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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益是从宏观范围和社会效益角度表示新增投入

所表现出来的新增生产能力或新增工程效益袁 其原则不仅
讲求个别项目的投资效果袁而且特别强调全面的尧最大的经
济效益这个客观经济规律的投资原则[1]遥对效益的客观分析
和研究可以作为投资项目的决策依据袁 为实现投资效益最
大化提供支持遥河南省在野 十五冶期间袁林业投资力度不断加
大袁效果显著遥为此袁笔者对河南省野 十五冶期间林业投入和
产出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袁旨在为野 十
一五冶林业投资规划提供参考遥
1 河南省林业投资分析

营林基本建设投资是河南省林业投资的主要组成部

分袁也是林业各类投资中占比例最大的部分袁因此袁营林基
本建设投资结构和逐年变化基本上反映了整个林业的投资

情况遥 河南省林业营林基本建设投资的总体趋势是逐年增
加的袁从 2001年的 25 443.0万元到 2005年的 106 247.6万
元袁翻了两番渊 表 1冤遥

1.1 造林投资占主体地位 在营林基本建设投资的各项

事业中袁所占比例最大的是造林投资袁由于长期乱砍乱伐导

致我国森林资源严重匮乏遥国家为改善这一状况袁对我国林
业建设工程进行了系统整合袁实施了林业六大重点工程袁加
大了对林业的投资遥河南省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导下袁加大
林业投资的同时保持了造林投资的主体地位袁 确保了六大
工程的顺利实施袁 为森林覆盖率的逐年增加和生态环境的
改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遥

河南省造林投资在 2003年后基本保持不变袁这主要是
六大重点工程袁 尤其是占投资比例最大的退耕还林工程投
资额度基本保持不变导致的渊 图 1冤遥国家在对退耕还林工
程资金情况的监测中发现袁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不高的问题
很严重[2]遥 我国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不仅是河南省的情
况袁在江西[3]等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遥河南省林业投资主要
依靠重点工程袁过度依赖国家投资的现状需要改善遥

1.2 投资规划日趋科学 封山育林和森林管护的投资力

度不断加大袁充分说明了河南省在林业投资的科学性方面
有了很大进步遥随着林业六大重点工程的实施袁我国在林木
覆盖率等表现林木数量的数字上逐年提高袁 然而大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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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十一五"林业投资规划提供参考遥[方法]于 2001耀2005年分析了河南省林业投资尧产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袁对十一
五"林业投资规划提出了建议遥[结果]河南省在野 十五冶的 5年间内袁投资林业的力度不断加大袁造林投资占主体地位袁投资结构日趋科
学袁林业生态效益日益受到关注袁林业产值不断创出新高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袁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遥河南省林业总产值从 2001年的 1
760 367.0万元增加到 2005年的 2 882 171.2万元袁增加了 63.7 %遥2000耀2005年林业总投资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用指数方程拟合效
果最好袁拟合方程为 y=131.489e0.042 0 x遥 [结论]河南省林业投资的经济效益是以指数型函数增长的袁预期效益非常可观的袁随着投资的
增加袁林业产值的增加速度加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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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of Forestry Investment in Henan Province during the 10th Five-Year Plan Period
LI Gao蛳yang et al (Henan Academy of Fore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8)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w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forestry investment plan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1th Five-Year
Plan. [Method] The forestry investment in Henan province, the production value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 in 2001~2005 were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forestry investment planning during the 11th Five蛳Year plan period. [Result] During the 10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forestry investment in Henan province was continuously enlarged, the afforestation investment took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tended to be scientific, the forestry ecological benefits were paid more attention,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forestry reached new
higher record,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more reasonable. The total producing value of forestry in Henan
province was increased from 1 760 367.0伊104 RMB in 2001 to 2 882 171.2 伊104 RMB in 2005, which increased by 63.7 %. The exponential
equation had the best fitting effect for the relation of total forestry investment and total production value in 2000~2005, and its fitting equation was
y=131.489e0.042 0 x. [Conclusion]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forestry investigation in Henan province was increased by exponential type function and
its expected benefit was very considerable and the increasing rate of forestry production value was quicken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investment.
Key words Forestry; Investment; Economic benefit

注院数据来源于 2001~2005年河南省林业统计资料遥表 2同遥

年份
营林基建
总投资

造林
封山
育林

森林
管护

自然保护区及野生
动植物保护

2001 25 443.0 12 576.0 477 1 690 154
2002 59 344.0 40 046.0 359 2 248 5792003 91 687.1 60 875.1 1 092 2 322 1 028
2004 90 460.3 57 925.6 1 346 2 636 4862005 106 247.6 60 890.0 2 460 3 635 1 785

