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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
:
一个简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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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阐述了 已有的关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和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的主要议题
,

提出了新集

体林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
,

而这点也是新集体林改研究中需要突破的重点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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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 8年6月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

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政策性文件
,

标志着农村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新集体林改 )在全国的全

面推广实施
。

事实上
,

从20 03 年开始
,

福建省就率先在全

国开始实施新集体林改了
。

一同被列为试点省份的还有江

西
、

辽宁等省
,

它们也分别于 20 04年和2 0 05 年开始了各自

的试点改革进程
。

其中福建省以其森林覆盖率高居全国

第一位 )
,

改革绩效突出而被认为是为全国其他省市
“

创造

了模式和经验
” ,

也因此成为林改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

由于新集体林改直接涉及到农村千家万户的利益
,

且改革

力度前所未有
,

触及到林地制度的深层体制问题
,

是一种

全新的制度创新探索
,

因此被认为是
“

继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的又一项重大突破
” 。

相关部门甚至把新集体林改

看成是继解放初的土地改革
、

80 年代的联产承包之后的
“

第三次土改
” 。

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
,

这次制度创新改

革如果能够成功实施
,

达到改革的预期 目标
,

则农民将因

此而分到属于 自己的
“

第二份责任田
” 。

不仅如此 由于此

次林改在很多方面比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实施的土地联产

承包制改革走的更远
,

因此这次新集体林改所取得的成效

和经验无疑可 以对未来中国土地制度变革方向提供某种

借鉴
。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我国在新世纪实行的

一项重大农村改革
。

早期的关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

主要是林业部门工作者或者接受官方机构资助的学者所

从事的社会政策性的研究
,

赞誉多于问题
,

2 007 年之后
,

真

正的学术性研究探讨开始增加
。

截至目前
,

新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研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林改的制度成因
、

实施

绩效分析及后续支持制度探讨等三个方面
,

不同的学者的

观点存在明显的分歧
。

本文接下来将对已有的关于新集体

林改的研究作一番简要的回顾和评述
。

1 已有的关于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新集体林改被认为是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由

耕地向林地的拓展与延伸
,

是农村改革的深化与延续
。

自

2 00 3年我国开始启动实施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试点改革

以来
,

这次改革逐步引起经济学
、

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的关

注
。

不过
,

在新集体林改实施之前
,

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对林

权制度安排的研究就一直存在
。

关于林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实际上和耕地制度一样
,

也涉及到一个关键的
—

产权分

割问题
。

和耕地制度的研究相类似
,

绝大部分研究者是先把

林地产权分割成所有权
、

使用权
、

处置权和收益权等各项权

能
,

然后分别从经济学
、

法学等角度加以推理剖析
。

鉴于新集体林改之前林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

不少

研究者都指出
,

农村集体林业要发展
,

林权制度改革须破

题
,

这是学界的共识
。

其中张春霞和蔡剑辉曾经在 19 %年

撰文指出
,

集体林权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其运行行政化
。

因此
,

集体林权改革的必然趋势是林权运营市场化
,

强化

集体林权的市场约束
,

并在集体林业内部形成林权交易市

场
,

创造市场规则的运行机制
。

他们特别强调
,

村集体组织

不应成为集体山林所有权的代理行使主体
。

至于林权改革

的发展取向和实施方案
,

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

归

纳起来
,

主要大致有三种观点
:

一是主张林地所有权的私

有化 ;二是主张林地国有制
,

即把集体林权国有化 ; 三是坚

持集体所有权不变
。

不过
,

2 0 03 年新集体林改的试点实施
,

使得类似的争论基本停止
。

自2 00 3年新集体林改开始试点实施至今
,

国内相关的

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

或许是集体林改实施时间更早并且已

经取得一定成效
,

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文献除了少量是

探讨国有林区林改之外
,

其余大都是研究农村集体林改
。

特别是2 0 05 年以来
,

学术界掀起了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研究小高潮
。

从总体上看
,

关于新集体林改的研究
,

目前除个别学者

是探讨村级林改制度实施之外
,

其他学者大都是从县域
、

地区(地级市 )和省级角度 对本县
、

本市及本省的林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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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进行探讨
。

值得一提的是
,

200 5年
,

中国人民大学

王新清等5 0余名教授
、

博士和硕士组成课题组
,

承担了
“

福

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深化
”

课题研究
。

该课题组历

时la时间
,

专门对福建新集体林权改革
“

永安模式
”

