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转型前的中国经济

1.1改革前经济发展的目标、策略和绩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就试图以一天等于20
年的速度①，迅即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

和技术体系，实现赶超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当时中国资本极其短缺，无法凭借市场配置资源的

方式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了发展这些

产业，不得不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和

采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微观上不给经营

主体人财物和产供销的自主权。依靠这套体制机

制，我国在短期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

取得了“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令中国人感到

自豪的成就。

然而，中国与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大国的发展差

距并未明显缩小。从表 1 可以看出，若以 1952 年

GDP指数为100，1974年以前中国GDP的增长低于

印度，尔后快于印度，但差距并未拉开；中国人均

GDP高于印度，主要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麦迪森的研究结果表明，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

GDP总量 4.5%，美国为 21.2%；1973年中国GDP占

世界GDP总量的 4.6%，增加 0.1个百分点，美国为

①“一天等于二十年”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旨在强调革命在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飞跃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 1845年出版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预言，1847年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工人阶级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为英国真正的统治者。然而这本书出

版后的近20年里，英国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于是有人嘲笑恩格斯的预言。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里写到，你的书中的

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由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

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认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质变，无论从奴隶

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还是从封建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都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变，更

为突出地表现了革命在社会形态飞跃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

说：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

我们现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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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增加 0.8个百分点，差距有所扩大（安格斯·麦

迪森，1997）。

1.2农业和农民收入的变化

改革前农业和农民的收入变化甚小。从表 2、
表 3、表 4可以看出，在 1957~1978年期间，我国 5类

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只有粮食和肉类略有增长，平

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性农产品数量只有生

猪和水产品略有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

平均每年只有 2.2元；来自家庭副业和其他活动的

收入份额下降了8.7个百分点。
表2 1957~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主要农产品产量 kg

人均占有粮食

人均占有棉花

人均占有油料

人均占有肉产品

人均占有水产品

1957
306
2.60
6.10
6.25
4.90

1962
241
1.15
3.60
2.90
3.40

1965
272
4.95
5.05
7.70
4.25

1970
293
2.80
4.60
7.30
3.90

1975
311
2.60
4.95
8.70
4.80

1978
319
2.25
5.45
8.95
4.85

资料来源：农业部政策法规司，1989。
表3 1957~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

商品性农产品数量 kg，头

粮食

棉花

食用油

生猪

水产品

1957
85.1
2.65
1.95
0.08
3.20

1962
57.9
1.15
0.65
0.03
2.65

1965
64.9
3.25
1.40
0.13
3.05

1970
66.1
2.90
1.45
0.11
2.85

1975
67.4
2.85
1.00
0.13
3.25

1978
62.6
2.60
1.10
0.14
3.30

资料来源：农业部政策法规司，1989。

1.3若干问题的探讨

1.3.1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二战以后，计划经济、政府干预和重工业优先

发展在当时有很大的决策影响力。第一，二战期间

欧洲百姓的温饱是通过食品的计划分配加以解决

的。第二，经济实力提升最为显著的苏联实行的是

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常发生经济危

机。第三，当时风靡全球的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是发

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第四，当时主要用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来衡量国家的经济实力，世界银

行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是进口替代战略，所以很多国

家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1.3.2中国为什么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很多人认为，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盲目学

习苏联的结果。这种暗含了中国领导人缺乏理性

的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因没有赶上第

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而被欧美赶超后，再次成为世

界强国便成为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梦想。新中国

成立后，这个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工

业化的初始资金来自农业剩余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理论上讲集中农业剩余可以采取金融和财政2种
方式。采用金融方式需要有精准灵活的金融政策、

布局合理的金融机构，灵巧多样的金融工具，中国

当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得不采用财政方式。采用

财政方式有提高征税强度和扭曲贸易条件两种途

径。鉴于旧政府的高税负使国民痛恨不已，新政府

肯定不愿延续重税的做法，所以选择了扭曲工农业

产品贸易条件的做法。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

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降低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和原

材料价格。当时中国的非农产业是被私营业主控

制的。私营业主不满足于拿到政府扭曲工农业产

品贸易条件的好处，他们还采用囤积居奇等手段扰

乱市场秩序，迫使城市居民承受更高的生计成本。

鉴于扭曲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国家又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政

策。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把农业剩余

集中在政府手里和降低城市人口生计成本的问题，

但是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农产品都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农民做出了少生产统购统销的农产品，多生产