表 1 2001~2005年河南省营林基本建设投资情况 万元

图 1 2001~2005年河南省造林投资与营林基本建设总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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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林以及单一的林分类型使得新造林质量低下袁被称为野 绿
色沙漠冶遥要改善这一状况袁真正提高造林质量袁就要求在造
林时注重对森林的管护袁保证造林的成活率和不同林分之间
的合理搭配曰同时袁对森林生态的长期研究表明袁封山育林
是生态环境自然恢复尧林木天然抚育的最佳途径 [4]遥这两项
投资的加强袁使得河南省造林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遥
1.3 生态效益受到关注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把野 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目标袁林业在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实际上袁林
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遥河南省充分贯
彻中共中央精神袁肯定了林业的生态效益袁在发挥林业生态
效益的各项事业上加大投资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在自然保
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投资是最能体现这一特点

的遥该项投资在野 十五冶期间增加了 10倍多袁对省内自然保
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渊 图 2冤遥

2 河南省林业产值分析

野 十五冶期间袁河南省林业总产值不断增加袁从 2001年
的 1 760 367.0万元增加到 2005年的 2 882 171.2万元袁增
加了 63.7 %渊 表 2冤遥这是林业投资增加尧林业科技进步以及
林业管理科学化尧资源配置合理化等因素的综合体现遥

2.1 产业结构调整 野 十五冶期间河南省林业第一尧二尧三
产业产值都有不同比例的增加袁2001~2005年分别增加了
34.0 %尧213.8 %和 299.0 %遥第二尧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袁使得
产业结构比例由 2001年的 84.03颐14.74颐1.23变成 2005年的
68.76颐28.24颐3.00渊 表 3尧图 3冤遥虽然河南省林业第一产业比例
过大袁但是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袁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遥

2.2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2005 年林业第三产业产值是
2001年的近 4倍遥这是河南省大力发展以森林旅游业为基

础的林业第三产业的成果遥在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袁河
南省林业部门抓住机遇袁重点发展森林旅游业袁使得森林旅游
业的产值由 2001年的 3 817万元增加到 2005年的 38 915万
元袁增长 9倍多遥
3 河南省林业投资与产值关系分析

河南省林业产业产值的不断增加与林业投入的加大有

直接的关系遥虽然林业投资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远比直
接的经济效益多袁但是仅从经济效益来说袁林业的投入产出
比例仍然比农业要高渊 表 4冤 [5]遥林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尧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充分说明了林业发展的巨大潜力遥

为了使统计结果更加准确可靠袁分析时增加了 2000年
的数据遥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对林业投入产出数值关系
进行回归分析袁分别用直线方程尧对数方程尧乘幂曲线尧S型
曲线和指数方程进行函数拟合袁 发现 2000~2005年林业总
投资与总产值数值关系拟合指数方程效果最显著 渊 表 5冤袁
拟合方程为 y=131.489 e 0.042 0 x渊 x为总投入袁y为总产值冤遥这
一结果说明袁林业投资的经济效益是以指数函数增长的袁随
着投资的增加袁林业产值的增加速度会加快遥如果再加上林
业投资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袁 林业投资的综合效
益是非常可观的遥

4 对野 十一五冶林业投资规划的建议
由于林业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明显袁 继续增加对

林业的投资是毋庸置疑的遥问题在于怎样更加合理的投资袁
以使林业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袁综合效益最大化遥随着科学发
展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袁 行业投
资科学化也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袁由于林业发展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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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产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1 760 367.0 1 479 266.0 259 398.0 21 7032002 1 880 202.0 1 611 739.0 243 397.0 25 066
2003 2 091 527.0 1 635 361.0 422 294.0 33 8722004 2 550 010.4 1 849 523.7 639 305.7 61 181
2005 2 88 2171.2 1 981 653.0 813 927.2 86 591

表 2 2001~2005年河南省林业产值 万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84.03 14.74 1.022002 85.72 12.95 1.33
2003 78.19 20.19 1.622004 72.53 25.07 2.40
2005 68.76 28.24 3.00

表 3 2001~2005年河南省林业第一尧二尧三产业结构变化 %

注院数据来源于 2000~2005年河南省林业统计资料遥

年份 林业总投资 林业总产值 投入产出比
2000 4.20 151.76 1颐36.132001 6.47 176.04 1颐27.21
2002 7.12 188.02 1颐26.412003 13.60 209.15 1颐15.38
2004 16.11 255.00 1颐15.832005 16.89 288.22 1颐17.06

表 4 2000~2005河南省林业投资与产值关系 亿元

注院A尧B均为拟合函数中的常数遥

拟合函数 相关系数 自由度 F值 P值 A B
直线方程 0.897 4 34.71 0.004 115.841 0 8.901 2
对数方程 0.852 4 23.03 0.009 25.319 3 82.801 0
乘幂曲线 0.900 4 35.90 0.004 84.774 1 0.395 9S型曲线 0.838 4 20.66 0.010 5.706 3 -3.105 2
指数方程 0.922 4 47.16 0.002 131.489 0 0.042 0

