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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自
'4)$

年开始实施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森林资源的保护! 也对农户木材采伐行为产生了

一定的约束% 基于浙江省临安市和景宁县
!

个采伐试点县
%

个村
'!!

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在统计描述分析的

基础上! 对该制度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以更好地指导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并通过实证分析对

农户木材采伐行为的影响因素加以验证% 结果表明$ 采伐地距离农户居住地的路程以及办证花费是否过高分别在

&6

和
'6

水平上对农户采伐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办证手续相比改革前是否简化对于 &采伐数

量' 在
&6

水平上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 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对于 &采伐数量' 在
'"6

的水平上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图
!

表
&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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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实施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按照生长量大于采伐量的原则采伐

成熟林" 禁止采伐未成熟林* 近
/" @

来森林资源采伐管理从 +七五, +八五, 时期的 +严格控制" 统

一管理" 以木材生产为目标, 到 +十二五, 的 +分类管理- 分区施策." 采伐政策一直在实践中调整优

化* 目前" 林农采伐指标需要完成一系列审批流程才能确定" 主要包括/

!

由林农提出采伐申请0

"

经

村委会安排限额0

#

中介机构进行林木采伐作业设计" 按不同的森林类别确定采伐类型- 采伐强度- 采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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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林木蓄积以及更新措施等! 资料提供完整后! 在村里公示
$ '

"

!

由乡镇# 街道林业工作站审核"

!

报县林业局审批"

"

审批同意后由乡镇街道林业工作站发放 $林木采伐许可证% 或者直接到县行政中心

林业窗口各乡镇工作点办理& 这致使木材经营成本上升! 难以在预期时间内进行采伐! 获取收益! 损害

了林业生产积极性'

#

(

& 从研究视角和内容来看!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森林采伐限额的现状与问题'

!!(

(

! 指出

农户进行木材采伐行为决策时受到森林权属'

)

(

) 造林契约'

*

(以及林业管理体制等因素'

+

(的影响! 从技术

选择与政策应用层面进行研究! 对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改革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 使农户成为林业经营主体'

$!%

(

! 采伐限额的管理方式对农户产生的约束更加明显! 迫切需要调整改

革& 那么! 制约和影响农户采伐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如何影响农户采伐行为* 如

何改革森林采伐制度* 本研究基于浙江省景宁县和临安市
!

个采伐限额制度改革试点县+市,的实证调

研! 分析农户合理采伐行为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建议&

,

研究点和数据来源

!"!

研究点和木材采伐情况

本研究选取了浙江省重点林区县+市,和采伐限额制度采伐指标改革试点县+市,的临安市和景宁县作

为样本县+市,! 进行了木材采伐指标对农户行为约束影响的调查+表
,

,&

表
!

浙江省! 临安市! 景宁县三地区相关指标"

#$!%

年#

-./01 , -2311 310.41' 56'57.4839 8: ;56

-

.6< =56>656> 56 ?21@5.6>

+

!",(

,

区域 农民人均纯收入
A

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B

元 林业总产值
B

亿元 人均林地面积
B2C

! 森林覆盖率
BD

浙江省
#+ #&+ +% )+! ( E+)FE& &G,! +&H*"

临安市
,$ *+, $$ $!* !,H(+ "H*, $+H**

景宁县
% (%) !! ((E ,H)$ ,H*, $%H!"

数据来源. 二手数据&

从表
,

可得. 临安市和景宁县是浙江省杭州市和丽水市
!

个林业产业发展较好的县+市,! 森林覆盖

率和人均林地面积均高于浙江人均水平! 林业资源丰富" 两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均

具有代表性&

从
!",!!!",)

年样本县+市,的木材采伐情况来看+图
,

,!

!",!

年以后! 临安市和景宁县年采伐材积总体呈现平缓趋

势! 年均采伐林木蓄积量分别为
,"H+E

万
C

(和
EH+E

万
C

(

&

!&#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以实

地调查来了解木材采伐管理政策试点地区的执行情况& 调

查方法包括农户问卷调查和二手资料收集& 在
!

个样本县

+市,选取具有采伐限额改革项目实施的
)

个乡+镇,! 并在

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

个村! 共
%

个村作为案例村! 其中木

材采伐户
%+

户! 非木材采伐户
(+

户! 共
,!!

