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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地位和作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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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为全面科学地衡量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 在明确区分林业和森

林资源的前提下 , 从林业价值评价入手 , 首先建立了林业价值评价模型。该模型将林业价值

分为 3个部分:森林资源产生的经济流量的价值 , 非经济流量的价值 , 自我更新的价值 。在

林业价值评价模型基础上 , 使用一些指数和贴现率对林业价值各部分进行贴现和修正 , 从而

得出森林资源价值的评价模型 。进而在上述模型基础上 , 提出了一套林业地位和作用的衡量

指标 。指标共 35个 , 其中 28个用于确定林业价值 , 7个指标用于在林业价值基础上确定森

林资源的价值。表 2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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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关于保护 、培养 、 管理和利用森林 、 木材 、林地资源及其他林产品以使其持续惠及人类的

一种科学 、 艺术 、实业和实践 , 是围绕 “森林” (forest)而展开的一切活动
[ 1]
。森林是林业的对象 ,

是自然界用途最广泛最丰富多样的资源 , 它为人们提供大量的经济 、环境 、社会和文化利益 , 不仅可

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如木材 、燃料 、 食品 、饲料 、 纤维 、房屋和药材等 , 还能为人们提供娱乐和运

动场所 , 满足人们的审美文化和精神需求
[ 2]
, 为林区人提供家园 , 同时还可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再生 ,

在地方 、 国家 、 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传统上人们将森林主要看作木材的来

源 , 对于森林的管理也主要从木材的产量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着眼。由于森林面积减少 、 人口膨胀

和资源的过量消耗 , 全球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问题 , 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森林效

用和价值的多重性 , 从而也认识到保护和管理森林以获得其多重价值的重要性 , 并着手进行森林管理

由经济效益优先向生态效益优先的转变 。为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 实现森林管理的转变 , 有效制

定林业政策 、经济政策和环保政策 , 评价地方在保护森林和森林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 需要

对森林和林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 。而要做到这些 , 则需要确定一套合理科学而又方便

的指标体系。该课题的目的就在于研究一套这样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

位和作用 。

1　研究方法

现有对林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或资产的评价上 , 且均使用森林资源或森



林资产的价值来代替林业的价值。森林资源是林业的对象和基础。对林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离不开对

森林资源的全面和正确评价 , 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 因为林业和森林资源或资产是 2个不同的概

念。森林资源或资产是存量 , 它的产生和存在依赖于气候土壤条件和自然力的长期积累 , 人类的介入

不是它存在的前提 , 而林业则是关于保护 、 培养 、管理和利用森林 、木材 、林地资源及其他林产品等

一系列旨在使其持续惠及人类的活动所派生的一个经济体系或行业 , 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森林资源

是林业活动的对象和基础 , 而不是林业本身 。衡量一个行业的地位和作用 , 该行业所占有的资源量固

然很重要 , 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该资源所做的贡献 。这种贡献 , 才是林业的价值或森林资源的服务价

值 , 是利用森林资源所产生的价值增值或流量。只有在这种认识下 , 对林业所做的评价才能够与国民

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其他流量相比较 , 才具有客观现实意义 。

科学性是本课题的主旨之一。任何资源的价值都是多维的 , 但人们对多数资源的知识却是逐步积

累和演变的 , 很多知识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才获得的 。人类对森林作用

和功能的认识正是如此。不幸的是 , 要赋予任何资源经济或货币价值 , 都无法脱离人类的认知能力 、

认知水平和偏好 , 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概念 , 而不是一个纯自然科学概念 , 不可

避免地要掺杂人类的主观判断 。在这方面任何超越人类观念和认知能力的企图都是不会成功的。要评

价一件事物 , 人们首先在自身的信息范围内进行 。其次 , 随着稀缺程度和与自身相关程度的不同 , 人

们的评价也是不同的 , 也就是说 , 价值是一个相对概念
[ 3]
。基于此 , 评价只能局限于现有的信息范围

且使用当前价格 。正因为如此 , 人们普遍显得短视 、 自私和缺乏理性。所以尽管生态学家通过一系列

的观察和研究 , 确确实实地证明了森林的重要性 , 但要让公众和科学家站在同一高度认识问题 , 并将

此反映在自身的效用函数里 , 似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只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 , 由此逐渐改变人们

