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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竹林种植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林地产权对林业生产

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稳定的产权和完善的流转权有助于提高农户林业生产绩效水平#且稳

定的产权能够通过影响林地投资水平而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流转权则通过影响

农户投资水平和劳动力转移而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间接作用#抵押权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而

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产生较小的间接影响#但其并未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直接作用$显著影响林业

生产绩效的因素还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非农生产!竹林种植面积!竹林种植块数!村庄距离加

工厂!村庄与加工厂合作以及村庄竹林面积比例"因此#应在继续深化林权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农户对产权的认知水平#并建立完善的林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林权抵押贷款门

槛#充分发挥林地产权的各项效应#以提高林业生产力水平"

关键词!林地产权$林业生产绩效$林地投资$林地流转$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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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作为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期以来存在森林质量差+生产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我国森林资源增长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据统

计!占全国林地面积
'">"#R

的集体林的森林蓄积

总量仅为全国森林蓄积的
%'>)#R

!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

-

*林业生产实践证明!产权问题是制约我

国集体林发展的主要障碍*为此!我国于
!""%

年启

动了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集体林地承包给

农户!并赋予了农户较为明晰和完善的林地产权!其

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农户行为提高林业生产绩效*然

而!各地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执行和落实存在

较大差异!这就使得不同地区农户所能行使的林地

产权范围并不一致!与政策预期产生偏差,

!

-

!且农户

对生产要素配置的积极性没有多大改观,

%(&

-

!政府所

预期的改革激励效果并没有出现,

A

-

*因此!深入探

究此次林权改革赋予农户的各项权利如何影响农户

林业生产绩效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理

论与现实问题*

现有文献就林地产权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研究

尚未达成共识*大量研究表明!有效的林权制度安

排是提高林业产出和促进森林资源增长的重要前

提,

'()

-

!而产权不清是导致森林过度采伐和森林资源

退化的主要原因,

@

-

*如
H>S>S-/

9

等,

$

-的研究发

现!玛雅森林区域农户所持有的清晰产权有助于提

升其林地生产效率*我国的新一轮林权改革也通过

进一步明确集体林各项权利而激励农户为林地投入

各类生产要素!由此提高了集体林的森林蓄积量!使

得林业生产绩效得到提升,

#"(##

-

*陈永富等,

#!

-

+张英

等,

#%

-也指出!改革赋予农户的各项权利有利于森林

资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这是因为农户的林

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提高了,

#&

-

*但刘小强,

#A

-

发现!此次林权改革的长期绩效尚未体现出来*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林地产权与林业生产绩

效的关系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较少将产权影

响绩效的多重作用路径纳入框架进行全面分析!即

缺乏文献考察林地产权如何通过影响农户行为决

策!最终作用于林业生产绩效*此外!由于不同林种

差异化的生长周期会导致农户做出不同的行为决

策,

#'

-

!有必要选择具体的林种分析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背景下产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效应*因此!

本文以竹林种植户为例!基于浙江+江西农户调研数

据!分析林地产权通过农户行为对林业生产绩效的

影响!深入剖析林地产权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

机理!以期为相关部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

参考*

#

!

影响机理分析

根据产权理论!产权是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对

其绩效发挥作用的,

#)

-

*产权的明晰界定了其行为

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激励或

约束!并引导主体将外部行为内部化!进而通过资源

的优化配置实现提高绩效的目标,

#@

-

*可见!产权的

界定会通过投资激励和资源配置而间接的影响绩

效*此外!

T/

,

#$

-对土地产权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

还会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对农业生产绩效

产生作用*同样!集体林区农户所拥有的林地产权

也会通过投资激励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劳动力转

移效应而影响林业生产绩效!也就是说!林地产权通

过改变农户的林地投资行为+林地流转行为以及劳

动力转移行为而影响林业生产绩效*

!"!

!

林地产权"林地投资"林业生产绩效

明晰的林地产权下!农户拥有林地的收益权!能

够完整的获得林地所带来的收益!从而降低了农户

失去林地预期收益的概率!有助于激励农户增加投

资力度!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林木较长的生长

周期决定了其投资回报见效慢!若产权界定不清!则

农户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无法完全收回,

!"