户进行调查!

其中有效问卷
,,E

份+采伐户
%!

份! 非采伐户
!$

份,! 问

卷有效率
E$H*D

&

!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分析框架

在森林限额采伐制度背景下! 较为复杂的木材采伐审批程序! 给农户带来了较高的交易成本! 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采伐决策& 农户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 在做出决策时所需要考虑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

本) 谈判成本和执行+监测,成本'

E

(

& 若采伐指标申请审批的过程手续繁杂且花费高! 农户需要考虑采伐

收益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来作出是否采伐的决策&

主观均衡理论将农户的家庭看作是一个集不同行为多种目标于一身的系统结构'

,"

(

& 农户采伐的具体

图
, !",!I!&#)

年临安市! 景宁县采伐材

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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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还受到农户特征! 森林资源! 交通便利程度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图
#

#$ 木材收入是山区农户重要的

家庭经济来源% 若营林预期收入不容乐观% 则农户劳动力可能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

移% 这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又影响森林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图
#

农户采伐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 # *+,-')+.%+& ,/.01(2 1, ,/(3)(2

'

4).%2%1+ 3/5%+& /+4 6)7/8%1'(

森林

!"!

研究假说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 本研究将可能影响农户木材采伐行为的因素分为农户特征& 森林资源&

交通便利程度& 木材销售市场价格和政策影响等
9

个方面% 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

:

( 如果农户经营

的林地面积越大% 那么成熟林的面积相对也越大% 越有可能采伐木材$ 因为林地面积作为农户的基本生

产资料% 极大地影响了农户营林积极性)

::

*

% 故预期影响为正相关+ 假说
!

#

( 如果农户居住地距离采伐

地路程越短% 木材市场销售价格越高% 那么农户越有可能采伐木材+ 因居住地距离采伐地路程与采伐和

运输成本直接相关% 且木材市场的价格是动态变化的% 故农户将权衡各方收益后随时作出决策% 预期采

伐路程对采伐行为有负向影响% 木材市场价格的影响为正相关+ 假说
!

!

( 如果农户认为办理采伐证花

费高% 手续较改革前没有简化% 即认为交易成本增加的农户会倾向于不采伐或减少采伐面积+ 农户在无

法影响木材价格% 也不能改变采伐林木数量的前提下% 为取得最大收益降低成本% 故预期影响为负相关+

!

农户木材采伐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农户采伐行为的描述统计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假说% 主要从
"

个方面进行变量选择( 户主特征变量组
"

:

% 林业资源变量组
"

#

% 便利

程度变量组
"

!

% 市场因素变量组
"

"

% 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显示(

!

农户特征因素+ 由于大部分年轻人外出从商或打工% 本次调查的农户集中在
9:

至
;<

周岁这个年龄段+ 非采伐户中受教育
9 /

以上占比明显高于采伐户中受教育
9 /

以上占比, 可见% 相对

来说% 采伐户的学历层次较低+

"

森林资源因素+ 样本地区林地规模较小% 细碎化程度高% 采伐规模也

较小+ 当占有的林地面积和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小于
: 73

#时% 采伐户的占比明显低于非采伐户, 当占有

的林地面积和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在
:=!

和
!=9 73

#范围时% 采伐户和非采伐户的占比没有明显差异, 当

占有的林地面积和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大于
9 73

#时% 采伐户的占比明显高于非采伐户+

#

便利程度因

素+ 居住地距离采伐地
: 53

及以下%

:=# 53> #=! 53

的范围内% 采伐户占总采伐户的比例明显高于非

采伐户占总采伐户的比例% 而当居住地距离采伐地大于
! 53

时% 采伐户占总采伐户的比例明显低于非

采伐户占总采伐户的比例+ 可见% 大多数采伐户居住地距离采伐地的路程较近+

由上述统计描述反映出% 采伐限额政策总体认知情况较好% 森林可采资源的面积和交通便利程度是

影响农户是否采伐的主要因素% 农户拥有的森林资源越丰富% 采伐地距离家里越近时% 在政策允许的条

件下采伐的可能性越大+

#%!

采伐户采伐数量的相关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
#<:"

年有采伐行为的
?"