的信息约束 , 要赋予事物经济价值 , 还得依靠经济方法 , 依靠公众的评价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

困难 。

在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评价中 , 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是边际成本法 、 边际效用法和供求法则。

在森林资源的形成中 , 自然力起着主导作用 , 加之其公共产品特性 , 整体上使用边际成本法是不可行

的。供求法则只有在市场存在时才起作用。边际效用法则即 David Pearce 使用的 willingness-to-pay or

WTP 或willingness-to-accept or WTA法。这种方法在森林资源的评价中被普遍采用 , 尤其是对森林的生

态环境和美学价值的评价 , 但要得到近似意义上的科学价值 , 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还是不可行的。首

先 ,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 由于搭便车的可能 , WTP完全有可能并不反映公众的真实支付意愿;其次 ,

在统计学的角度 , 该方法需要做大量的调查 , 在现实的统计中 , 成本太大 , 不容易做到;第三 , 在一

个多元价值体系 、多生态体系的社会里 , 衡量的尺度是无法统一的 , 这势必造成评价的随意性;最

后 , 这种方法的评价基础是公众 , 而不是林学家或生态学家 , 所以得不到近似科学意义的结果。

在一种资源或资产的服务价值的评价中 , 经济学中使用的是该资产的边际生产力或边际产品价值

法 , 也即这种资产在存续期内能给其所有者带来收入川流的能力。但森林资产所产生的川流并非全部

是经济意义上的 , 它更多的是经济以外的如生态效用川流 、美学与环境效用川流 , 在很多场合下 , 赋

予它们货币价值是非常困难的 。这同样给林业价值的评价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本文从林业价值即森林资源的服务价值入手 , 以公众的认知水平为基础 , 利用经济学的方法 , 首

先提出一个林业价值评价模型 。该模型将林业价值分为 3个部分:森林资源产生的经济流量的价值 ,

非经济流量的价值 , 自我更新的价值。

在林业价值评价基础上 , 使用一些指数和贴现率对林业价值各部分进行贴现和修正 , 从而得出森

林资源价值的评价模型。

在模型的基础上 , 提出衡量林业价值和森林资源价值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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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

2.1　林业价值模型

森林的功能简而言之就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收入川流 , 同时在自然力的帮助下

又能不断地进行自我补充或重置。用公式表示如下:

W =W1 +W2 +W3 。 (1)

式 (1)中 W代表林业的总经济价值 , W1 代表森林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川流 , W2代表森林资源产生

的非经济收入川流 , W3 代表森林资源的自我更新和重置价值 。

经济收入川流是指各种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的收益 , 包括木材 、 木制品 、纸制品 、薪炭 、 竹材 、竹

制品 、茶 、桑 、 果 、 药材 、花卉 、 苗木 、食用菌和野生动植物等的利用价值。非经济收入川流是指美

学 、 生态 、环境 、文化教育 、 休闲游憩及林地对人类尤其是林区人的容纳等社会功能。森林的自我更

新能力是森林资源所特有的 , 它的基础是森林植物的总贮量价值及森林的自然生长率。

对于非经济流量的评价 , 这里不使用WTP 法 , 而使用为了获得非经济功能的享受 , 消费者实际

支付的成本 , 再加上政府为维护和恢复和保持森林这种功能的实际支出。因为公众的支出代表了他的

实际支付意愿 , 政府的支出一方面代表了公众的愿意 , 另一方面代表了社会对这种功能的需求和认

可 , 在某种程度上 , 也体现了科学的成果和呼声 。但这一方法的基础基本说来仍然是公众。为了得到

科学意义上的森林价值 , 需要使用一个指数来调整 , 这一指数应该能够代表科学家和公众在认知能力

和水平上的差异 。

由此 , 式 (1)可以改写为:

