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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财政部资助的
2010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结果之一。
该书通过120多位林业大学生对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5个县（市、旗）、2922个农户所
做的寒假调查，全面、系统、客观地评价了我国最大的生态补偿和生态恢复项目一退耕还林工程。
《退耕还林政策十年评价》不仅客观地评价以往的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情况，而且指出了今后政策的趋
势和走向；调查样本分布广，调查结果代表性强；从农户的角度评价退耕还林政策，能够真实地表达
农民的政策需求；调查由掌握林学知识和政策的专业大学生对家乡进行调查，增加了调查结果的真实
、可靠性。
本书不仅是一本深度的林业政策分析著作，也是一部涉及“三农”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有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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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主任，兼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办公室主任，2006年度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
学会会员，民革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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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后政府应当加大投资力度，改建农村能源设备，从而减少烧柴比例，推广新能源和洁净能源。
　　退耕户大部分已领到林权证，参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只有一半，他们认为参加了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对退耕还林有帮助。
　　（六）后续产业开发滞后，延长期补助到期后存在复耕可能性　　调查显示，西北地区退耕农户
生活依旧以务农为主，退耕补助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大，农民对此的依赖性高。
因此，后续产业开发是西北地区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重
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西北许多地区对退耕还林还草后续产业的研究与开发不够，后续产业开发滞后，产业结构单一
，农民除了粮食补助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
其主要原因：一是产业发展政策不配套，没有服务支撑。
二是自然条件所限，经济基础薄弱。
退耕山区的农民群众，世代贫穷和历史积习使他们普遍信息闭塞、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束缚了区域
经济增长和新产业培植。
生态林生长缓慢，一旦8年后停止补偿，退耕户基本生存将面临困境。
一些农户对将来是否会复耕问题的回答持肯定或者是不明确的态度，这就增加了退耕还林补助停止发
放后，当农户生活遇到困难而发生复耕的可能性。
退耕还林补助已经成为当地退耕农户目前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但退耕还林工程预期的经济林效益和
畜牧业效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目标，而多数农户都面临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因此退耕农户未来的
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如果不及时解决好退耕农户未来的生活和家庭保障问题，农户还是会复耕，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
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补助并非长久之计，它只能暂时缓解农户的生活困难，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户的生计问题。
鉴于此，我们还是应该根据退耕农户目前面临的现实和困难，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发展后续产业，真
正解决退耕农户的生计问题，使我国的退耕还林工程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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