户采伐户% 按照采伐面积的大小进行分组% 根据研究假说分析比

梅雨晴等( 采伐限额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木材采伐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9!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较农户木材采伐数量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交叉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

农户特征因素! 统计发现# 在
&() *+

!以下$

&(),#(& *+

!和
#(& *+

!

采伐面积范围内$ 随着采伐面积的增加$ 在
#(& *+

!及以上担任村干的比例和受教育程度
) -

以上农户

的占比明显提高% 受教育程度
. -

以下农户$ 在采伐面积小于
/(" *+

!时占比较高&

"

森林资源因素&

'

个分组的林地面积和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各段数量和比例都相似$ 农户的采伐面积与家庭实际占有和经营

的林地面积显正相关&

#

交通便利程度&

'

个分组的采伐面积$ 均显示随着采伐地与农户居住地距离的

增加$ 农户的占比都下降&

$

木材销售的市场价格& 数据显示$ 木材价格的变动对采伐数量影响的相关

度较小&

上述统计描述反映出$ 采伐限额制度较好地控制了木材供给量的同时也保证了木材价格的稳定% 影

响采伐户采伐数量因素主要是森林资源的面积' 区位因素和农户受教育程度等!

表
!

采伐户和非采伐户的描述统计分析

0-123 ! 4356789:8;3 5:-:85:86-2 -<-2=585

主要影响因素 变量说明
总体情况 采伐户 非采伐户

数量
>

户 百分比
>?

数量
>

户 百分比
>?

数量
>

户 百分比
>?

.&

岁及以下
. '('@ . .($@ & &(&&

./,)&

岁
!@ !/(%) /% !/(.' % !!(%@

户主年龄
)/,@&

岁
.A ./(/% '! '%(/& /$ .%()$

@/,$&

岁
!) !/(&/ !/ !)(&& . //(.'

户主是否当过村干部
是

.! ')(!A !@ '&(A) /@ .)($/

! -

及以下
/$ /.(!A /! /.(!A ) /.(!A

受教育年限
',. - %A $.($A @) $$('% !. @%()$

'&?

及以下
. '('@ ! !('% ! )($/

家庭非农收入占比
'/?,$&? % @($! @ $(/. ! )($/

林地面积

/ *+

!及以下
)) .@(!! '$ ..(&) /% )/(.'

/,' *+

!

!A !.('$ /A !!(@! /& !%()$

',) *+

!

/@ /'(.) // /'(/& ) /.(!A

实际经营面积

/ *+

!及以下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A

采伐地距家里距离

/ B+

及以下
.@ '%(@@ ') ./(@$ // '/(.'

/,! B+ )% .%($. .' )/(/A /) .!(%@

!,' B+ ) .(!& . .($@ / !(%@

木材市场销售价格

%&&

元(
+

!'及以下
/@ /'(.) // /'(/& ) /.(!A

%&&,/ &&&

元(
+

!'

%& @$(!' )! @/(A& !% %&(&&

/ &&&,/ !&&

元(
+

!'

/% /)(/' /@ /A(&) ! )($/

/ !&&

元(
+

!'及以上
) .(!& ) )(A) & &(&&

' B+

及以上
/& %(.& ! !('% % !!(%@

) *+

!及以上
/$ /.(!A /@ /A(&) / !(%@

) *+

!及以上
/A /)(A$ /$ !&(!. ! )($/

$/?

及以上
/&$ %A(A! $@ A&(.% '/ %%()$

) -

及以上
/' /&(A! $ %('' @ /$(/.

否
$$ @.($/ )% @A(&) /A ).(!A

$/

岁及以上
/) /!(@/ A /&($/ @ /$(/.

数据来源" 根据实地调查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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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采伐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模型选择

基于前文相关描述统计结果! 考虑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故增加了政策因素变量组
!

#

! 用
$%&'()

模

型"

*+

#和
,&'()

模型分别从 $农户是否采伐% 和 $采伐数量%

+

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农户木材采伐行为的因

素& 农户采伐行为的模型为农户木材采伐行为
-"

'农户特征变量组
!

*

! 森林资源变量组
!

+

! 便利程度变

量组
!

!

! 市场因素变量组
!

"

和政策因素变量组
!

#

(

.

随机误差项& 为了清楚说明
$%&'()

模型中解释变量系

数的含义! 建立了二值响应模型"

*!