人均收入（元）

其中：来自集体

收入份额（%）

家庭副业收入

份额（%）

其他收入

份额（%）

1957
87.57
49.6

41.2

9.2

1962
111.53
47.4

45.4

7.2

1965
117.27
53.9

37.0

9.2

1970
129.25
60.6

32.8

6.6

1975
133.45
57.0

36.8

6.2

1978
133.59
58.3

35.6

6.1

表4 1957~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40年》，1989。

1950
1952
1960
1962
1964
1969
1974
1977

中国

100.0
136.9
111.8
140.3
180.9
249.5
276.5

印度

100.0
140.7
150.8
172.1
199.2
220.9
263.1

比率

100.0
97.3
74.1
81.5
90.8
112.9
105.1

人均GDP
中国

614

878
718
859
972
1185
1253

印度

597

735
753
823
853
844
941

比率

102.8

119.5
95.4
104.4
114.0
140.4
133.2

表1 中印经济增长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秦晖，2005。

GDP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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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52年=100，按1990年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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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的选择。鉴于国家无法以农

户为调控对象落实农产品统购统销计划，客观上需

要建立一个管理农民的组织体系，人民公社体制就

是当时认定的最佳选择。人民公社体制解决了统

购统销计划无法分解到每个农户的难题，达到了按

照统购统销任务进行农业生产的目标。由此可见，

扭曲贸易条件、统购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三位

一体，是由集中农业剩余、降低城市居民生计成本、

促进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内生出来的一套制度。

凭借着这套制度，中国在人均GNP很低的欠发展阶

段达到了 12%以上的积累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工

资率和工业原材料价格，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初

步完整的工业体系。

1.3.3林区的发展为什么会滞后

虽然采伐天然林创造的剩余为中国的经济起

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些剩余主要是由天然林

资源或森林生态资产做出的。此时的森工企业是

计划经济体制的受益者，其职工享有国营企业的待

遇，总体劳动强度不比农民高，平均收入不比城市

职工低，生活水平不比其他国民差，是令人羡慕的

职业。尽管将生态资产转换为经济资本属于零和

博弈或负和博弈，然而这是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一

个阶段，国家和林业部门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缩短

这个阶段，减少它的代价。

在人口增长和采伐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下，单纯

依赖天然林资源的林区经济结构必然会变得越来

越弱，这是天然林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从长期

看，制度、组织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增

大的，而自然资源的作用是越来越小的。基于长期

经济增长依赖于制度、组织和技术创新，Solow（1956）
开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没有纳入自然资源，并假设劳

动、资本的规模报酬不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自然

资源对其他要素产生的挤出效应，使经济增长与自然

资源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Auty,1990；Jeffrey，
1997；Jeffrey，2001）。所以，只有不断削弱森林资源对

其他要素的挤出效应，不断改进林区经济结构升级的

环境，方能扭转林区发展滞后的局面。

2中国经济转型

2.1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

针对发展绩效不佳、发展差距没有缩小的局

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中国

的改革采用的是双轨和渐进的方式，一方面对缺乏

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

以免它们在经济转型期崩溃；另一方面鼓励发展民

营企业，将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

来。民营企业能较好地利用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

具有很强的自生能力。这是农村工业在很短的时

间里就占据了我国工业的半壁江山的重要原因，也

是城镇的民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2.2中国经济转型的绩效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中国经济取得了 35年

年均9.8%的增长。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

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

国。2014 年以 PPP 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

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值、贸易总量和外汇储备位居

世界第一。国与国的较量是GNI总量的较量，而不

是人均GNI的较量，这是很多人均GNI很高的经济

体在国际上没有多少话语权，人均GNI并不高的金

砖国家（BRICS）有很强的话语权的重要原因。随

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

逐渐提高，在全球贸易规则、气候变化等重要谈判

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强。

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

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460美
元，仍处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2002年中国

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2012 年，中国人均

GNI为 5720美元。倘若 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

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 2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

2012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人均 GNI 会超过

12476美元，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林毅夫等，

2014）。
2.3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采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

家倡导的一次性消除各种扭曲的休克疗法，而是采

取了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渐进方式。他们的理由是：

采用休克方式只支付一次性的震荡成本，采用渐进

方式要无休止地支付摩擦成本，这种累积的摩擦成

本会远远大于一次性的震荡成本。尽管采用休克

方式的转型国家至今尚未达到转型的预期目标，但

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即使能取得一时的快速增

李 周：经济转型中的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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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仍要为内生的体制摩擦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一放缓，他们就觉得中国经济出

