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2 - 0088 - 04

林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证研究
———以安徽省大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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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对安徽省大山村试验示范区进行经济的实证分析 ,得出通过发展林业产业 ,推动新农村建设是行之

有效的措施之一 ,并就此模式发展中的风险和管理模式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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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3 月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提出了充

分发挥林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强大推动作

用。最新推出的“创绿色家园 ,建富裕新村”行动 ,也

意图通过发展林业产业 ,既为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提

供物质保障 ,又有力推动农村的绿化美化与和谐稳

定。对于农村而言 ,通过林业发展促进实现新农村

建设的目标能否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模式 ,为此

我们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 :

1 　实验示范区概况

大山示范村位于枞阳县东部丘陵地区 ,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 ,光热资源丰富 ,降水量较大 ,但降水相

对集中 ,季节性夹秋旱十分明显 ,土地缺水缺肥现象

十分突出。村域总面积 724 hm2 ,其中山场面积约

297hm2 ,耕地 (指水田) 99112hm2 ,水面 3184hm2 ,村

落 2516hm2 ,全村总人口 2061 人 ,2002 年定为“中

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建设试验示范点”。项目建设

前 ,该村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 ,农业结构单一 ,土地

生产力低下 ,毁林开荒现象时有发生 ,经济发展举步

为艰。经过几年的努力 ,大山村整体社会经济以及

生态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003 年被授予“安

徽省环保十佳生态村”,2006 年又被评选为安徽省

新农村建设的“千村百镇示范村”。目前的大山已经

形成“山上针阔 ,山腰栗茶 ,山下经果 ,林下百业 ,水

中鱼虾”的大山模式 , 2004 年达到人均收入 2965

元。
表 1 　大山村现有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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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 3. 84 99. 12 171. 08 24. 61 4. 24 95. 54 23. 37 4. 41 8. 40 0. 77 12. 65 11. 12 6. 92 0. 58

所占 %

propor

- tion

5. 00 0. 78 20. 13 34. 75 5. 00 0. 86 19. 4 4. 75 0. 90 1. 71 0. 16 2. 57 2. 26 1. 41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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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山村经果林组成

图 2 　大山村土地利用格局图

2 　大山村成果与效益实证研究

211 　效益核算指标

依据林业效益的一贯评价方式〔1〕,结合大山村

的实际情况 ,我们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个方面 ,采取了下列评价指标 (图 1) :

212 　效益核算

21211 　生态效益核算

地地林分平均积蓄由建设前的 016m3/ 亩 ,提高

到现在的 118m 亩左右。依据洪水季节河流泥沙含

量的比较推算 ,十年后的土壤侵蚀模数降低 80 %以

上 ,土地沙化得到了根本性扭转。通过实验 ,我们发

现示范区内 0 —30cm 土层有机质含量由建设前的

平均 0121 % —0135 %提高到 10 年后的 0198 % —

图 1 　大山村实验示范点综合效益指标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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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2〕。通过经济学影子价格原理 ,我们对大山

的生态效益进行了货币的转化〔3〕,计算得出总体生

态效益约为 29818 万元。

21212 　经济效益核算

一般而言 ,森林资产价值的评估包括两个方面 ,

即林地资产价值的评估和林木资产价值的评估。对

前者采用土地地价方法求算 ,按照土地期望价法测

算林地地价。林木资产价值的测算则采用木材市场

价倒算法计算。单位面积年平均森林资源资产价格

(U)的计算公式如下〔3〕:

U =
U p ×V

A
+ U D (1)

其中 U p ,单位蓄积林木资产价格 ; V ,单位面积

蓄积量 ; A ,林分年龄 ; U D ,林地地租价。对经果林资

源资产评估采取问卷调查随机访问农户 ,从而计算

农作物及经果林投入收益情况。

图 2 　大山村各类土地分布

图 3 　大山村各类林地资产评估

21213 　社会效益核算

示范点建立以来 ,大山村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

利用 ,特别是提高了低收入农民及妇女就业率 ,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很快。

图 4 　大山村 10 年前后生活水平对比图

　　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大山村的整体经济

模式也由原来单一化农业经营转化为多元化经营 ,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表 2 　大山村复合经济结构 单位 :万元

