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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木质林产品生产的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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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南方集体林区!非木质林产品资源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农户非木质林

产品经营中需要考虑投入要素的有效性以及生产资源如何合理配置问题#论文以临安市山核

桃产业和仙居县杨梅产业为例!分别选取两个县&市'共*"=户林农!)):年横截面数据为样本!

在农户微观层面运用5?<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在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中的

作用#结果表明!农药化肥投入)地域因素都对两个地区非木质林产品生产有显著影响!而劳动

力投入和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因素则只对山核桃生产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需要通过积

极推广农户从事非木质林产品的经营!重视农药化肥生产资料投入以及促使劳动力季节性回流

等措施促进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关#键#词!非木质林产品"投入要素"生产函数"南方集体林区

中图分类号!1J)='!###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9J)J=&!)**')!9)!)*9)>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森林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日趋重要#其中!非木质林产品

和服务因具有经济与生态多重效益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重视**+

!而且随着社会对非木质林

产品需求的增长!非木质林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拓展!在整个林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

高*!+

#同时!在南方集体林区!非木质林产品资源既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对

改善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J+

#非木质林产品中的投入要素问题是农户林业经营中的

重点问题#特别是在南方集体林区!农户分散经营的特点造成农户在实地经营过程中难以

实现规模经营!更需考虑到投入要素的有效性以及生产资源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

国内外对于生产要素效率的研究有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粮食作物等农产品研究中#如

/KA@;DE%5D6F等*G+

&!))J'应用随机生产前沿面方法&4L%IDAMLBINO%KEILB%F1O%FLB6O/P?

PO%AID'研究了中国粮食的技术效率#5D6FQ3FRBAFQ主要研究了户主特征)非经济因素对粮

食生产的影响*S+

"孔祥智等考察了投入要素及其他影响因素在小麦生产中的作用*"+

"林毅

夫在其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技术创新和粮食生产的关

系*=?>+

"蓝广芊等运用 5?<函数构建蚕茧生产函数!测算中国蚕茧生产的科技进步贡献

率*:+

#但从目前研究来看!对南方集体林区的非木质林产品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相对缺

乏#本文利用南方集体林区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的典型代表,,,浙江省临安市的山核桃产

业和仙居县的杨梅产业为例!运用 5?<生产函数!采用!)):年农户调查的横截面数据!

从农户微观生产角度考察种植面积)劳动投入)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要素及地域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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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因素在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以期有助于改善林区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生

产效率#

*#研究假说

!"!#关于投入要素的研究假说

在南方集体林区中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的投入要素可分为G类(土地)劳动)农药化肥投

入及灌溉等其他投入#

&*'土地是农林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基础和主要的投入要素!土地要素在林业

生产中的贡献最大#本文中土地变量采用的是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假设两种非木质林产

品产量主要随土地面积的增加而上升#

&!'本文用劳动力货币投入金额来具体表达劳动投入#农户在非木质林产品投入中

的劳动力投入包括雇工投入和自投工!笔者将自投工日按照当地劳动力市场价格转化为

货币投入进行计算#5D6FQ3FRBAFQ

*S+

)石森昌等**)+的研究认为劳动力对于粮食作物产出

的边际生产率为正#但林业生产与粮食生产不同!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主要属于自然再生

产过程!劳动力投入主要集中在采摘阶段!因此!劳动力投入与产量可能不存在明显的相

关关系#

&J'化肥农药是在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投入要素!假设随着化肥农药

投入的增加非木质林产品产量也随之增加#

&G'山区坡度大!灌溉问题是制约林产品成活率的瓶颈#灌溉等其他投入要素在非木

质林产品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笔者也假设其对非木质林产品生产有正向作用#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说

本文选择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地域以及农户基本特征等作为非木质林产品生产

的主要影响因素#

&*'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可以反映农户家中林业劳动力的非木质林产品生产负

荷#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林业劳动力生产负荷越大!非木质林产品产量会受到影响

而减少#

&!'非木质林产品种植面积占农户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反映的是非木质林产品生产在

农户林业活动中所占的地位#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户发现非木质林产品拥有良好经济