进行调

查研究
,

其调查对象包括农户
、

村干部
、

竹业协会
、

合作组

织
、

林业要素市场和农村信用社
。

调查研究的范围涉及永

安市和南平市的306 户农户
、

12 个农村中小学
、

18 个乡村医

院
、

19 个木材加工企业
、

20 个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

3个农村

信用社及永安的林业要素市场
。

该课题组从经济学
、

社会

学
、

法学
、

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了福建新集体

林改的制度实施过程
。

2(X) 6 年 3 一 4 月
,

受国家林业局

政策法规司的委托
,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赴福建省林权改革

调查小组
,

对福建重点林区 12 个县的 “ 个村进行了调

查
。

该课题组在同年稍晚的6月份再对江西省的集体林改

也进行了基于村级层面的抽样调查
,

调查范围涉及江西省

的5个拟 市 )
,

巧个乡
,

3 0个村
。

这两个课题组的调查研究

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进行的较为广泛的实证调查研究实践
。

另外
,

为了更好地推进新集体林改
,

2侧)6 年3 一 4月
,

国家林业局邀请国务院研究室
、

发改委
、

财政部
、

税务总局

等单位组成 9 个联合调查组
,

就林权制度改革问题专题调

研
。

调研共涉及 17 个省33 个地市50 个县
,

调研组直接人户
,

同林农面对面座谈
。

在此基础上
,

9个调研组提出了61 条建

议和t 见
,

为接下来进一步推进全国集体林改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依据
。

除此之外
,

2(X) 6年
,

国家林业局还联合福建

省
、

江西省林业厅及高校在福建三明
、

江西井冈山等地多

次举行集体林权改革论坛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经验

交流会
。

其中
.

2仪陌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在井冈山召开的

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经验交流会特别讨论了《关于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
。

20() 8年7月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政策文件正式公布实施
,

表明新集体林改成为全国性

的制度安排
,

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

2 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的主要议题

综合而言
,

目前我国已有的关于新集体林改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集体林权改革绩效与问题
、

集体林权制度变迁
、

集体林权政策与法律制度等方面
。

具体来说
,

目前已有的

关于新集体林改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2. 1 对断橄体林改的必要性以及各地的新集体林改实施

进穆进行描述
、

阐释和说明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实

行新集体林改是继续深化中国农村改革的必然步骤
,

这点

已形成广泛的共识
。

和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学术界对耕地承

包制改革研究的路径相似
,

现有的研究在强调新集体林改

的必要性时
,

也普遍是和林改之前的林地经营制度进行比

较
,

以突出这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这种研究的出发

点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论证的做法
。

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
:

新集体林改之前的林地经营制度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

阻碍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

有意思的是
,

研究者也似

乎在寻找类似当年安徽小岗村自发包产到户的村级集体

林改案例(如福建永安市洪田村
、

江西武宁县长水村
、

辽宁

宽甸县四平村
、

浙江临安市白沙村等4个村庄被认为是发

挥了类似小岗村的改革探索者作用 )
,

对之进行剖析研究
,

从中寻找新一轮集体林改的制度依据
。

由于促进林业的集

约化
、

规模化经营是集体林改的制度目标之一 因此
,

也有

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论证
。

其中蔡为茂认为
:

我国林地单位

面积产出大致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
,

产出过低的基

本原因
,

是资本和技术的缺乏
,

为此必须提高林业的集约

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
。

不过
,

也有的学者对新集体林改提

出质疑
。

如张新光认为
:

由于
“

林业生产周期长
,

投资大
,

收

益慢
,

风险大
,

且其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处皿的权利将受

到国家法律
、

政策较多的限制
。

因此
,

建构现代的林地产权

制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

如果完全仿效农

村实行家庭承包耕地的经营模式势必将变成一场灾难
。 ”

为此
,

他建议
,

中国应实行多样化林地经营模式
,

而不是
“

一刀切
”

实行
“

分山到户
” 。

事实上
,

任何一项制度的变革
,

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

背景下
,

由一系列因素而诱发的
。

为了探求集体林权制度

变革的动因
,

柯水发
、

温亚利两位学者曾经构造了一个林

权制度变迁的动因模型
,

指出资源稀缺是原始动因
,

利益

的刺激和诱导是根本动因
,

经济效率的激励是重要原因之

一对森林资源需求变化和林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

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
。

这种观点基本适用于新集体

林改制度变革原因的解释
。

2. 2 对新集体林改的实施成效进行分析 在这点上
,

围绕

新集体林改的效率和公平实现取向
,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

见
:

