 其标准差为
#) )%&(&&

元! 表明不同农

户间林业投入数据较为分散! 波动较明显"

"

林业补贴情况" 造林补贴金额及抚育补贴金额标准差都远

高于均值! 这是因为非林业补贴户的补贴资金为
&

! 而林业补贴户的补贴资金较高! 两者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

#

户主特征" 农户平均年龄
*+(#%

岁! 标准差为
,()&

岁! 农户年龄波动较小! 大部分都是老龄

农户$ 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初中水平$

!&-

的受访农户是村干部或担任过村干部$ 半数受访者的户

主主要职业是务农" 户主林业补贴政策认知情况均值为
.(*,

! 标准差
&($&

! 这说明户主认知大多偏向于

不了解林业补贴政策"

$

家庭特征" 家庭平均人口为
+(+#

人$ 劳动力数量平均为
!(,!

人! 与家庭人口

相比较可得! 家庭劳动力比率较好$ 家中上学人数平均值为
&(+'

人! 标准差为
&(%$

人! 说明家中上学

人数较少$ 家庭林业收入平均为
#& +))(&&

元! 其他非林收入平均为
,& '%,(&&

元! 由标准差可知! 林

业收入数据更为分散"

%

营林特征" 营林主要树种平均值为
!(&*

! 标准差为
&(*&

! 这说明数据大部分集

中在用材林$ 而林龄均值
#('#

! 标准差为
&('&

! 数据分布较为平均"

&

其他特征" 由平均值及标准差可

知!

!&#)

年和
!&#+

年调查样本基本一致! 总体来说开化受访农户略多于建德农户&表
)

'"

表
!

变量解释及描述统计

/0123 ) 456207089:; 07< <3=>:?68?@3 =808?=8?>=

关键自变量% 补贴情况 其他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造林补贴 抚育补贴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村干部 是否务农 补贴政策认知情况

定认及赋值
当年林业投

入资金金
A

元

获得造林补

贴金额
A

元

获得抚育补

贴金额
A

元

户主当年

年龄
A

岁

户主受教育

年限
A0

.

表 示 是 !

!

表示否

.

表示是 !

!

表示否

.

表示不了解!

!

表示基

本了解!

)

表示了解

平均值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最小值
&(&& &(&& &(&& !*(&& &(&& &(&& &(&& .(&&

最大值
'* &&&(&& !* &&&(&& *$ ,*&(&& '%(&& .$(&& .(&& .(&& )(&&

预期影响 正影响 正影响 不确定 不确定 正影响 正影响 正影响

项目
因变量% 林

业投入

项目
家庭人口 劳动力数量 上学人数 林业收入 其他收入 主要树种 林龄 年份 地区差异

定认及赋

值

家庭实际

人 口 数
A

人

家庭劳动力

数量

&

表示无!

.

表 示
.

人 !

!

表

示
!

人

家庭当年

林 业 收

入
A

元

家庭当年

非林业收

入
A

元

.

表示其他

树种 !

!

表

示用材林!

)

表示经济林

.

表示幼龄

林 !

!

表示

中龄林 !

)

表示成熟林

&

表示
!&.)

年 !

.

表示

!&.+

年

&

表示开化 !

.

表

示建德

平均值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最小值
.(&& &(&& &(&& &(&& )&&(&& .(&& .(&& !&.)(&& &(&&

最大值
,(&& '(&& !(&& $& &&&(&& )&% +&&(&& )(&& )(&& !&.+(&& .(&&

预期影响 负影响 负影响 负影响 正影响 不确定 正影响 负影响 正影响 不确定

其他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其他控制变量% 营林特征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特征

说明%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 $%&'(

模型回归分析

)()(.

模型设定 林业是一个长周期# 持续经营的行业! 不同于短周期的农业生产" 农户林业生产行为

没有同步性! 即根据林地情况的异同! 不同农户在同一年可能会没有林业资金投入的行为(

.*

)

! 因此农户

林业投入会出现一定比例的
&

观测值" 在本次监测调查中!

!$(%*-

的农户家庭在特定时间内&

!&.)

年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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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无林业资金投入" 这种现象破坏了线性假设# 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不适用于分析该数据"

&'()*

模型结合了
+,'()*

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是一种涵盖因变量不存在负值的模型# 适用于在正值上大

致连续分布但包含一部分以正概率取值为
$

的结果变量$

%-!%.

%

" 对于本研究中的农户家庭林业投入资金#

其取值为非负值# 且有部分数据以正概率取
$

值# 因此可用
&'()*

模型分析林业补贴政策对林业投入的

影响" 因此# 在上述方程基础上可定义一个潜变量模型"

!

"

/

"!

#

0!

$

#

$

%

1!

%

&

'

"

1

其他因素
1!

"

"

其中&

!

"

2#

'

$

#

"

#

!#

"3%4#4!

#

555

#

$

"

!

"

3

!

"

/

!

"

/＞$

$ !

"

/

!