#

)

#

'

$

/0/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中)

$

/0/

表示农户是否采伐木材!

$

/0/

-*

表示采伐!

$

/0/

-2

表示不采伐&

!

*

表示户主特征变量组!

包括户主年龄
!

**

! 户主是否当过村干部
!

*+

!! 受教育年限
!

*!

! 家庭非农收入占比
!

*"

*

!

+

表示森林资源

变量组! 林地面积
!

+*

和实际经营林地面积
!

++

*

!

!

表示便利程度变量组! 包括采伐地距家里距离
!

!

*

!

"

表
$

采伐面积不同农户的描述统计分析

,/'34 ! 5467%(8)(94 6)/)(6)(7/3 /0/3:6(6

主要影响因素 变量说明
采伐面积

2;# <=

+以下 采伐面积
2>#?*>2 <=

+ 采伐面积
*>2 <=

+以上

数量
@

户 百分比
@A

数量
@

户 百分比
@A

数量
@

户 百分比
@A

"2

岁及以下
2 2>22 ! ">B" * *2>22

"*?#2

岁
* B>!! *# +">*C + +2>22

户主年龄
#*?D2

岁
E #B>!! ++ !#>"B ! !2>22

D*?E2

岁
+ *D>DE *# +">*C " "2>22

户主是否当过村干部
是

! +#>22 +2 !+>+D ! !2>22

+ /

及以下
" !!>!! E **>+C * *2>22

受教育年限
!?" / B DD>DE #2 B2>D# E E2>22

!2A

及以下
2 2>22 + !>+! 2 2>22

家庭非农收入占比
!*A?E2A 2 2>22 D C>DB 2 2>22

林地面积

* <=

+及以下
C E#>22 +E "!>## * *2>22

*?! <=

+

+ *D>DE *D +#>B* * *2>22

!?# <=

+

* B>!! B *+>C2 + +2>22

实际经营面积

* <=

+及以下
C E#>22 +E "!>## * *2>22

*?! <=

+

+ *D>DE *D +#>B* * *2>22

!?# <=

+

* B>!! B *+>C2 + +2>22

采伐地距家里距离

* F=

及以下
D #2>22 "2 D">#+ E E2>22

*?+ F= D #2>22 *E +E>"+ + +2>22

+?! F= 2 2>22 ! ">B" * *2>22

市场销售木材的价格

B22

元+
=

"!及以下
" !!>!! *E +E>"+ ! !2>22

B22?* 222

元+
=

"!

E #B>!! +C "D>EE ! !2>22

* 222?* +22

元+
=

"!

* B>!! *+ *C>!# ! !2>22

* +22

元+
=

"!及以上
2 2>22 " D>"# * *2>22

! F=

及以上
2 2>22 + !>+! 2 2>22

# <=

+及以上
2 2>22 ** *E>E" D D2>22

# <=

+及以上
2 2>22 ** *E>E" D D2>22

E*A

及以上
*+ *22>22 #" BE>*2 *2 *22>22

# /

及以上
2 2>22 # B>2D + +2>22

否
C E#>22 "+ DE>E" E E2>22

E*

岁及以上
+ *D>DE E **>+C 2 2>22

梅雨晴等) 采伐限额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木材采伐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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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市场因素变量组! 包括市场销售木材的价格
!

'

"

!

(

表示政策因素变量组! 包括办理采伐许可证是否

花费过高
!

(#

和改革后手续有无简化
!

(!

#

而对于影响农户采伐数量的因素! 因为调查中只了解到那些实施采伐行为农户的规模水平! 因此本

研究采用
)*+,-

回归模型只对于可观测因变量的样本信息进行处理! 对于没有观测的因变量信息则不处

理! 认定为
"

# 模型建立如下$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式%

!

&和式%

1

&中$

"

表示农户的采伐数量!

!

#

表示影响农户采伐行为的
(

个变量组!

!

是常数项!

"

#

是

待估参数!

!

2

表示户主特征变量组!

!

!

表示森林资源变量组!

!

1

表示便利程度变量组!

!

'

表示市场因素

变量组
!

(

表示政策因素变量组!

#

表示随机误差项#

模型中需要涉及的变量进行定义及预期方向如表
'

所示#

表
!