W =W1 +W2′/K 2 +W3′×R3 。 (2)

式 (2)中 W2′是在公众基础上所获得的评价值;K 2 为一个百分比 , 代表公众与生态科学家在认知水

平上的差异;W3′为森林植物价值的总贮量;R3 为森林资源的自然更新率 。

2.2　森林资源和资产的评价

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现有研究模型基本上不区分森林资源和资产 。但森林资源和资

产是有区别的 , 资源是自然产生的 , 而资产是人格化了的资源 , 是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川流的资

源。对于森林 , 由于原始森林的减少 、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及活动能力的加强 , 在其形成过程中人为

因素越来越多 , 森林资源的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 , 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仍是明显的。

2.2.1　现有的模型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英国经济学家 David Pearce 的模型。该模型如下:一种资

源的总经济价值可以分为使用价值 (VU)和非使用价值 (VNU)。这里所指的经济价值是对森林所有

价值的货币比 , 即用货币单位衡量的各种价值。

使用价值又可分为直接使用价值 (VDU)、间接使用价值 (VIU)和选择价值 (VO)。直接使用价值

是指由对一种设施的实际使用所产生的价值 , 如在娱乐场所钓鱼并愿为之支付费用等。间接使用价值

指由生态功能等带来的利益。选择价值是个体对选择保护一种设施的支付意愿 , 如前面钓鱼的例子

中 , 垂钓者为选择在将来某一天能够到此场所钓鱼的支付意愿
[ 4]
。

非使用价值很难定义与计量 , 它可被分为存在价值 (existence value or VX)和遗赠价值 (bequest

value or VB), 存在价值是指为了某些诸如道义 、 利他或其他一些原因的意愿支付 , 与使用价值或选择

价值无关 。遗赠价值是指为保证子孙在未来能使用某一资源的支付意愿。由此 , 资源的总价值可表示

如下:

V =VU +VNU =(VDU +VIU +VO)+(VX +VB)。 (3)

　　David Pearce模型考虑了森林的多种功能 , 森林资源的经济总价值是人们为森林所具备的各种功

能所愿意支付的费用 。但该模型除了前面提到的缺陷外 , 还有如下不足:第一 , 在计量上存在许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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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比如选择价值 , David Pearce 定义为 , 是未来的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 , 是个体为了选择在将来某

一天能使用该资源而对现在进行保护的支付意愿 。事实上 , 这一功能并不是森林所特有 , 人们对大多

数资源的评价都不仅仅只着眼于当前消费 , 而包含着对未来消费功能的选择 , 所以这一项在直接使用

价值和非直接使用价值中已被包含。对于遗赠价值而言 , 人们之所以愿为子孙后代的使用而支付费

用 , 其原因是森林资源能在未来为子孙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使用价值。这实际上与选择价值并无太大

区别 , 而存在价值则在其他价值中已有体现 。第二 , 流量与存量的混用。如直接使用价值 , 是直接用

于消费的支出 , 一般来说是流量概念 , 而其他的价值 , 理应是存量概念 , 但在实际计时中 , 所得到的

往往是某一时期内公众的支付意愿 , 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流量。所以整体来说 , David Pearce模型计

量的结果是趋向于流量的 , 这对森林资源这样一个明显的存量概念来说 , 显然是不合适的。

国内许多学者也作了有益的探讨 , 主要有葛守中的模型
[ 5]
。该模型如下:

森林资源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非直接使用价值。 (4)

式 (4)中 , 直接使用价值包括提供竹木和薪材 、 非竹木林产品 、 休闲娱乐旅游审美等 3项价值;非

直接使用价值包括涵养水源 、 保持土壤 、营养循环 、 净化空气 、增进健康和调节气候等 5项价值 。这

一模型与 David Pearce模型相比 , 较少重复 , 但仍存在流量与存量难以区分的缺陷。

国内另一个是郑四渭的森林环境价值计量模型
[ 5]
。如下式:

森林环境价值 =环境产品价值+环境服务价值+惠及后代的价值。 (5)

这一模型侧重的是环境价值的评价 , 而森林的全部价值不仅仅只体现在环境方面 , 要对森林的全部价

值进行估算 , 尚需对这一模型作进一步的扩展。

2.2.2　森林资源评价模型　本模型是在林业价值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林业价值可被分为 3个

部分:经济流量 、非经济流量及自我更新价值。相应地 , 森林资源的价值也可以被分为 3个部分:一

是用于产生经济流量的或叫做经济流资源 , 二是用于产生非经济流量的或叫做非经济流资源 , 三是用

于自我更新的或叫做自我更新资源 。用公式表示为:

V =V1 +V2 +V3 。 (6)

式 (6)中 V为森林资源总价值 , V1 , V2 , V3 分别代表森林的经济流资源 、 非经济流资源和自我更新资

源的价值 。

经济流资源的价值 , 可利用经济流量和一个适当的贴现率贴现获得。比如 , 一片年收益为 12 000

元 , 收益率为 12%的树林 , 其经济流资源的价值为 12 000/12%=100 000元 。该贴现率可以是林业企

业的年平均收益率。

非经济流资源的价值 , 可以通过对非经济流量的贴现而获得。贴现率是非经济流资源的收益率 ,

可以用生态主题景区或森林公园的年平均收益率来代替。

自我更新资源的价值 , 是森林植物总贮量价值。

这样森林资源价值可表示为:

V =W1/(R 1K1)+W2′/(R2K 2)+W3′。 (7)

式 (7)中 R1表示产生经济流资源的收益率;K 1为所调查地区森林资源的资产化程度 ,与所评价地区

的地理状况 、经济发达程度 、人口密度 、交通发达程度 、城市化程度等因素有关;R2 表示产生非经济流的

资源的收益率 ,其他意义同前。式(7)是在式(2)的基础上通过贴现和修正得到的 ,但此处 V3等于W3′即

森林植物总贮量价值而不是 W3(W3′与R3 之积或森林植物的年自然更新价值), 因为此处要衡量的森

林资源的价值 , 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不是流量概念 。

2.2.3　林业地位衡量　林业地位的衡量应主要以林业的价值为基础 , 林业所占有的资源总量即森林

资源的价值总量也可服务于此目的 , 但只能作为参考和补充。

建立了林业价值模型之后 , 并由依此建立的指标体系核算出林业的价值 , 再根据不同需要 , 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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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价值量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总量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 , 以确定林业的地位。比如要衡

量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可以将林业价值与当年的 GDP 进行比较 , 计算出林业对国民经济的贡

献等 。

3　指标体系及说明

3.1　指标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

指标的设计以上述模型为基础 。

指导思想如下:①尽可能客观全面而充分地评价各种森林的多种效用;②与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思

想一致 , 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环境方针相一致;③实用 、 恰当 、科学 , 逻辑一致 , 尽可能区分流量与

存量;④数据获得方便 , 使用和处理方便;⑤执行成本低 。

3.2　林业价值指标

本指标分 3部分共28个 , 详见表 1。

表 1　林业价值指标
Table 1　Indexes of forestry evaluation

各种流量的确定 指标编号和名称

经济流量 W1

非经济流量 W2

(美学 、 生态保护 、

教育及社会福利效

应)

自我更新价值 W3

木材 、 非木材及其产品

1.木材及竹材采运

2.人造林木产值

3.木材加工及竹 、 藤 、 棕 、 草制品业增值
4.林化产品制造业增值
5.森林食品、 饮料 、 医药制造业增值
6.木 、 竹 、藤家具 、 玩具 、 工艺品制造业增值
7.木 、 竹造纸及纸制品业增值
8.建筑业增值

