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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森林是地球之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西北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战场，也是全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森林培育是改
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
森林问题的根本是森林培育问题，而森林培育的动力和源泉是森林培育主体的积极性，抓住森林培育
主体的积极性便是抓住了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
因此，森林培育激励机制是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
　　《西北地区森林培育激励机制研究》应用市场经济、激励、林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等理论从分析森林培育的基本过程及其特性入手，结合西北地区森林培育的现状，分析研究
了该地区森林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提出了森林培育的激励机制体系。
本研究为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持和提高该地区森林培育积极性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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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2森林资产的经济学属性　　1·森森的一般商品属性　　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
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32］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森林就具有这样的使用价值。
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木材、薪材、林副产品，还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释放氧气、吸收
二氧化碳、美化环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
马克思还说：“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
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
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的价值［33］”。
营林生产的采种、育苗、整地、挖坑、植树造林、幼林抚育、成林抚育、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无
不凝聚着人类的劳动。
这种劳动消耗，除了形式上与其他生产劳动的差别外，其共同点就是消耗了劳动，即物化劳动和活劳
动。
因此，森林、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也具有价值。
我们知道，所谓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我们从营林生产过程来考察这个问题，营林生产单位经营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物体，再生产过程可
依对象的特性周而复始地进行，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对象一经满足经营者的预期目的，就要将其让渡
过去，为下一个生产周期的顺利进行创造物质条件。
同时在让渡过程中，转移使用价值的所有权，实现劳动成果。
所以营林的声品--活立木既是劳动产品，又是被让渡的物。
马克思又说：“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34］”。
营林生产者创造的使用价值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可能不是对自己，而是对自己以外的购
买者。
因此，营林生产者在生产使用价值时，就已预想到了使用价值是否能让渡，让渡给谁的问题了。
以森林作为劳动对象进行采伐利用的经营者和以培育森林接受中幼林转让者的存在便是营林生产者生
产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者。
森林对他来说是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他的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前提。
只有通过市场获得了对森林的使用权，才可能使自己的生产过程运动起来。
　　综上所述，森林是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可以进行交换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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