一种观点认为新集体林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 另一种

观点则对此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

一般而言
,

林业部门的工

作人员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普遍对林改的实施成效

持肯定态度
,

有的甚至对林改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
,

这种意见占大多数
。

他们的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宏

观
,

大多是从省域或者县域角度对新集体林改的成效进行

分析
。

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
,

新集体林改不仅促进了

林业生产的发展和林业产出的提升
,

而且促进了新农村建

设的整体进程
,

包括林农村集体收人增收
,

村庄的民主化

进程加快等
。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

福

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深化
”

课题组牵头人王新清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与配套改革问题卜
~

文中援引官

方的见解
。

文章认为福建新集体林改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五

个方面
:

一是集体林改促进林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二是

集体林改促进了林农收人水平的提高 ; 三是集体林改提高

了村财收人
,

带动了林区社会风气的好转 ; 四是集体林改

的二次分配使得村集体公益事业投人增加 ; 五是林改推动

了农村的民主建设
。

由于林改政策规定
,

各村的林改必须

经21 3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方可实行
,

这样客观上促进农村

的民主建设进程
。

和前面的一种见解不同
,

少部分基于村级调查的研究

者认为
,

新集体林改所取得的经济成效没有真正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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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而林改的社会效用却明显不足
,

特别是新集体林改没

有兼顾到社会公平问题
。

其中朱冬亮在福建省L县的调查

表明
,

新集体林改后出现了林权过度集中的现象
,

当地的

绝大部分农民在新集体林改过程中却没有分到任何的山

林
。

而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对福建省的村级集体林改调查显

示
,

在部分地 区的林改中存在部分村干部
、

林业工作者及

强势的家族凭借各自在权力
、

信息获得上的优势及自己在

村落中的强势地位
,

获得更多更好的山林资源
,

而普通农

民和弱势农民在林改中的公平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

导致部分农民失山
,

与此同时
,

林改后的集体林地使用费

收入也缺乏有效监督
。

另外
,

陈永源
、

谢德海结合福建省南

平市新集体林改的实践
,

认为问题主要包括
:

村干部过多

地考虑任期内可支配的财力
,

一卖了之
,

忽视村民的利益
,

出现大面积的林子拍卖集中到少数人手上
,

而一些需要生

产资料的村民却因资金等原因而无法得到
,

违背了集体林

改的初衷
。

类似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村级研究所证

实
。

此外
,

还有的研究者对代表性的案例村进行参与式调

研
,

分析新集体林改对森林服务和林区反贫困的影响
,

并

得出符合林权改革现实的结论
,

为中国新型集体林权制度

的建立提供实证依据
。

2. 3 对新集体林改的问题及后续支持制度进行研究 由于

林改本身是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

因此几乎所

有的研究者都对新集体林改中存在的一些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

除了前面所提

到的林改社会效用不足间题之外
,

集体林改本身还存在许

多后续支持制度建设问题
。

如王清新教授强调要注意解决

好森林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

李或挥
、

焦德泉以福建永安为

调查点
,

认为新集体林改实施之后还存在森林保险
、

砍伐

指标公平合理分配
、

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
、

村级财务使用

监管等问题
。

另外
,

还有的研究者对林改中涉及到的其他

后续支持制度改革
,

特别是林业服务体制和林业管理体制

变革
、

林权金融支持制度等进行了探讨
。

3 结语

总体而言
,

目前从事新集体林改研究的大多数学者是

林业部门工作者或者接受官方林业机构资助的学者所从

事的社会政策性的研究
,

其研究素材大都是以官方性资料

为依据
,

因此赞誉多于问题
,

对问题的研究也较为笼统和

浅显
,

这点在2 00 7年之前特别明显
。

由于受研究者的身份

限制
,

已有的研究所获取的官方性资料基本上大同小异
,

有真正的农村实地调查论据支持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
,

其

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明显不足
。

笔者认为
,

开展新集体林权制度研究
,

仅仅依靠收取官

方性资料和听取汇报等
“

走马观花
”

式的考察是远远不能

了解林改真相的
,

研究者必须真正深人到农民群体中开展

长期的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
,

才能真正获取第一手资料
。

新集体林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本身也还需要大量的实证

研究作为支撑
,

而这点恰恰是新集体林改研究中需要突破

的重点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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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蚕桑生产外延 提高蚕农的综合效益

凌建标
(绍兴市农业学校

,

浙江绍兴3 1 18 25 )

摘 要
:

由于单一的蚕茧生产模式
,

周期短
,

效益低
,

所以在现今工业化 日益发达的地区已 日渐被淘汰
,

而 同时被具

有现代农业特征的蚕桑产业的综合利用模式所替代并显示其新的活力
.

本文介绍了蚕桑产业发展中的综合利用

方法
,

阐述 了进行综合利用的必要性
.

