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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谨献给福建林区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广大林农，以及根植于实践艰韧探索前行的林业经济工作者
和研究者。
正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奋斗才成就了福建林业，也正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擎起了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
革的旗帜，谱写了福建林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这既是一部当代林业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林业改革史。
    这是一部以福建林改为对象、系统研究我国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的论著。
但其不同之处，既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也不作理论到理论的空泛议论，而是在立足于福建林改中大
量鲜活的案例分析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归纳演绎，以期得出客观的、合乎逻辑的林改进
程，及其对中国林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研究林改，就是要弄清什么是林改，为什么要林改，怎么改，改了怎么样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林改是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继续。
其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改革的难度却大大超过前者。
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在全国基本上实现
了均田到户，极大地解放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而林业改革，特别是南方集体林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虽经过了多次反复的改革和实践，但一直
到2003年初开始的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之前，始终无法解决集体山林的产权问题，集体和林农对于森
林、林木和林地的权益始终在“分与统”、“收与放”中调整，严重制约了广大林农造林和护林的积
极性。
林业生产中依然普遍存在着造林难、育林难、护林难、防火难、科技兴林难等“五难”问题，以及与
此相对应的林业生产力低、林区发展落后和林农收入低等问题，即“林业、林区、林农”问题。
要想进一步释放广大农村的发展潜能，必须着眼于比耕地面积大得多的山地和林地，全面发挥农村土
地资源的作用，必须实现从“承包”到“均山分林”的历史性跨越，实现山林产权真正落实到农户，
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三林”问题的解决。
这不仅是促进林农增收的必要之举，也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发展的应时之策。
当前学界对为什么要林改各有说法，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发展。
林业的发展呼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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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林业的特点与林改所面临的难题　　（一）农业改革的实质　　拉开中国改革序幕的农村改
革，其成功实际上是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其实质是实现了农业财产权利的平民性。
因为，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中带有根本性的基础制度，没有明晰的产权，就不可能建立起促进市场经
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够形成积极主动的市场交易的主体，就不能建立起一个财产的各种权利清晰
、相应的权能主体明确、利益激励机制健全的新产权制度。
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必须从产权制度开始，产权改革也必然要成为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容
。
由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发起的农村改革，他们首创的大包干联产责任制，实际上是以“保持土地集体所
有不变、把使用权均分到户、由农民家庭进行自主经营”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
这样的改革，首先是对此前那种“集体所有、成员没有”的财产权利进行明晰，实行分田到户，由农
民直接使用耕地；并以家庭独立经营制度代替了过去那种“集体所有、集体支配、统一经营”的制度
，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农村改革，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破土而出，之后便在全国迅速推广。
　　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是进行了以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对分离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是新的土改。
拥有了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改革的实践证明，新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率的，中国的农业因为这样的效率而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奇迹，
农村改革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河。
　　（二）林权改革所面临的难题　　在农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许多专家学者就开始思考
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否能够推广到林业，林业的改革能否同农业一样采取分山
到户、分林到户的家庭大包干责任制，这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林业改革的焦点问题。
　　产生这一难题的主要是由于林业的特点，林权制度的特点。
林业产权包括林地和林木这两个既有联系又不可分割的生产性财产的各种权利，而且生长期间具有长
周期特点的林木具有受益主体各不相同的多种效益，其生态效益的受益主体是社会，所以林改必须解
决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
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的林业管理制度也是对这一矛盾权衡的结果，如严格的限额采伐管理制度，就
是偏向于保护社会获得的生态利益而不利于林农取得经济利益，它实际上是通过限制林业经营权和收
益权而弱化了林业产权。
那么林改是否会导致社会关注的生态利益的损失？
这就成为涉及到社会与林农的利益关系的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
　　林业的特点决定了林业在推广农业改革经验，在进行林地的两权分离时有它特殊的问题和一连串
的连锁反应：为推行家庭经营责任制必须进行均山；而均山又必须同时分林，以解决林木的产权问题
；分林有可能发生先砍树的后果；由此将会引起社会无偿获得的生态效益的福利损失，并可能导致严
重的生态安全问题等。
　　因此，林业的多效益性特点决定了林改目标的特殊性，林改必须在多效益的矛盾中寻求权衡，以
总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
这个目标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不能出现大规模的乱砍滥伐；要想方设法促进林业经营效率的改进
和活力的提升，以促进林业的发展。
这也成为评判改革成效大小的两个标准，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而是否会引起森林资源的破坏就成为改革的底线，也是对林权改革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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