-

!这会

弱化农户投资积极性*具体而言!林地产权中!产权

的稳定性有助于提高农户获得林地预期收益的概

率!可以增强农户投资信心,

!#

-

(而完善的林地流转

权下!农户可以将自家林地流转给他人!从而通过获

取流转费用实现投资回报(而抵押权的完善!则提高

了农户获得林权抵押贷款的概率!为农户投资林地

提供了支持!这也会激发农户投资热情,

!!(!&

-

*农户

土地上的产出主要依赖于土地上的不同生产要素投

入,

!A

-

!所以在林地产权对农户林地投资有明显作用

的情况下!其必然会影响到农户的林业生产绩效*然

而!林地投资对林地产出的影响还取决于投资的类

型,

!'

-

!现阶段的林业技术水平下!林地面积+劳动力

投入和化肥农药等是提高林地产量的决定性因素*

!"#

!

林地产权"林地流转"林业生产绩效

当林地产权界定清晰时!农户之间流转林地的

交易成本较低!这有助于促进农户流转林地!从而通

过林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林业生产绩效*林地产

权中!产权的稳定性对于林地流出者而言!能够降低

流出的交易成本!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户流

A'!

第
'

期 杨
!

扬 等$林地产权如何影响林业生产绩效



出林地后失去林地,

!)

-

(对于林地流入者来说!稳定

的产权可以起到保障流入者获取投资回报的作用!

这都提升了农户参与流转的概率*然而!稳定的产

权也可能会强化林地所具有的禀赋效应,

!@

-

!由此导

致林地流转价格上升!对林地流转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赋予农户完善的流转权和抵押权都提高了其

处置林地的权利!这可以降低农户流转林地的交易

成本!但也可能提升林地流转价格!进而对农户行为

决策产生影响*农户林地流转参与程度的提升!一

方面优化了林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林地整体生产效

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集中化+规模化经营提高林

业生产绩效!

!"$

!

林地产权"劳动力转移"林业生产绩效

清晰的林地产权下!农户所持有的稳定的林地

预期收益会对其非农劳动行为产生影响*集体林产

权中!产权的稳定性降低了农户自家林地被调整和

征收的概率,

!$

-

!一方面可以使林地在林区社会保障

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效应(

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农户将林地作为财产保值!这

都降低了农户转移家庭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推动了

劳动力非农转移*赋予农户完善的流转权提高了农

户自主流转林地的权利!进而可以通过流转释放林

业剩余劳动力!促使林区劳动力非农转移(赋予农户

完善的抵押权则为农户提供了获取资金支持的渠

道!从而通过激励农户生产而阻碍了劳动力非农转

移*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减少了从事林业

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农户家庭为保障林业生产只能

雇佣劳动力!但这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还会因为监

管不足而降低林地生产效率!由此降低了林业生产

绩效,

#$

!

%"

-

*

从上述林地产权与林业生产绩效之间的作用机

理来看!林地投资+林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是影响林

地产权与林业生产绩效间关系的中间变量*但既有

文献较少将该作用路径全部纳入框架进行分析*鉴

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这
%

个中介变量!构建林地产权

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理论模型"图
#

#*

图
7

!

林地产权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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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模型构建

!>#>#

!

UVO

回归模型
!

本文着重考察农户的林业生

产绩效!即在集体林权制度安排下林业生产行为努力

的结果!可用竹材的单位面积产量进行衡量*单位面

积竹林产量为连续变量!可采用
UVO

估计林地产权

对林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

,

W

!

"

X

!

F

FX

!

,

8

,

X

"

"

#

#

式中!

E

,

代表农户家庭每公顷竹材产量!

F

代表农

户的林地产权!

8

,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特征+林

地特征和村庄特征(

!

"

+

!

F

+

!

,

代表待估参数!

"

代表

残差项*

!>#>!

!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林

地产权会通过林地投资+林地流转以及劳动力转移

而间接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由此!林地投资+林地流

转以及劳动力转移则为中介变量*故本文参考
K>

T>S/-+.

等,

%#

-的研究!建立以下模型$

EW.FX

#

#

"

!

#

8WGFX

#

!

"

%

#

EW.HFX)8X

#

%

"

&

#

式中!

E

代表林业生产绩效!

F

代表林地产权!

8

代

表林地投资+林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等中介变量!

#

#

+

#

!

+

#

%

代表随机干扰项*式"

!

#中的系数
.

代表

的是林地产权
F

对林业生产绩效
E

所产生的综合

效应(式"

%

#中的系数
G

代表的是林地产权
F

对中

介变量
8

所产生的效应(式"

&

#中的系数
)

则指的

是在控制
F

的影响后!