关健词
:

蚕桑生产 ;综合利用 ; 方法

中图分类号5 8 8
一 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 0 0 7

一 7 7 31 ( 2 00 9 ) 06
一 1 18 一 02

我国是蚕桑生产的发源地
,

历史悠久
,

普及面广
,

蚕生

资源丰富
。

随着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

农村劳动力结构的

转变
,

一批规模经营的蚕农在农村迅速壮大起来
。

他们具

有一定的养蚕基础和技术水平
,

能转变思想观念
,

依靠科

技进步
,

用新方法
、

新途径
,

在抓好蚕茧生产的同时
,

进行

蚕桑副产物的综合利用
,

开展多种经营模式
,

取得了经济

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的三丰收
,

使蚕桑生产走上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

前景十分广阔
。

1 蚕桑副产物的利用

蚕茧生产的蚕桑副产物主要有
:

桑枝
、

蚕沙
、

桑堪
、

桑叶

等
。

如能有效合理的开发利用
,

可延长蚕农的生产周期
,

扩

大就业岗位
,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

L l 柔叶的利用 桑叶含丰富的蛋白质
、

糖类
、

维生素
、

矿物

质
、

生物碱类
、

黄铜类
,

营养成份丰富
,

无任何毒副作用
。

其

除了充当蚕儿的优质饲料外
,

目前在医药
、

食品
、

畜牧饲料

上得到广泛应用
。

桑叶作为中药材
,

在我国许多古典医药

著作中都有记载
。

桑叶为甘
、

性平寒
,

可清肝明目聪耳
,

镇

静神经
,

润肺热
、

止咳
、

通关节
、

属清热药
。

国家卫生部已将

其列为药食二用品种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
,

桑叶

具有降血压
、

降血糖
、

降低胆固醇
、

抗肿瘤
、

抗过敏
、

抗氧化

及利尿等功能
。

目前
,

已开发的桑宁茶
、

桑菊感昌片及含桑

叶成份的食品
,

饮料
、

调味品等
,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

同时
,

桑叶作为动物的青饲料具有很好的清化率
,

对动物

都有较好的适 口性和较好的营养价值
,

被广泛应用到农畜

饲料中
。

桑叶的多用途性可作为市场调节应变之用
。

蚕茧行情

好时多养蚕
,

行情差是多养畜禽
,

多作桑茶制品
,

力求减少

损失
,

保障收益
。

1
.

2 桑根的作用 桑棋为紫红色或怡白色果穗
,

果汁含量达

35 % 一 5 0 %
,

味酸甜可 口
,

因其营养和保健价值倍受人们

青睐
,

已被列为第3代水果资源之一
。

《草本纲目苏己载 : 桑

堪具有降压消渴
、

养血祛风
,

镇静安神
、

养颜益智
、

乌发明

目
、

可通血气
、

防便秘及解酒之功效
。

现代医学测试表明
,

桑棋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促进血细胞生长
,

降低血猫度
、

保肝护肾
、

抗衰老等功能
,

19 93年被卫生部列入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的植物名单
。

因此
,

在桑园规划时进行一定面积

(5% 一 15 % )的果桑园搭配
,

既不影响生产
,

又可进行桑格

的开发利用
。

( 1 )鲜果销售
。

桑堪成熟的季节
,

正是水果淡

季
,

此时正值江南春暖花开
,

旅游旺季
,

可结合旅游
、

集市
、

农家乐活动等进行鲜果销售
。

(2 研发桑堪系列产品
。

桑堪

可加工成药材或保健品
,

如桑格青
、

桑果蜜
、

桑格酒
、

桑色

素
、

桑格汁
、

桑果告等
,

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

1 .3 桑枝蚕沙的应用 桑枝蚕沙是生产中最大副产物
,

每

66 7 m 2

桑园夏伐可得 600 kg左右鲜桑枝
,

50 k g桑叶可产生千

蚕类
。

以前农户往往把桑枝当柴烧
,

把蚕沙当作肥料施
,

经

济效益低下
。

随现代农业的科技进步
,

桑枝可以得到有效

作用
。

(l) 蚕沙保健枕
。

恻中国药典》记载
:

蚕沙性温
,

味

甘辛
,

人肝脾经
,

具有清热祛风
、

利湿化浊
、

活血通络
、

镇静

安神等功效
。

因此
,

可用蚕沙开发适宜婴儿使用的蚕沙宝

宝枕 ; 结合其他中药的降血压保健枕等
。

(2 )栽培食用菌
。

作者简介
:

凌建椒 1965
.

06
一
)

,

男
,

本科
,

农艺师
,

长期从事蚕桑
、

食用菌
、

园艺植物生产的教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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