林产品

9.花卉 、 苗木增值

10.茶 、 桑 、 果增值

11.繁育 、 捕猎野生动物及动物产品增值

12.中药材、食用菌、干果、竹笋、野生植物采集

13.薪材

林产品服务

14.批发和零售贸易 、 餐饮业增值

15.交通 、 运输 、 仓储及邮电通信增值

美学 、 生态环境及教育效应

16.森林生态旅游收入

17.景点建设 、 维护和管理费用

18.森林维护 、 管理及森林工程建设费用

19.灾害防治及污染防治费用

20.教育科研基地价值及教育科研投入

21.保护区建设维护管理及濒危动植物保护费

社会福利功能 (为林区人提供家园)

22.国有林场职工的收入

23.乡镇村林场职工收入

24.林区县林农的林业收入

K2 值的确定

25.居民教育程度指数

26.生态环保与审美意识指数

27.森林植物总贮量价值

28.森林的自然增长率或自我更新率 (R3)

　　第一部分是经济流量 , 分别从木材非木

材及其产品 、林产品增值以及林产品服务业

入手 , 获得依托森林直接产生的经济流量 ,

但在服务业中 , 不包括旅游业增值 。因为森

林旅游是森林美学价值 、 生态价值及教育价

值的体现 , 虽可直接获得经济效益 , 但本质

上是与经济无关的。这部分数据可从统计资

料中获得 , 但多数情况下是产值数据。因产

值统计中有许多重复计算 , 不能真实反映林

业活动 , 故需要进行处理以获得增值量 。但

对于作为原料的木材或竹材等直接计量产

值。这一部分包括 15个指标 , 详见表 1。

第二部分是非经济流量 , 也就是指森林

的美学 、 生态环保 、 教育科研及社会福利等

价值 。社会福利是指 , 它能够提供就业 , 为

林区人提供家园及生活来源。现代林业越来

越强调森林的生态环境效应 , 比之经济流

量 , 这部分价值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如前所

述 , 对这部分价值要进行直接的计量是非常

困难的。但我们又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 把森

林的价值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出来。这部分价

值主要通过人们为获得这类价值的实际支付

以及为维护森林的这种功能所做出的一切支

付和导致的成本来衡量 , 然后再用 K 2 值来

调整。K 2值由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

识2个部分组成 , 通过给予各部分不同的权

重来确定 。该部分有 11个指标 , 详见表 1。

第三部分是森林的自我更新价值。这部

分有 2个指标 , 一是森林植物总贮量价值 ,

二是森林的自然生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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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定森林资源价值的其他指标

为进一步评价森林资源的价值 , 按照模

型 , 对已取得的林业价值需要进行贴现和其他处理。关于这方面指标的共有 7个 , 详见表 2。其中 K 1

值由指标 29 ～ 33加权平均获得 。

表 2　森林资源的价值评价指标
Table 2　Indexes of forest resource evaluation

调整值及贴现率 指标编号 指　标　名　称

K 1 值确定指标 29 人工林和天然再生林在森林中所占比例

30 人工林在森林中所占的比例

31 人口密度指数

32 城市水平

33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R1 值确定指标 34 林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R2 值确定指标 35 森林生态主题景区的平均利润

由于篇幅有限 , 对该模型的实际应用

也即对浙江林业价值 、森林资源价值的估

算以及对各指标的具体处理将留待下篇文

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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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ng index system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forestry

JI Ya-lan , ZHENG Si-wei , CAI X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an 311300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To completely and scientifically measur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forestry industry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 forestry value evalu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on the precondition that forestry and forest resources are

distinguished clearly.The model divided the forestry value into three parts:value of economic flow produced by

forestry resources , value of non-economic flow and value of self-renewal.On the basis of forestry value evaluation

model, all parts of forestry value are discounted and modified with some indexes and discount rates , hence

evaluation model of forest resource value is established.A set of indexes measuring the status and role of forestry

are put forward.There are 35 indexes , 28 of them are used for determine forestry value and 7 for forest resource

value on the basis of forestry value.[Ch , 2 tab.8 ref.]

Key words:forestry;forest resources;evaluations;models;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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