效益时!出于获取更高报酬的预期!会在耕地和林地中也广泛种植非木质林产品!因此笔

者假设种植非木质林产品面积比例越大的农户会对这一林产品生产越重视!产量也会相

应提高#

&J'地域状况是影响非木质林产品产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不同地形)社会经济条件有

显著的差异!因此这会对非木质林产品的种植产生重要影响#

&G'农户的特征变量主要选取了户主的年龄)是否村干部和受教育程度#5D6FQ

3FRBAFQ

*S+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粮食产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户

主经验与粮食产出的相关性很小#笔者假设户主的年龄越大!其林业生产的经验和技能

会越丰富!所经营的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也越好#同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如果

是村干部的话!他会越容易接受林业知识!容易享受到林业产业政策支持!从而能更好地

从事林业生产#

综上所述!各投入要素及影响要素对非木质林产品生产的预期作用方向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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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样本农户生产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对非木质林产品生产作用预期影响方向

2A7&6*#2D66TP6IL6KBFU&E6FI6KBO6ILB%F%ULD6PO%KEILB%F%UF%F?LB@76OU%O6MLPO%KEILM&(21N'

UO%@BFPELAFKIAEMA&UAIL%OM%UD%EM6D%&KMMA@P&6M

指标 非木质林产品产量

土地资源 V

劳动力投入 V

化肥农药投入 V

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 9

非木质林产品种植面积占农户总土地面积 V

户主年龄 V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 V

户主村干部 V

!#数据来源及研究点概况

$"!#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非木质林产品生产的投入要素及其影响因素!!)):年!本课题组在浙江省临

安市和仙居县以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为原则选取!个乡镇"个村*"=户林农进行了实

地调查&表!'#本次调查内容涉及!))>年样本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生产性投入的情

况)样本林农的基本特征)收入以及经济活动等信息#笔者利用格拉布斯检验方法剔除了异

常值和无效样本后!总共有效样本为*SG户#

表$#样本点农户分布

2A7&6!#2D6KBMLOB7ELB%F%UD%EM6D%&KMMA@P&6M

县&市'及乡镇 仙居&南峰街道' 临安&岛石镇'

村 清口园 卜家岙 赵岙 新二 银坑 岛石
合计

总样本 !S !" !" J* J* !> *"=

有效样本 !J !" !! != !: != *SG

##注(数据来源于农户调查#

$"$#研究点概况

!'!'*#临安市山核桃产业概况

临安市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南麓!东西宽约 *))W@!南北长约 S)W@!总面积

J*!"'>W@

!

!森林覆盖率="'SSX#!)):年临安生产总值!J"'G:Y*)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JS元***+

#山核桃产业是临安的特色林业产业#

临安市现有山核桃总面积超过!'>=Y*)

G

D@

!

!占全国山核桃总面积的G)X#其中投产面积

超过!Y*)

G

D@

!

!约占山核桃总面积的=)X#山核桃常年产量*))))多 L!占全国总产量

S)X左右!!)):年山核桃产值达到S':Y*)

>元**!+

#

!'!'!#仙居县杨梅产业概况

仙居位于浙江省东部!地处括苍山山脉中段北麓!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

土地总面积!)Y*)

G

D@

!

!其中林业用地面积*"Y*)

G

D@

!

!森林覆盖率=='!X#!)):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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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县生产总值>!':SY*)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杨梅产业是仙居的特色林业产业!仙居县是由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杨梅之乡%!

是全国第一个超*)万亩&""""'"=D@

!

'的杨梅种植县#!))>年仙居县杨梅种植面积>)))

D@

!

!其中投产面积JJ))D@

!

!总产量G'GSY*)

G

L!总产值J'>Y*)

>元#

J#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投入要素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林业生产的作用采用扩展的5%77?<%EQ&AM生产函数方

法#这种函数形式便于估计和解释#对产出和投入取对数后!可将函数写成线性形式!利用

普通最小二乘法&,04'做线性估计#生产函数如下(

&F&!

"

'#

!