表 5 河南省林业投入产出回归分析

图 2 2001~2005年河南省封山育林尧森林管护和自然保护区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投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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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环境袁因此袁林业投资不仅要符合经济学
规律袁也要按照自然科学规律办事遥科技进步已成为农业经
济增长的关键因素[6]袁与农业发展规律类似的林业部门也要
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袁增加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袁为林业
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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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袁了解市场信息袁只有他们才能带领人民致富尧奔小
康遥 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教育和培训把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
力大量向外转移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遥

其次袁 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不利于当地农村的教育发
展袁造成对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难度袁同时也使留在农村中
的老人尧小孩无人照顾袁在患病的情况下无人护理袁再加上
有些地方远离县城袁当地又缺乏医疗机构袁导致有些病人因
为耽误治疗而祸及生命遥
2 加快中西部新农村建设进程的策略

2.1 鼓励跨省域劳工回乡创业袁为地方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发

展农村经济尧建设特色的新农村关键在于农村的人力资源
的开发袁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又需要相当数量的原始人
力储备以及原始储备人力所具有的特征袁主要涉及到原始人
力素质起点尧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已经掌握的技能及技能的
熟练程度遥 然而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大量中青年健康劳动力
已外流其他省域袁对相对落后的家园失去兴趣或干脆持失
望的态度袁因此袁笔者认为当地政府当务之急是大力开发农
村人力资源袁 鼓励流入其他省域的农民工积极回乡从
业袁为当地经济服务遥

其策略袁 一是地方政府应依据地方特征构建特色内生
性经济遥 依靠科教兴农的思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之根
本要要要第一产业袁 并在第一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积极拓宽创
业思路袁构建生产加工野 深加工冶要要要轻工业袁从而增加就业
岗位以吸引农民工回乡从业遥二是地方政府应放宽政策以
鼓励外域投资商前来投资袁从而促进外援性经济在内地的
发展袁以达到活跃和繁荣乡村经济的目的袁鼓励在他乡从
业的劳务工回本乡稳固就业袁这也避免了在他乡从业人员
的颠沛与流离之苦袁同时也使劳工增加对当地政府的信心遥
三是地方政府应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袁合理规划
和布局农村义务教育教学点袁并依人口密度合理布局寄宿
制学校袁大力引进优质师资袁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为目标袁
消除群众对当地义务教育的怀疑和顾虑遥 四是地方政府从
当地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以用于当地人力开发袁主要是
指用于培训技能缺失和与当地工作相关的后备劳动力遥
2.2 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 中西部经

济落后袁再加上是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袁计划生育工作缺乏
力度袁从而导致大量劳动力过剩遥 因此袁为了解决剩余劳动
力从业问题袁地方政府除了发展一些地方特色的内生性经
济以外袁还得大力引进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适应
当地低技能人群就业袁 这样也可以稳定国内社会秩序遥 因
此袁地方政府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指向经济建设袁一切方针尧

政策的出台都应为当地和谐健康的经济活动服务遥
首先袁地方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尧低利率信贷等宏观

调控政策吸引一批技术含量不高的轻工业等加工服务业袁
并且工人通过短期培训即可上岗的中小型企业走进乡村遥
当然地方政府也得注意当地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袁 如公
路是否畅通尧水源是否有充分的供应尧电力资源是否可靠以
及当地可利用资源的状况等袁最为重要的是当地气候是否
适应相关产业的发展遥 这些都是外部前来投资发展的企业
考虑的关键因素袁同时也应是地方政府决策者需要重点解
决的遥 此外袁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繁荣时期袁第二产业
中工业制造业尧采掘业尧化学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袁
关乎到 GDP的增长袁关乎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袁关乎到
参与国际竞争力遥 因此袁在有效处理环境保护的前题下袁政
府可适当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尧采掘工业袁以期达
到近于充分就业状态袁从而促进乡村工业化进程袁以带动乡
镇企业向纵深发展遥
2.3 依托地域特征发展特色农业袁创造就业岗位 特色化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以农村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为前提基

础遥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袁所以种植业劳动力占据农村
近全部人口袁当然这也并不排除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传统
生产方式和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生产力所导致的袁所以当前
挖掘农业潜力袁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是首要任务遥我国中西
部长期以来种植业的耕作方式主要以粗放型为特征袁 且近
于 3/4 的耕地为中尧下质产田袁有大量荒原型的耕地有待
于有效合理的开发利用遥 因此袁为了发展中西部乡村特色
农业袁必须依靠大众耕作行家所发挥的聪明才智袁实行劳动
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农业为主要目标袁促进种植业规模的
集约化水平袁推广良种农业袁最终提高耕地的有效利用率和
生产率遥

其次袁由于农业不仅限于种植业袁还包括渔业尧林业尧牧
业遥 我国素有由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所构成的农业文明大
国之称袁拥有天然丰富的淡水资源袁这为我国的淡水渔业发
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遥尤其是中部地区依靠充足的淡水资
源袁星罗棋布地开塘养鱼袁发展淡水渔业更为合适遥 政府还
可引导中西部农民依托市场信息大力发展大棚花卉种植业

进而提高农业产值袁提高农业效益袁使农民增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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