解释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3+45 ' 657,8,-,*8 *7 59:4383-*;< =3;,3+45> 38? ?5>@;,:-,=5 >-3-,>-,@>

一级指标变量 二级指标变量 代码定义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作用方向

被解释变量

是否是采伐户
% 2

为是!

"

为否
"A$# &B'C

采伐数量
"

家庭实际采伐的林地面积
DEF

!

&B(1 2B1&

解释变量

农户特征变量组 户主年龄
!

22

按户主的实际年龄计算
D

岁
($B'' 2&B2$ / /

是否是村干部
!

2!

2

为是!

&

为否
&B1( &B'% ! /

受教育年限
!

21

按实际年限计算
D3 1B'% &B%G ! !

非农收入占比
!

2'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DH &AG# &A#G ! I

森林资源变量组 林地面积
!

!2

家庭实际占有的林地面积
DEF

!

!BCC 1B'! J /

实际经营面积
!

!!

家庭实际经营的林地面积
DEF

!

!B(1 1B11 / /

便利程度变量组 采伐地距家里距离
!

1

按照实际距离计算
DKF 2 %$2B!C 2 GC%B!' ! !

市场因素变量组 木材价格
!

'

市场销售木材的价格
D

%元'
F

!1

&

G2%BC! 2C(B2G / /

政策因素变量组 办证花费是否过高
!

(2

2

为花费高"

&

为不高
&B&G &B!G ! !

改革后手续有无简化
!

(!

2

为简化"

&

为不简化
&B$2 &B'( / /

数据来源$ 根据实地调查整理#

!"#

实证分析结果

上述统计描述反映出! 在样本区域! 采伐限额政策与森林资源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采伐

决策和行为# 因此! 本研究基于选择的
L;*+,-

和
)*+,-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 其中

对数似然比%

4*M 4,K54,E**?

&分别等于
!'GBG&

和
!21&B1%

! 拒绝原假设的概率%

L;*+

大于
@E,!

&均为
&B&&

! 卡

方检验统计量(

NO @E,!

%

#&

&)分别等于
''B1%

和
##&B!%

# 模型总体上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有进一步讨论

的价值#

!

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伐面积具有负向影响! 并且在
(P

水平上显著" 说明户主受教育程

度越高! 自身素质和生态文明意识都有提高! 愿意为保护生态环境调整自身的林地经营行为! 另一方面

也表明! 随着农户素质的提高! 依赖经营林地获得收入的愿望下降#

"

农户实际经营林地面积对农户采

伐数量有正向影响! 在
2&H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说明占有林地资源越丰富的农户越有意愿采伐林地! 林

地经营集约化有利于林业的持续发展#

#

林地采伐地与农户住地的距离对是否采伐和采伐面积有负向影

响! 对农户采伐行为的影响在
(H

水平上显著! 对农户采伐面积的影响在
2&H

的水平上显著#

$

市场木

材销售价格在
2&H

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户是否采伐有正向显著影响! 证明木材价格的上涨会增加农户采伐

的可能性#

%

在农户采伐政策认知方面! 办证是否花费过高分别在
2H

和
2&H

的水平上对是否采伐和采

伐数量负向显著# 改革后办证手续是否简化这一变量也在
(H

的水平下对于采伐数量的影响显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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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和建议

!"#

结论

基于临安! 景宁两地
$$%

户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获得的采伐证数量占申请采伐证数量的
&#'(&)

#

描述统计分析发现" 受教育程度和森林资源的多少是影响农户采伐行为的主要因素$ 农户占有的林业生

产要素越丰富" 采伐地距离家里越近时" 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采伐的可能性越大" 采伐户也会倾向于采

伐更多的木材$

这一结论得到
*+,-./

和
0,-./

模型回归结果的验证$ 结果表明%

!

&农户是否采伐' 方面$ 采伐距

离农户居住地越近" 采伐证办理手续越简化时" 农户越倾向于采伐木材(

"

&农户采伐数量' 方面$ 采

伐距离农户居住地越近" 受教育年数越少" 实际经营林地面积越大且采伐证办理手续越简化时的农户越

倾向于采伐更多的木材$

!"$

对策建议

!