"

$

"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

为农户当年的实际林业投入资金# 包括种苗( 农药( 化肥( 农膜( 灌溉( 机械作业

费用及雇工等费用# 取值为非负值#

!

"

/为潜变量) 林业补贴政策用获得的造林补贴金额及抚育补贴金额

来衡量#

&

'表示农户获得造林补贴的金额# 是连续变量)

&

( 表示农户获得抚育补贴的金额# 是连续变

量) 其他因素是指可能会对农户该年林业投入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包括农户的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营林特征以及其他变量特征*

!

$

是常数项#

!

%

#

!

#

分别是连续变量
&

'

#

&

(的系数# 衡量了林业补贴金额

对农户家庭林业投入影响的效应*

!5!5#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基于以上调查样本和模型设定#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
6&7&7 %#

对影响农

户林业投入的各因素进行
&'()*

模型分析# 并重点估计了林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效应
!

%

和

!

#

* 表
"

报告了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模型整体来看# 参与模型的样本数量为
!%%

个#

)

统计值为
85!-

#

*

值小于
$5%

# 通过了
%9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伪对数似然函数值绝对值较大* 由此可知# 模型整体显著性

较强* 根据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58

以内# 且模型中的方差膨

胀因子'

:;<

!为
%5!.

* 根据经验判断方法表明# 各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中虚拟变

量的边际影响等于其从参照组上升至相应组所产生的变化*

!

关键自变量* 从表
"

可以看出# 农户获

得的造林补贴金额与抚育补贴金额对农户的林业投入分别在
%$9

与
%9

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影响* 对

相关系数可作如下解释& 在有进行林业投入的农户中# 控制了农户其他特征因素后# 农户每获得
%

元造

林补贴# 其林业投入资金会增加
$5%!

元# 每获得
%5$$

元抚育补贴其林业投入会增加
$5%!

元* 这一结果

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 从总体上看# 林业补贴政策确实能够正向的影响农户林业投入# 正如一些学者

对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解析# 农户会根据政策补贴改变生产行为# 特别是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决策具有政

策诱致性# 相关补贴政策能够诱使农民增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对生产投入行为产生影响) 但另一方面

由于林业外部性+ 弱质性等特性# 农户营林积极性仍然不高# 农户用于林业投入的补贴资金的边际效益

小于
%

# 即农户林业投入小于林业补贴资金,

"

其他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林业收入( 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主要树种( 林龄及年份差异等变量均通过了
%9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其中林业收入( 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树种及年份差异等变量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正影响) 户主年龄( 林龄等变量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

著负影响,

%

!户主个体特征,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户主年龄每增加
%

岁# 农户林业投入会减

少
%$!5=>

元# 该结果在
89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

!家庭特征, 林业收入每增加
%5$$

元# 农户林业投入将

可能增加
$5$-

元# 并且通过
%9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林业收入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的激励作

用, 其他非林收入每增加
%

元# 农户林业投入将增加
$5$#

元# 该结果通过
89

的显著水平检验,

!

!营林

特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其他树种来说# 在
89

的统计水平下# 营林树种主要为用材林的

农户林业投入会增加
! !8%5#-

元) 而经济林农户的林业投入在
%$9

的统计水平下相对于参照组增加了

! >##5%8

元,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中龄林的投入相对参照组低
% >8"5$"

元# 成熟林的投入比参照

组低
# %>"5.8

元# 结果均在
89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其他特征,

#$%"

年相比
#$%!

年农户户均林业投

入增加了
% !#$5>-

元# 该结果通过
%$9

的显著水平检验, 在实证分析结果中# 其他控制因素如户主受

教育程度( 是否担任村干部( 是否务农( 政策认知情况( 家庭人口( 劳动力数量( 家中上学人数及地区

差异对农户林业投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可能的解释有&

!

户主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小学或初

中# 其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差异并不大# 尚未能影响其林业投入决策)

"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渠道的多样

化和信息的丰富性# 村干部可能并没有更多的信息)

#

所调查农户或多或少都存在兼业现象# 因此农户

间差异并不大)

$

可能的原因是林业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有限# 良好的政策认知并不能刺激农户增加林

舒 斌等& 林业补贴对浙江省农户林业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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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林业补贴政策对林业投入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

'()*+ , -./01(/023 4+.5*/. 26624+./47 .5).087 92*0:7 23 624+./47 0395/

系数值
!

值
"

值 边际效应

补贴情况 造林补贴金额 连续变量
;

元
&<!=> ?<$, &<&@! &<?A

个体特征 年龄 连续变量
;

岁
!!AA<?,>> !!<!! &<&!$ !?&A<=@

受教育程度 连续变量
;( ,!<$& &<?@ &<@B@ ?=<&,

是否村干部 否!参照组"

是
?@A<&& &<&% &<=B& @?<%!

是否务农 否!参照组"

是
=%,<$, &<%@ &<,=$ ,A&<!@

政策认知 不了解!参照组"

基本了解
!@@A<?= !&<A& &<$%@ !A=A<=?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连续变量
;

人
$<@= &<&? &<==& A<B!