现了崩溃的征兆。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转型必

须采取休克疗法的理由是：市场化是经济稳定增长

的前提，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前提，所以要实现经济

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市场化、私有化。以公有制为

基础的计划经济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

无法兼容的 2种体制，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分若干步

跨越一个鸿沟一样，体制转型也不能分若干步进

行。然而，鸿沟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

宽、过深的鸿沟，采用一步跨越的策略必然掉入沟

底，采用逐步填平鸿沟的策略方能达到预期目标。

这就是中国的做法。我国的改革实践表明，宛如量

子力学，人的积极性也是一份一份地释放出来的。

采用渐进的方式正好适应了将人的积极性一份一

份地释放出来的要求。

3中国林业转型

3.1国家林业政策导向的变迁

3.1.1木材生产优先的政策体系

我国林业在很长时间里强调的是木材生产。这

个期间经济增长是目标，生态保护是约束条件。但受

所处发展阶段的限制，这个约束条件难以施加很强的

约束力。史料表明，林业系统的干部早就意识到过量

采伐的危害性，并在国家计委召开的确定采伐任务的

计划会议上进行阐释。他们是在国务院主要领导提

出林业部门要顾全大局的要求后，接受和执行木材生

产计划的。周总理在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对马永顺

说：“你们林业工人不但要多生产木材，支援国家建

设，还要多栽树，搞好绿化，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

用！”这表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样明白合理采伐的道

理。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政策

偏差并不是因为政策制定者糊涂，而是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选择而已。一言以蔽之，木材生产优先的政策体

系，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因为决策者对森

林的作用认识不清。

3.1.2生态和经济并重的政策体系

森林具有多功能性，但特定森林的主导功能并

不相同。用材林的主导功能是生产木材，防护林的

主导功能是发挥防护效益。森林的经营方式会因

为主导功能的不同而不同。鉴于生态目标不会随

着经济目标的实现自然而然地实现，森林必须分类

经营，即一部分森林以追求经济目标为主，一部分

森林以追求生态目标为主，余下的森林发挥多功能

性。这就是林业部老部长雍文涛先生提出的林业

分工论和徐有芳部长提出的高举经济和生态两面

大旗的林业发展战略。

3.1.3生态目标优先的政策体系

进入 21世纪后，国家对林业给出了新的定位。

即：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生

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

有基础地位，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

林业建设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建设生态

文明的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林业要发挥生态、经济、社会、

碳汇和文化五大功能。从以上表述看：生态目标确

实优先于经济目标了，与生态相关的任务显然多于

与经济相关的任务了。为了保护森林资源，维护国

土生态安全，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具

体包括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以及

通过林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促进工业原料

林和速生丰产林替代天然林，非木质产品替代木质

产品，进口材（纸产品）替代国产材（纸产品）等。

3.2我国林业的实际变迁

3.2.1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的变迁

第一，旨在发现新种的自然保护。我国的自然

保护始于对科学家尚未发现的物种的保护。当时

认为，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是极为有限

的。如何利用野生基因来提高栽培品种的生产力

和对疾病的抵抗力，是科学家必须承担的重大责

任。把这些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的物种资源尽可

能好地保护起来，是将上述可能变为现实的必要条

件。所以当时的自然保护瞄准的是最有可能发现

新物种的生物群落。这个阶段的自然保护主要是

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第二，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自然保护。研究

结果表明，虽然农业生产采取了技术措施，仍不能像

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灵活地”利用光、热、水。以生物

量度量，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大于现有农田的生产

力，其主要原因是自然生态系统能充分利用土壤中各

种营养物质。这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为优化农业资

源配置指明了方向。此时的自然保护瞄准的是所有

典型生态系统。这个阶段的自然保护主要是为农业

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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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旨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保护。进一