8

对林业生产绩效
E

所产生

的效应!而系数
.H

是在控制
8

的影响后!

F

对林业

生产绩效
E

产生的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较多!其中逐步回归法认为

只有当综合效应系数
.

显著时!才存在中介效应(而

O+P60

检验法要求中介效应抽样必须服从正态分

布,

%!(%%

-

*由于本文的中介效应不服从正态分布!故

无法选用
O+P60

检验法*在样本容量不足
A""

的情

况下!运用
S++373-/

J

再抽样技术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能够得到更准确的检验结果*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课题组于
!"#)

年
@Y$

月对南方集体林区浙江+江西两省的竹林种植户实

地调查资料*浙江和江西不仅是典型的南方集体林

区!还是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省份*其中!

浙江安吉县和遂昌县+江西遂川县和崇义县均具有

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属于全国林业重点县!代表性较

强*故本研究将安吉+遂昌+遂川和崇义作为调查区

域抽取样本*调查采用随机分层的抽样方法!从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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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县选取
%

个较为典型的乡镇!每个样本乡镇

再选取
&

个典型村进行调查*此次调查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信息+竹林地资源特征+集体

林产权状况+所在村庄资源环境以及
!"#AY!"#'

年

竹林生产经营情况等*据调研可知!样本地区存在

部分农户存在竹林产量为零的情况!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只选择了有竹林产量的农户!剔除了没有产量

的农户!共获得有效问卷
%#!

份*

#"$

!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林业生产绩效*由上文可知!本研

究所关注的林业生产绩效以竹林的单位面积产量进

行衡量*由于竹林生产存在大小年!故本研究分析

!"#AY!"#'

年竹林的产出情况*

!>%>#

!

核心解释变量
!

林地产权*根据已有研究

可知!感知维度的林地产权是农户行为决策的基础!

即从农户产权感知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户行为

决策,

%&

-

!故本研究从农户对产权的认知表征林地产

权*由已有研究可知!土地产权中!产权稳定性+流

转权和抵押权是影响农户林业经营行为的三大产权

因子,

!!

-

!故本研究从农户对产权稳定性+流转权和

抵押 权 的 认 知 来 衡 量 林 地 产 权*参 考 已 有 研

究,

#%

!

!#

!

%A

-

!本研究以农户对未来失去自家林地的担

心程度衡量产权稳定性指标!其中!担心
W#

!不确定

W!

!不担心
W%

(以农户对林地流转给村内人的权利

和流转给村外人的权利的认知加权平均来衡量流转

权!对于这
!

项权利!不拥有
W#

!不确定
W!

!应征得

村里同意
W%

!拥有
W&

(以农户对抵押林权证的权利

和抵押林木的权利的认知加权平均来衡量抵押权!

同样!不拥有
W#

!不确定
W!

!应征得村里同意
W%

!

拥有
W&

*此外!由于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存在内

生性!故本文参考
T/

等,

%'

-的研究!以农户所在村

内其他农户产权认知平均值代为表征农户林地产权

感知*

!>%>!

!

中介变量
!

#

#林地投资*林地投资是指

!"#AY!"#'

年农户竹林生产的单位面积总投入!包

括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其中!自家工的投入可通

过折现进行加总!

!"#'

年的投入则按照
!"#A

年生

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

!

#林地流转*由于研究区域

林地流入水平较低!本文采用林地流出率衡量林地

流转水平!即林地流入面积占林地总面积的比例*

%

#劳动力转移*本文选用非农劳动数量占农户家庭

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衡量劳动力转移*

!>%>%

!

控制变量
!

林业生产绩效还受其他因素的

影响!包括农户特征+林地特征和村庄特征等方面*

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户主年龄+户主受

教育年限+户主非农生产和固定资产总价值表征农

户特征(以竹林种植面积和竹林种植块数表征林地

特征(以村庄竹材价格+村庄距离加工厂+村庄与加

工厂合作+村庄竹林面积比例和村庄距离乡镇表征

农户所在村庄特征*

表
#

统计了农户样本特征*可以看出!

%#!

个样

本农户中!户主年龄
$

'#

岁的占
&@>"@R

!

A#

"

'"

岁

的占
%%>'AR

(户主受教育年限主要集中在
"

"

'/

!占

A'>"$R

(农户家庭固定资产总价值
%

'"

万元的占

%#>"$R

!