劳动力数量 连续变量
;

人
!B,,<@! !&<%& &<B,% !!,!<==

家中上学人数 无!参照组"

?

人
!!@!<!= !&<?= &<@,= !?!B<=&

!

人
B&,<@B &<!, &<@?, !!B<?%

林业收入 连续变量
;

元
&<?A>>> A<&% &<&&! &<&%

营林特征 主要树种 其他林种!参照组"

用材林
$ B?A<=%>> !<&B &<&,? A AB?<!%

经济林
@ B%=<$$> ?<=? &<&B$ A @!!<?B

林龄 幼龄林!参照组"

中龄林
!, ?B%<==>> !!<!% &<&!, !? @B,<&,

其他特征 年份差异
!&?A

年!参照组"

!&?,

年
! =%?<B, ?<@B &<&%% ? A!&<@%

地区差异 开化!参照组"

模型情况
#

!

!&C !=#

"

B<A%

概率值
&<&&&

伪判决系数
&<&!& %

对数拟似然值
!! ,$=<&#B $

主要变量

抚育补贴金额 连续变量
;

元
&<A&>>> A<,# &<&&# &<#A

了解
!# ##@<#& !&<,! &<%$@ !,=@<%@

其他收入 连续变量
;

元
&<&,>> !<&, &<&,! &<&!

成熟林
!, @=@<,=>> !!<,& &<&#$ !! #@,<$B

建德
%&@<$@ &<,# &<%@A !$#<B!

说明#

>

$

>>

和
>>>

分别表示在
#&D

$

BD

和
?D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整理%

业投入&

!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更多的家庭人口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并不能替代营林雇

工&

"

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 小孩上学的支出并未挤占林业资金的投入%

#

一方面建德经济发展更好$

农户在各方面的资金投入都会较开化农户多$ 但另一方面开化农户更为重视林业$ 其在林业方面的投入

也会高于其他地方$ 两方面的作用相互抵消$ 因此在数据中并未体现两地林业投入之间的差异%

,

结论与建议

!"#

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补贴试点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运用
'2)0/

模型

实证分析了林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林业投入影响% 结果表明# 林业补贴政策能够显著激励农户增加林业投

入$ 其中农户获得的造林补贴金额每增加
?<&&

元$ 将刺激农户增加
&<?A

元林业投入& 每获得
?<&&

元抚

B,&



第
!"

卷第
!

期

育补贴资金! 农户林业投入将增加
#$%!

元! 结果分别通过
%#&

及
%&

的显著水平检验" 另外! 林业收

入# 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树种及年份差异等变量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正影响$ 户主年龄# 林龄等变量

对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负影响"

!"#

政策建议

林业补贴政策能够显著正向激励农户增加林业投入! 因此政府可从提高林业补贴标准及扩大补贴覆

盖面入手"

!

实施动态差异化林业补贴标准" 林业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的营林积极性! 应该注意补贴

政策的激励强度! 确定合适的补贴标准! 农民只有感觉到营林有利可图! 营林积极性才能提高" 这就要

求林业补贴政策应该适时调整! 根据劳动力及农资等要素投入成本的变动来调整补贴标准! 确保政策对

农户的激励强度" 目前国内林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 但目前国内现有的中央林业财政

补贴标准仍然较低" 国外政府林业补贴占营林成本的比例大多为
"#&'()&

! 因此建议借鉴国外支持政

策! 实施与林业生产成本挂钩的动态化林业补贴标准" 同时! 针对国内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 营林成

本差异的局面! 建立区域差异性林业补贴标准体系! 改变传统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标准 %一刀切& 局面!

在物价水平较高地区的补贴标准应高于平均水平! 有条件的省# 地'市(级财政可进行相应配套补贴"

"

扩大林业补贴覆盖面! 增加林业政策扶持" 相对于农业! 林业是项风险高# 周期长# 外部效益明显的行

业! 亟需补贴政策的支持以提高营林积极性" 目前调查中发现! 半数以上农户都未获得林业补贴" 因

此! 建议应在地域上实现普惠制! 在中央财政补贴对各省全覆盖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省以下的覆盖范

围! 从而使林业地区都能获得补贴政策的支持" 农户的经营目标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往往并不完全一

致! 应借鉴农业补贴政策的经验! 综合运用财政# 信贷# 价格# 保险等多种激励手段! 逐步增加其他方

面的林业政策支持! 如林业贷款优惠政策# 商品林保险相关性政策"

对于林业收入# 其他非林收入# 营林树种等其他显著影响农户林业投入的变量! 可从以下方面考

虑)

!

增加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给林业生产提供便利! 从而降低林业生产相对成本! 提高农户林业收

入$

"

提供技术和信息! 引导农户种植经济价值高且生态效益好的用材林或经济林相关树种$

#

出台相

关政策支持鼓励农村青年营林! 如技术支持# 贷款优惠等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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