步的研究表明，自然界里的物种几乎都是功能性物

种，能成为新的经济性物种的可能性极小。但物种

消失越多，生态系统处于崩溃的风险就越大，所以

功能性物种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不

可忽缺性，同样具有保护价值。此时的自然保护瞄

准的是所有能够保护起来的生态系统。这个阶段

的自然保护是为全体国民和全人类提供服务。

必须指出，三个阶段的演进是自然保护理念的

完善，是保护内容不断叠加和保护范围不断扩大的

过程，而不是自然保护对象取舍的变化。

3.2.2森林利用的变迁

简略地说，森林利用发生了以下变迁：在生产

上，由树干的蓄积利用转为全树的生物量利用，由

以农业的方式培育大径材转为以工业的方式将小

径材整合成大径材；随着木材的径级和长度的重要

性下降，木材的检尺被称重所替代了。在林业和农

业的关系上，随着农地生产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的推

进，将森林转为边际农地的做法被边际农地转为森

林的做法所替代了。在森林利用上，由天然林开发

转为天然林保护，由木材利用转为生态资产和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利用。

3.2.3林业投入机制的变迁

我国的林业投入最初采用的是社会力量动员

机制。一是农村的义务工制度。即要求农民在农

闲季节履行荒山荒地造林的责任，这是很长一段时

间里实行的政策。二是全民义务植树制度。中央

政府于1981年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的决议》。截至 2013年底，全国参加义务植树人数

累计 144.3亿人次，植树 665.2亿株，折合绿化面积

2256万 hm2（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2014）。三是

育林基金制度。从木材收入中计提的育林基金原

本是用于采伐迹地造林的，但在现实中，育林基金

成为林业部门的各种林业支出的来源。

现在的林业投入主要来自财政预算。除了天

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专项经费外，还实

施了造林补助制度、森林抚育补助制度和生态补偿

制度等。这些资金均具有总量逐步增大、范围逐步

扩大、标准逐步提高的特征。

3.2.4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林业转型的绩效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评价，但最

为简略的办法是观察林业全要生产率的变化。从

表 5可以看出，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增长的贡

献率由“九五”时期的 27%，提高到了“十一五”时期

的43%，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虽然其贡献率

低于全国、农业和畜牧业，但它的上升势头非常猛，

同全国和农业的差距趋于缩小。

4林业如何实现转型

4.1存在的问题

4.1.1过度地限制采伐

现实中，农户的造林权和采伐权不对称，影响

了农民经营林业的积极性。种树能致富种树人才

会越来越多，树才会越来越多。反之则反是。我们

在河南的枣粮间作地区调查发现，大量的施肥和灌

溉，既提高了粮食产量，也提高了枣的产量，但枣的

品质明显下降，失去了市场。一些农民将枣的生产

转移到了更适宜生产高品质枣的新疆，种植规模提

高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很多农户想把枣树砍了种

粮，林业部门利用手中的采伐审批权制止农民砍枣

树。农民则变枣粮间作为枣杨混作，试图用杨树发

达的根系置枣树于死地。这种导致双输结果的管

理显然值得反思和加以纠正。

4.1.2过度地发放林权证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林业官员对发放林权证有

极大的兴趣。过去，受林粮比价变化的影响，一些

农户在农田里种了树木，随着藏粮于地策略的实

施，有些农地也会种上树木。林业部门不宜根据资

源配置的短期变化，以发放林权证的方式进行土地

类型变更，否则，就会干扰 1.2亿 hm2（18亿亩)耕地

红线和藏粮于地策略的实施。

4.1.3过度地增加林产品的产值和附加值

林副产品短缺的现象已经基本消除，林业主管

部门不必继续采取刺激林副产品生产的措施。经

过近百年的现代科学发展，最适宜培育的林副产品

和最适宜的生产方式都已经基本定型了，没有必要

在这方面别出心裁。中国人林副产品消费已经够

复杂了，没有必要进一步复杂化；更不要打着原生

“八五 ”时期

“九五”时期

“十五”时期

“十一五”时期

全国

30
39

51

农业

34
42
48
53

畜牧业

-
-
52
55

林业

-
27
35
43

表5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增长的贡献率的变化及其对比 %

数据来源：卢雯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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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有机产品的旗号发展野菜、野禽、野畜生产，把

生活必需品扭曲为生活奢侈品。林业主管部门的

责任是让所有国民都获得价格适宜、质量安全的林

产品。而不是满足最富有阶层的炫耀性的消费需

求。向森林生态系统索取实物产出越多，森林生态

系统遭受的干扰就越大，森林遭遇各种风险的不确

定性就越强。

4.1.4过度地追求部门利益

林业部门的策略是，一方面论述森林生态系统

的地位和作用，最大限度地向财政和社会要钱；另

一方面又强调森林生态系统的各种生产功能，最大

限度地通过市场途径挣钱。例如，从强调发展林下

经济和天然林保护项目区适度采伐的重要性入手，

追求林业投资机会最大化和林业实物产出最大化。

4个过度的实质是林业主管部门不相信自己和

不信任别人。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确立自信心，

相信林业的地位和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越

来越高；从而将主要工作由守住森林资源和通过扩

大林业的外延提高林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份额，转向为林业生产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最有