!"

"

&"

万元的占
!@>@&R

(从事过非农生产

的户主有
#")

名!占总样本的
%&>!$R

(竹林种植面积

主要集中在
">#%%

"

">'')4C

!

!占
%$>&!R

(竹林种植

块数主要集中在
#

"

!

块!占
))>!AR

*

表
7

!

样本特征

N/P06#

!

O/C

J

06E4/-/E36-;73;E7

统计指标 样本数 占比%

R

统计指标 样本数 占比%

R

户主年龄%

/

户主受教育年限%

/

固定资产总价值%万元

&

&" #' A>#%

&#

"

A" &# #%>#&

A#

"

'" #"A %%>'A

$

'# #A" &@>"@

"

"

' #)A A'>"$

)

"

$ $$ %#>)%

#"

"

#! %! #">!'

$

#% ' #>$!

"

"

A #& &>&$

A

"

!" A@ #@>A$

!"

"

&" $" !@>@&

&"

"

'" A% #'>$$

%

'" $) %#>"$

户主非农生产

竹林种植面积%

4C

!

竹林种植块数%块

从事过非农生产
#") %&>!$

未从事过非农生产
!"A 'A>)#

"

"

">#%% !A @>"#

">#%%

"

">'') #!% %$>&!

">'')

"

#>%%% 'A !">@%

#>%%%

"

%>%%% '# #$>A'

%

%>%%% %@ #!>#@

#

"

! !&# ))>!A

%

"

& '! #$>@)

A

"

' ) !>!&

$

) ! ">'&

%

!

结果与分析

$"!

!

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
O3/3/#&>"

软件分析林地产权影响

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

*其

中!模型
#

是在考虑农户特征+林地特征以及村庄特

征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观察林地产权对农户林业

生产绩效的综合效应(模型
!

则是除了考虑模型
#

)'!

第
'

期 杨
!

扬 等$林地产权如何影响林业生产绩效



的控制变量外!还纳入了林地投资+林地流转以及劳

动力转移等变量!考察林地产权对农户林业生产绩

效的直接影响*

%>#>#

!

林地产权
!

模型
#

回归结果显示!产权稳定

性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具有
AR

显著性水平的影

响!且符号为正!意味着稳定而安全的产权有助于提

高农户林业生产绩效水平!根据系数可知!其综合效

应为
">%%@@

*这主要是因为稳定的产权能够激发

农户林业生产积极性!进而促使农户提高了林业生

产绩效*模型
!

回归结果显示!当纳入中介变量后!

产权稳定性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影响系数变为

">#'@#

!这属于直接效应*可见中介变量的加入使

得产权稳定性的显著性与系数均产生了变化!表明

产权稳定性会通过林地投资+林地流转及非农劳动

等中介变量而间接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绩效*

流转权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具有
#"R

显著性

水平的正向影响!说明完善的流转权也有利于提高

林业生产绩效!且其综合效应为
">%#'!

*而加入中

介变量后!流转权的显著性和系数也发生了变化!其

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直接效应为
">#%&$

!表明流

转权也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有间接作用*其原因在

于!流转权的完善提高了农户自由转出林地的自主

性!这种情况下!农户可以自由流转林地以获得投资

回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林地投资回报周期!从

而激发农户投资积极性*另外!流转权的完善有助

于优化林地资源配置和释放林区劳动力!促使林业

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

表
8

!

林业生产绩效的模型估计结果

N/P06%

!

T+=60673;C/3;+.-67,037+11+-673-

9J

-+=,E3;+.

J

6-1+-C/.E6

变量
模型

#

系数 标准误差

模型
!

系数 标准误差

林地产权

!!

产权稳定性
">%%@@

""

">#A@A ">#'@# ">#%@@

!!

流转权
">%#'!

"

">#@%! ">#%&$ ">#'&%

!!

抵押权
Y">%%A& ">!#"" Y">!A!A ">#@%$

中介变量

!!

林地投资 ) )

">A"#A

"""

">"A#"

!!

林地流转 ) )

Y">""%" ">&')#

!!

劳动力转移 ) )

Y">#@@)

"

">#"'@

农户特征

!!

户主年龄
Y">"#$) ">!%@$ Y">"$@& ">!#'@

!!

户主受教育年限
Y">"!@A

""

">"#!@

Y">"!@)

""

">"##!