$

"

&F&%

"

'$

#

&F&&

"

'$

$

&F&'

"

'$

%

&F&(

"

'$

&

&F&)

"

'$

'

&F&*

"

'

$

(

&F&+

"

'$

)

&F&,

"

'$

*

&F&-

"

'$

+,

"

$

-

"

!

"

表示单位投产面积的非木质林产品产量&WQ'!%

"

)&

"

分别表示户主年龄&A')受教育年数

&A'!'

"

为是否村干部!(

"

表示农户土地面积&D@

!

'!)

"

表示农户劳动力投入&元'!*

"

表示

农户的化肥农药投入&元'!+

"

表示农户其他投入费用&元'!,

"

表示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种植

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X'!-

"

表示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D@

!

'!.

"

表示村虚拟变

量用以控制除上述因素以外的县级共同的不可观测因素!

-

"

是扰动项#

"

!

#

!

$

!

%

!

&

!

'

!

(

!

)

!

*

!

+

为待估参数!

!

为常数项#本文分别对临安市=*个有效样本和仙居县>J个有效样

本!总共*SG个样本利用,04法就取对数后的上式进行了估计#模型中各投入要素和影响

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及统计数据由表J给出#

表%#农户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2A7&6J#2D6K6MIOBPLB%FMLALBMLBIMO6ME&LM%UD%EM6D%&KMMA@P&6M

指标
临安市 &山核桃' 仙居县&杨梅'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单位投产面积产量ZWQ *G='S" *)"'") G>>':* S*!'=S

户主年龄ZA G:'** *)'SG S*'"G **'!=

受教育年数ZA >'!= !':) ='*" !':)

土地面积ZD@

!

*'*) )':G )'": )'""

农户是否村干部(*[是!)[否 )'*! )'JJ )'!* )'G*

劳动力投入Z元 *S=J>'!S ">>>':) ***JG'G! *G""S'G:

化肥农药投入Z元 !=>*'>* *S"*'S= *::>'*> !"S)'J=

其他投入费用Z元 :>'>) =>'G= *=!':! ="='=G

种植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ZX >='J* )'S* S*'JG )'!!

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ZD@

!

)'G) )'J) )'!! )'!S

##注(数据来源于农户调查"二分变量数据均指具备二分变量$*%所表达特征的比例#

拟合的两个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列在表G中#从模型运行结果看!两个模型的 *统计检

验显著!各模型显著水平均为)')))!说明假设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各模型的调整可决

系数(

!均大于)'S))!说明各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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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非木质林产品生产函数的回归估计值

2A7&6G#2D66MLB@AL6O6ME&LM%U5?<PO%KEILB%FUEFILB%FU%OKBUU6O6FL(21NM

自变量
因变量(单位投产面积产量

临安(山核桃 仙居(杨梅

土地面积
)'*)S

&*'GJ:'

9)'>G>

&9!'!))'

种植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
9)'*!)

&9)':)S'

)'>*:

!

&*'=S!'

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
9)'G">

!!!

&9S'""J'

9)'!:)

&9)'S!='

劳动力投入
)'JJ>

!!!

&!'=:!'

)'*=)

&)'>S:'

化肥农药投入
)'*>*

!!!

&!'>!*'

)'!*!

!!

&!'!:>'

其他投入费用
9)')")

&9*'):>'

9)'*=!

&9)'::!'

户主年龄
)'*SS

&)'SG='

)'"J!

&)'=*!'

农户是否村干部*[是)[否
)')=*

&)'G"!'

9)'**"

&9)'!G>'

受教育年数
9)')!!

&9)'*=S'

9)'!G!

&9)'=)S'

村域虚拟变量
新二()':J!

!!!

&J')S='

清口园(9*')G=

&9*'=::'

银坑()'GS*

&*'G:*'

卜家岙(9*')>>

!!

&9!'GJJ'

常数项
9)'!!)

&9)'*!='

J')>!

&)'>SG'

调整后(

!

)'"=! )'S)G

*值 *J'!G) *S'J:*

显著性 )'))) )')))

##注(

!!!

表示显著性在*X水平!

!!

表示显著性在SX水平!

!