类项
农业

种植业 林业① 养殖业

第二产业

砖厂 石灰窑 水厂

第三产业

商饮业 运输 劳务输出

年总收入 70 31918 28. 0 40. 0 2. 0 12 10. 0 27. 3 210. 0

总收入的比例 9. 7 44. 5 3. 8 5. 63 0. 28 1. 67 1. 39 3. 8 29. 23

收入的比例 58 8. 58 34. 42

　　注 :林业收益是纯林经复合模式收益 ,大山森林类型以马尾松为主、木材收益不高 ,且坡度都在 20 ℃以上 ,主要用作生态

林和水源涵养林。

　　山村在示范推广过程中 ,有 400 多人先后接受

果树培育、家禽饲养等方面的科普培训 ,培养科学种

田技术骨干近 200 人 ,大大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

此外随着对科技的需求 ,农民也越来越认识到科学

文化的重要性 ,该村儿童的初中入学率达 100 %。

经济发展后的大山村加大了村容村貌的建设 ,先后

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安徽省环保十佳生态

村”、“安庆市造林绿化最佳村”等称号。如今的大山

村山清水秀 ,自然景观丰富 ,加之铜陵市近在眼前 ,

合 - 铜路与合 - 铜 - 黄高速公路依境而过 ,每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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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林花、果期总计 3 个月 ,形成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的良好条件。自实验示范点建立以来 ,已先后接待

前来参观考察和旅游人员近 2 万人次。以林业发展

带动经济发展在使大山人民尝到甜头的同时 ,也带

动了所在周谭镇万亩经果林基地建设 ,如今同类和

相似地区已辐射推广 30 万亩以上。
表 3 　大山村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综合效益

项目 绝对值 (万元) 比重 ( %)

生态效益 29818 3319 %

经济效益 35618 4015

社会效益 225 2516 %

总效益 88016 100 %

3 　结论与建议

311 　结论

一般而言 ,长期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二是农业基础薄弱 ,经营方式落后 ,生产结构单一 ,

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

业发展滞后。通过对大山村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

现林业产业发展 ,可以有效的解决这几个问题 ,由此

可以证明通过林业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是确实可行

的模式之一。就安徽省而言 ,目前有约四分之一的

地区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提出人均耕地占有

量的临界线 ,而安徽气候温暖 ,雨量充沛 ,适宜多种

动植物生长繁衍 ,林业生产条件较好 ,属全国南方重

点集体林区之一。在耕地潜力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

充分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林业 ,拓展农村经济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是新农村建设中行之有效的措施。

312 　建议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由于林业生产的特殊性 ,所

以此模式的发展中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1)林业生产相对技术性要求较高 ,农户受自身

文化素质的影响 ,土肥管理 ,作物轮作和病虫草害等

综合防治技术都需要林业生产技术部门的帮助 ,在

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方林业部门应该仅仅是一

个人员行政机构 ,和一个简单的办事机关 ,而应加强

林业的技术服务力度 ,规范林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运作 ,保护林农利益。

2)林业经营由于生产周期长 ,使得林业生产较

传统的种植业风险加大 ,农户在经营中应注意前期

树苗品种、树苗质量的选择以及后期的养护管理 ,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 ,总结防范方法 ,应及时更新老品

种、更换经济效益较差的模式 ,提高经济效益 ,此外
还应注意扩大规模 ,培育新品种和工艺 ,发展深加

工 ,走基地化生产 ,形成林产品的品牌。

3)林业生产活动在空间地域上分布较广 ,使得

交易成本增高 ,此外水果等具有明显不容易储存的

特点 ,也使得林产品对市场发育程度的依赖性很高 ,

因此传统独立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不适应市场

竞争的需求 ,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需要以团体身份

出现。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等原则建立起来

的农村合作组织是林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最佳选

则 ,它不仅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服务 ,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通过集体力量打破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被

严重分割的垄断局面〔4〕,扩大农民进入市场的空间

和领域 ,从而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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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ries and Positive Study on Forestry Function in the Ne w Rural Construction

———Sample as dashan village , anhui province

MEI Ying , N IU Dong2yu ,WU Wen2you
(Management Science Institute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data series and positive study on dashan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 , the paper conclude that we can construct new rural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industry , and it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sures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n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odel and the risk management models.

Key words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industry ;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 data series and posi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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