!!

户主非农生产
Y">!#A&

""

">"@$A

Y">#!$A

"

">")@'

!!

固定资产总价值
">"")& ">"&&! ">"#%# ">"%@)

林地特征

!!

竹林种植面积
Y">%@')

"""

">"%@&

Y">#"A)

""

">"&&A

!!

竹林种植块数
Y">"A%$ ">"&"'

Y">"'"#

"

">"%A%

村庄特征

!!

村庄竹材价格
">@&A@ ">@''' ">$""$ ">)A&%

!!

村庄距离加工厂
">"$)$

"""

">"%"&

">"'!)

""

">"!')

!!

村庄与加工厂合作
Y">'!&"

"""

">#AA$

Y">&'$&

"""

">#%')

!!

村庄竹林面积比例
">%$$'

"""

">#A""

">%&##

""

">#%!'

!!

村庄距离乡镇
">"#&# ">"#!% ">""%A ">"##"

常数项
&>))$A %>"@A$ !>#@%) !>'$')

F

!

">&!)) ">A)!&

!!

注$

"""

+

""

和
"

分别表示
#R

+

AR

和
#"R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

抵押权与林业生产绩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抵押权未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目前研究区域的农户抵押林地%林木的权利

还未落到实处!且根据调研可知!研究区域农户中只

有将近
'R

的农户认为他们可以抵押自家的林地%

林木!剩余的
$&R

农户中!将近
%%R

的农户对于抵

押权的拥有不太确定!

'#R

的农户则指出抵押自家

林地%林木还应征得村里领导的意见*可见!样本区

域中大多数农户还是认为抵押权较难拥有!这也就

使得农户会因为抵押权门槛较高而不去申请林权抵

押贷款!从而导致抵押权难以对农户的竹材产量产

生显著作用*

%>#>!

!

中介变量
!

由模型
!

可知!林地投资对农户

林业生产绩效具有
#R

显著性水平的正向影响!表

明在林地投资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农户的林业生产

绩效也较高!原因在于当前研究区域的竹林投资水

平整体较低*这种情况下!竹林投资的提高有助于

促进竹林生长!从而能够提高竹林产出*林地流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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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研究区域农户的恋土情结使得他

们不愿意参与流转!而愿意流转的农户也受市场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较难做出流转决策!从而导致林地

流转未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

对林业生产绩效具有
#"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响!

意味着农户家庭参与非农劳动的人数越多!其竹林

生产绩效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家庭劳动力从

林业生产向非农生产的转移!导致从事竹林生产的

劳动力数量下降!使得竹林生产绩效也有所降低*

%>#>%

!

农户特征
!

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户林业生

产绩效具有
A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响!表明户主

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家庭的竹林生产绩效越低!这是

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的概率较

大!从而降低了竹林生产绩效(户主非农生产对农户

林业生产绩效至少具有
#"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

响!说明从事过非农生产的农户家庭的竹林生产绩

效较低!原因是从事过非农生产的农户可能会继续

投入非农行业!从而降低了竹林生产水平!导致竹林

生产绩效较低*

%>#>&

!

林地特征
!

竹林种植面积对农户林业生产

绩效至少具有
A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响!意味着

农户家庭竹林面积越大!其竹林生产绩效反而越低!

这不符合预期*可能的原因是!当农户家庭拥有的

竹林面积较大时!其种植和采伐可能不在同一周期!

因而在某一周期内农户会挑选竹材采伐销售!这就

降低了单位面积的竹材产量*竹林种植块数对农户

林业生产绩效也具有
#"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响!

说明农户家庭的竹林地块数量越多!其竹林生产绩

效月底*这是因为地块数量较多的竹林会产生较高

的生产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经营积极

性!从而导致林业生产绩效较低*

%>#>A

!

村庄特征
!

村庄距离加工厂对林业生产绩

效具有
AR

显著性水平的正向影响!表明当村距离

竹材加工厂较远时!农户的竹林生产绩效较高*原

因可能在于!较远的距离增加了村内农户销售竹材

的难度!因而可能导致农户为了降低单位面积竹材

交易成本而在某一生产期内集中产出竹材!从而提

高了竹林生产绩效*村庄与加工厂合作对农户林业

生产绩效具有
#R

显著性水平的负向影响!说明当

村庄与竹材加工厂建立合作关系时!农户的竹林生

产绩效反而降低了!这不符合预期*可能的原因是!