表示显著性在*)X水平!括号中的数字是 /值统计

量#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非木质林产品生产投入要素及主要影响因素对非木质林产品生产

的作用程度及其显著性归纳如下#

&*'化肥农药投入的弹性系数在*X和SX水平上分别对临安山核桃和仙居杨梅的单

位面积产量有明显显著影响#这也验证了之前的研究假设!与 \AFQ]%FQ

**J+的分析认为谷

物生产中的化肥弹性系数为正值且比较显著吻合#化肥农药投入每增加*X!单位山核桃

或杨梅的投产面积产量分别增加)'*>*X和)'!*!X!另外也说明整体上没有出现山核桃或

杨梅产业过度施用农药化肥现象#

&!'从村域变量来看!不同村山核桃和杨梅的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有显著差别的#如

岛石镇新二村在*X水平上山核桃单位面积产量显著高于参照组岛石村"而卜家岙村在SX

水平下杨梅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低于赵岙村#这验证了假说!即不同地区之间的投产面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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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社会经济条件有显著的差异!因此这会对非木质林产品的种植产生重要影响#如卜家岙

村农户杨梅的平均投产面积只有)'!JD@

!

!而赵岙村却有)'S!D@

!

#

&J'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在*X水平上对临安山核桃的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显著影

响#劳动力投入每增加*X!单位山核桃投产面积产量增加)'JJ>X#山核桃的劳动投入边

际产出为正!与5D6FQ3FRBAFQ

*S+

)石森昌等**)+的研究吻合!说明目前的山核桃仍然有大量劳

动力可投入空间#山核桃生长于坡度较陡的林地!抚育和采摘虽然持续时间短!但风险性

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投入对仙居杨梅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也为正!但

是影响结果不显著#

&G'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的回归系数在*X水平上对山核桃的单位面积产量有

显著影响#且与研究假设相符!即林业劳动力的林业生产负荷增大会对山核桃的单位面

积产量呈负相关影响!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每增加*X!则山核桃的单位面积产量减

少)'G">X#但林业劳动力人均种植面积的回归系数对杨梅单位面积产量没有显著

影响#

&S'土地面积的弹性系数对临安山核桃和仙居杨梅的单位面积产量没有显著影响#这

与研究假设相悖#非木质林产品经营与传统的农业或者木材经营有明显区别!非木质林产

品经营主要收获的是果实!土地要素对非木质林产品经营不再是决定因素!因此非常适宜于

南方集体林区农户经营面积小)经营面积分散这类土地类型中开展集中经营#

&"'种植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且统计检验不显著!与假说不

符#这可能是由于两个案例点都是非木质林产品的典型生产地区!作为农户主要的林业经

营形式,,,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在农户农林业活动中的地位不具有主观上的差异#

&='农户的基本特征如是否村干部)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于非木质林产品的

单位面积产出都没有显著影响#目前的山核桃和杨梅经营都已有成熟的经营方式和技术!

基本都被广大农户所掌握#

G#政策含义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在南方集体林区!应积极推广农户从事非木质林产品的经营#南方集体林区农户

林地经营规模小!土地分散!从事传统的农林业经营对农户增收意义不大#而开展非木质林

产品经营是耕地短缺条件下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

&!'应重视农户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对于非木质林产品经营中的作用#政府应

与高校)地方科研机关合作!积极改良化肥和农药!向示范户和广大农户提供科学施肥等咨

询服务!根据非木质林产品生理需要)土壤与气候特点!确定最佳施肥量营养元素比例)肥料

形态和施肥时间#

&J'在非木质林产品的采摘阶段往往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而目前很多地方找不

到合适的熟练劳动力#据报道!!)*)年仙居县杨梅采摘中熟练采摘)挑选工缺口达J)))

人以上!一天*))元工资仍请不到熟练工**G+

#而山核桃抚育采摘中由于风险大!每年都

出现伤亡现象!造成劳动力成本昂贵!而且招工困难#因此!政府应鼓励外出劳动力季节

性回流!并在当地组织种植)采摘等技术培训!健全工人劳动)安全保障制度!实现劳动力

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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