基于临安! 景宁两地
$$%

户农户调查和
*+,-./

和
0,-./

模型回归结果的验证" 林地经营的集约化"

并促进林地向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户转移" 有利于林地经营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

挥" 可以考虑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 加强政策引导" 推进多种形式的林地集约经营" 兼顾生态环境保护

和森林资源收益的共赢$

"

因地制宜地推进采伐限额制度改革" 使管理制度合理化$ 调查中发现" 家庭

实际占有林地面积小于
$ 12

3的农户占比大)

"4'33)

*" 为了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可以考虑让相邻地块

的林权所有人申请联合采伐" 同类型采伐指标允许同一行政村的农户联户使用$

#

采伐试点改革必须从

简化程序入手$ 农户调查和模型回归的验证中均显示" 林农林木采伐的程序和时间成本+ 资金成本" 直

接影响农户的经营面积和意愿$ 建议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日常工作时建立林区管理档案" 简化森林类别

分配采伐指标的审核手续" 促进林业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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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模型估计结果

0<-IC # L,ACI CD/.2</.,@ +CDGI/D

变量 代码 定义说明
农户是否采伐)

*+,-./

模型* 采伐数量)

0,-./

模型*

系数
/

值 系数
0

值

户主年龄
1

$$

按户主的实际年龄计算
M

岁
!7'7$ !7'!( 7'7$ 7'#4

是否是村干部
1

$3

$

为是"

7

为否
!7'!$ !7'%4 !7'$% !7'%7

受教育年限
1

$!

按实际年限计算
M< !7'7" !7'33 !7'3#NN !3'74

非农收入占比
1

$"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MO !7'!" !7'"! !7'74 !7'$$

林地面积
1

3$

家庭实际占有的林地面积
M12

3

7'3( 7'&7 7'7! 7'3!

实际经营面积
1

33

家庭实际占有的林地面积
M12

3

!7'$" !7'"$ 7'3%N $'%(

采伐地距家里距离
1

!

按照实际距离计算
MP2 !7'$&NN !3'7& !7'$$N !$'&#

木材价格
1

"

市场销售木材的价格
M

)元.
2

!

*

$'4!N $'44 7'"% 7'&$

办证花费是否过高
1

#$

$

为花费高(

7

为不高
!$'%4NNN !!'33 !7'&%N !$'("

改革后手续有无简化
1

#3

$

为简化(

7

为不简化
7'!3 7'%& 7'"4NN 3'7!

常数项
2 !7'7$ !7'7$ !7'"$ !7'"!

卡方检验统计量
""'!& $$7'3&

拒绝原假设的概率
7'77 7'77

拟合优度
7'!$ 7'!7

对数似然比
!"%'%7 !$!7'!&

说明%

N

"

NN

"

NNN

分别表示在
$7)

"

#)

以及
$)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数据来源% 由实地调研整理$

梅雨晴等% 采伐限额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木材采伐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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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3 456.7,+84

!

89:5,-9.5, 47,7-545,9; <:2=>548 7,3 8/--589+2,8 +, 9.5 ?5:+@+679+2, 2@ @2:589 6/9!

9+,- A/297

"

B

#

0 !"# $%&"'# ()*)+%C !&&#

$

D

%

; !E " !$0

"

F

#

GHIJ 10 KL95,3+,- 9.5 =2/,37:+58 2@ @2:589 562,24+68

"

B

#

0 ,"# -"./01 20"*C !""FC !

$

M

%

; FN " EO0

"

D

# 徐珍源
C

曹建华
C

庄道元
0

有条件地取消采伐限额制度探析"

B

#

0

农村经济
C !&&D

$

O

%

; DN " EM0

P) '.5,Q/7,

!

RHS B+7,./7

!

'()HIT U72Q/7,0 H 89/3Q 2, 9.5 8Q8954 2@ 62,3+9+2,7> 67,65>>79+2, 2@ >2--+,- A/297

"

B

#

0 3'#). 20"*C !&&D

$

O

%

; DN " EM0

"

E

# 张兰花
C

江家灿
C

杨建州
C

等
0

限额采伐管理制度对林农采伐决策影响分析& 基于采伐成本的思考"

B

#

0

林业经济

问题
C !&M&C "#

$

O

%

; EMM " EME0

'(HIT *7,./7

!

BVHIT B+767,

!

WHIT B+7,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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