村庄与加工厂建立的合作关系为村内农户提供了便

捷的竹材销售渠道!使农户能够较为顺利地销售竹

材!农户不必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集中产出!可以选

择在某一生产期内销售质量较好的竹材!这将降低

了单位面积竹林产量*村庄竹林面积比例对农户林

业生产绩效具有
AR

显著性水平的正向影响!意味

着村庄竹林面积占比越大!农户的竹林生产绩效越

高*其原因在于!当村庄拥有较大的竹林面积时!竹

林成为村内农户所依赖的主要自然资源!能够形成

一个互相带动的竹林生产氛围!有助于提高村内农

户的竹林生产绩效*

$"#

!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研究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随机抽取

原样本量的
@"R

!组成
#

个样本容量为
!A"

的新样

本!从而再次验证林地产权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影

响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

*在稳健性检验中!产

权稳定性和流转权均对林业生产绩效产生了显著正

向影响!而抵押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这

与表
%

结果较为一致!表明模型结果较为稳健*

表
9

!

稳健性检验结果

N/P06&

!

K67,037+1-+P,73.6773673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1

值

林地产权

!!

产权稳定性
">%#))

"

">#@'$ #>)"

!!

流转权
">&'"#

"

">!#A% !>#&

!!

抵押权
Y">%!$$ ">!%$) Y#>%@

控制变量 有

样本量
!A"

$"$

!

林地产权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中林地投资+林地流转以及劳动力转移

的中介效应!可在
OIOO

软件中安装
I-+E677

程序进

行检验*通过
S++373-/

J

再抽样!分析
$"R

的置信

区间是否包含&

"

'值*若包含!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若不包含!则中介效应显著!且置信区间取值都为正

表明中介效应是正向的!取值都为负表明中介效应

是负向的*模型结果见表
A

"

表
)

*

由表
A

可知!在产权稳定性对林业生产绩效的

影响过程中!林地投资的中介效应为
">#)"%

!且其

在
$"R

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

'值!表明林地投资

的中介效应显著!意味着稳定的产权会通过林地投

资而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产生作用!且符号为正*

但林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不显著!

因为其置信区间上限为正!下限为负!包含了&

"

'值!

这说明林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在产权稳定性影响林

业生产绩效的过程中并未产生间接作用*

表
'

显示了流转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

应*可 以 看 出!林 地 投 资 产 生 的 中 介 效 应 为

">!!'&

!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中介效应为
Y">"&A"

!

且二者均显著"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

'值#!也就是

说!流转权会通过林地投资而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

产生正向作用!而却通过劳动力转移而对农户林业

$'!

第
'

期 杨
!

扬 等$林地产权如何影响林业生产绩效



生产绩效产生负向作用*通过对比中介效应的大小

可知!流转权通过林地投资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大于

其通过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负向影响!故流转权对

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综合效应是正向的*此外!林

地流转在流转权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过程中所发挥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上限为正!下限为负!

包含&

"

'值#!其并未产生中介作用*

表
)

显示了抵押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

应*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为

">"%%'

!且置信区间不包含&

"

'值!即该中介效应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抵押权可以通过劳动力转

移而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产生正向作用!但根据系

数大小可知!该作用力度较小*但林地投资和林地

流转的中介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在

抵押权影响林业生产绩效的过程中未产生明显的中

介作用*

表
:

!

产权稳定性对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应

N/P06A

!

T6=;/3;.

D

6116E3+136.,-676E,-;3

9

+.1+-673-

9J

-+=,E3;+.

J

6-1+-C/.E6

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值 标准误差
$"R

置信区间 显著性

产权稳定性
'

林地投资
'

林业生产绩效
">#)"% ">"$$! ">"#$%

!

">%&$!

显著

产权稳定性
'

林地流转
'

林业生产绩效
">"""# ">"")A Y">""))

!

">""@%

不显著

产权稳定性
'

劳动力转移
'

林业生产绩效
">"""& ">"#'A Y">"!&$

!

">"!$'

不显著

表
;

!

流转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应

N/P06'

!

T6=;/3;.

D

6116E3+13-/.716--;

D

43+.1+-673-

9J

-+=,E3;+.

J

6-1+-C/.E6

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值 标准误差
$"R

置信区间 显著性

流转权
'

林地投资
'

林业生产绩效
">!!'& ">"$#$ ">"$%)

!