效的服务，从而使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越来越

好，林业经营效率越来越高；通过产业结构提升和

林区就业结构提升，使越来越多的林业人不再以森

林为生。二是相信别人，相信林业生产者会合理地

利用其可支配的森林资源。

4.2林业亟待进行的转型

4.2.1林业要由生产优先向生态优先转型

毋庸置疑，林业部门提出的生态优先战略尚未

得到全面贯彻。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有3个：第一，

我国现有林地 3.04 亿 hm2，其中集体林地 1.82 亿

hm2，占全部林地的 60%。基于生产优先的考虑，集

体林的产权被界定到各家每户。总量如此大的集

体林被排斥在外，生态优先战略的实施显然是不完

整的。由此引起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碎片化会对基

因交流、物种交流产生哪些负面影响，至今没人给

予足够的重视。第二，论证天然林保护项目区进行

适度采伐的科学性，以突破天保工程区禁止商业性

采伐的限制。第三，倡导林下经济，试图以林下的

生产优先替代林上的生产优先。

农业每年都有一个以上的生产周期，资源配置

的调整相对容易；林业生产经营周期长，资源配置

的调整不太容易；林业资源配置和林业政策制定都

必须要有很好的预见性。鉴于我国正在向发达国

家迈进和林业经营周期长的实际情况，林业部门的

“十三五”规划以及以后的林业发展战略规划，必须

坚持全局利益优先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优先于短

期利益，生态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3个原则，全面落

实生态优先战略，确保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不断提

高、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加，国土生态安

全程度不断提高。

4.2.2森林要由产品经营向生态系统经营转型

林业部门要从提高林业的产业竞争力入手，实

现生态产品、木材产品、非木材产品生产的边际平

衡。追求基于各类功能边际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增量最大化，尽量减少产品利用引发的负

外部性。摈弃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传统观念，引

导更多的林区人口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把林区提升

产业结构的空间或潜力开发出来。林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以森林为生的人口就越少；以森林为

生的人口越少，就越容易跃迁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利用阶段。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公共品，可

以共享；森林的实物产品是私有品，只能独享。实

物产品供给不足可以通过进口加以解决，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不足是无法通过进口加以解决的。

4.2.3森林要由储蓄罐向银行转型

林业部门经常自诩森林是绿色银行。其实现

在的森林还只是储蓄罐而不是银行。将森林作为

储蓄罐是传统林业的做法。这种逐次存、一次取，

取出要以损害为代价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所

以，必须深化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将森林由储蓄罐

提升为银行，借助于银行的信誉累积功能，以信誉

评价替代方案评价，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将逐次

存、一次取的方式改为随时存、随时取的方式，以适

应发展现代林业的要求。

4.2.4生态补偿由林地面积向生态价值增量转型

现行的按林地面积给予生态补偿的做法必须

调整。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

和不干一个样的补偿机制，不可能对林地经营者产

生正向激励。生态补偿实际上是对无法市场化的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补偿，所以必须构建

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进行生态补偿的机制。

具体的做法是：建立社区群众监测、遥感数据解析、

专业人员监测三位一体的监测森林生态系统变化

的体系。生态林的划定要以竞标方（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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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引导方式替代强制方式。

从表 6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计算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能力，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研究要从为宣传森林作用服务的视角转向

为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服务的视角。

5小结

我国正朝着发达国家的行列迈进。这是以发

达国家的视角制定林业发展长远规划的依据。 以

生态优先的理念替代生产优先的理念，仅仅将木质

产品转为非木质产品是不够的。林区要以GNP（国

民生产总值）导向取代GRP（地区生产总值）导向，

抓住林业企业和林业职工走出林区的机会，逐步完

成由森林资源经营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的转型。

从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入手追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增量最大化。林业政策必须考虑并消除生态系统

碎片化的负面影响。这样，梁希先生想象中的“无

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

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就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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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碳储量（亿 t）
涵养水源量（亿m3）

固土量（亿 t）
保肥量（亿 t）
吸收污染物量（亿 t）
滞尘量（亿 t）

第八次
森林清查

84.27
5807.09
81.91
4.3
0.38
58.45

第七次
森林清查

78.11
4947.66
70.35
3.64
0.32
50.01

增量

6.16
859.43
11.56
0.66
0.06
8.44

单价
（元/t）
260.9
0.67
1.58
2549
600
170

生态系统
价值增量

1607.14
575.82
18.26

1682.34
36.00

1434.80

表6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估计

数据来源：赵同谦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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