">&"&'

显著

流转权
'

林地流转
'

林业生产绩效
Y">"""# ">"#'# Y">"!@$

!

">"!!$

不显著

流转权
'

劳动力转移
'

林业生产绩效
Y">"&A" ">"!$% Y">##")

!

Y">""$#

显著

表
<

!

抵押权对林业生产绩效的中介效应

N/P06)

!

T6=;/3;.

D

6116E3+1C+-3

D

/

D

6-;

D

43+.1+-673-

9J

-+=,E3;+.

J

6-1+-C/.E6

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值 标准误差
$"R

置信区间 显著性

抵押权
'

林地投资
'

林业生产绩效
Y">##'& ">#!&A Y">%!@)

!

">"@@#

不显著

抵押权
'

林地流转
'

林业生产绩效
Y">"""# ">"#%" Y">"#%$

!

">"!'#

不显著

抵押权
'

劳动力转移
'

林业生产绩效
">"%%' ">"!$# ">""#"

!

">#"!'

显著

!!

综上可知!林地投资在林地产权各因子影响林

业生产绩效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大!接着

是劳动力转移!林地流转则均未产生显著作用*可

见!林地产权主要通过发挥投资激励效应和劳动力

转移效应而影响林业生产绩效!且投资激励效应大

于劳动力转移效应!而林地配置效应在其中并未产

生明显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林业较长的生长周期导

致农户投资投劳间隔较长!所以农户可以利用空闲

时间从事非农劳动!或者以雇工的方式进行产生!这

都使得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转移难以在林地产权影响

林业生产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效应*此外!林业

较长的经营周期以及其经营的兼业性也会强化农户

保留林地作为财产的意向!从而导致农户参与林地

流转的意愿程度较低!影响了林地配置效应的发挥*

&

!

结论与讨论

基于浙江+江西
%#!

户竹林种植户调研数据!实

证检验了林地产权影响农户林业生产绩效的程度与

机理!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稳定而安全的林地产权对

农户林业生产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完善的流

转权也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

完善的抵押权并未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产生显著作

用(由中介效应检验可知!稳定的产权能够通过影响

林地投资水平而对农户林业生产绩效产生间接的正

向影响!流转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水平和劳

动力转移而对其林业生产绩效产生间接的正向作

用!抵押权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而对农户林业

生产绩效产生较小的间接影响!但其并未对林业生

产绩效产生直接作用(其他变量中!户主受教育年

限+户主非农生产+竹林种植面积+竹林种植块数+村

庄距离加工厂+村庄与加工厂合作以及村庄竹林面

积比例都对林业生产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表明!稳定的集体林产权和完善的流转

权对竹林生产绩效具有较大影响*根据前文所述!

本研究所调查农户户主年龄整体偏大+文化程度较

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户外出打工!因而使得

农户对竹林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而更加体现出了

集体林产权状况对农户竹林生产绩效的影响*可见

提高集体林产权的稳定性和赋予农户更为完善的流

转权是竹林主产区林权制度改革的重点*然而!我

国集体林林种较为复杂!相比而言!竹林生长周期

短+投资见效快+林副产品丰富!且不受采伐制度限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制!其经营主体获取经济收益的稳定性高于用材林!

因而在竹林市场价格波动较小的情况下!稳定且完

善的集体林产权是激励农户经营的重要因素*而对

于用材林来说!其较长的生长周期和严格的采伐限

制使得农户的经营积极性不高!且尚未完善的市场

条件也会弱化产权改革对农户经营的激励效果*此

外!调研区域有些农户的部分集体林还被划为生态

公益林*根据政策规定!政府对持有生态公益林的

农户进行补偿!农户不享有生态公益林的任何权利!

包括使用权+流转权和抵押权等!也不具有采伐生态

公益林的权利!故本研究所关注的集体林产权对生

态公益林的生产绩效并无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我国仍

需深化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法律维度和事

实维度的林地产权!强化农户产权认知!提高农户林

地投资积极性!发挥投资激励效应(规范林地流转相

关制度!完善林区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弱化林地所发

挥的社会保障功能!激励农户流出自家林地!同时!

提高流入农户的资金支持力度!实现林地资源的优

化配置(降低林权抵押贷款门槛!放松金融机构贷款

约束!让抵押贷款惠及更多农户!进一步引导有需求

的农户积极申请贷款!从而激发农户林业生产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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