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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 非木材林产品是

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

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

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 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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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生态补偿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生态保护往往

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生态补偿是对机会

成本的补偿，这种约束往往是政府的强制性行为，因

此补偿主体是政府［1 － 2］; 另外，当自然资本不再能免

费获取时，生态服务提供者应得到相应的收益，其基

本原则是谁获益谁补偿，由于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

当获益者难以界定时，政府便会成为付费主体。
退耕还林主要是对农户机会成本的补偿，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生态补偿政策之一，对

山区农户的影响尤为突出［1］。政策制定者希望农户

在放弃使用耕地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生计，并通过增

加非农收入等途径改善农户生计，实现生态保护和

减贫脱贫的双赢目标［3 － 4］。根据自然资本对农户的

重要性，农户的生计活动可以区分为自然资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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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型和非自然资本依赖型，前者对于贫困农户尤为

重要，后者则是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方向［3］。
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的途径，一些学者研究了

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强调农户的

生计决策。农户的生计活动建立在生计资本基础

上，农户根据资本禀赋配置劳动力［4］。政策的冲击

可能改变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进而改变农

户的生计行为，最终影响农户收入和福利［5］。退耕

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提供的食物或现金改变了

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及结构，如果农户能够通过非

农就业或从事非直接农业生产，则可能进一步增加

收入［6］。然而，农户的资本禀赋约束、家庭结构和不

完全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等因素制

约了农户的非农收入获取，政策对农户生计活动的

影响是多途径、多因素的复杂过程［7 － 9］。
非木材林产品属于自然资本依赖型生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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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户通过采集林产品改善其收入水平和结构，

对于没有非农就业途径的家庭来说，是非农忙时段

的主要生产活动和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

对自然环境和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10］。然而，对自

然资本的依赖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生态脆弱性

地区，过度的林产品采集可能直接带来生物多样性

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近年来，山区农户对药材

等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愈加频繁，近山区已经

很难采集到具有市场价值的林产品，生产活动范围

不断扩大，对生态的影响更深更广，引发更多的生态

忧虑。退耕还林在增加农户现金收入的同时也增加

了农户的农闲时间，对这类活动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思路下分析退耕还林对非木

材林产品的影响，研究政策对农户资本配置的影响，

关注农户其他活动以及市场的约束条件，从而理解

农户在政策影响下的生计行为和后果。本文主要结

构如是: 1、介绍调查区域和数据; 2、建立农户模型及

实证分析; 3、结果分析及结论。

二、区域概况和数据获取

( 一) 区域概况

陕西周至县位于秦岭中部，是森林生态系统和

天然植被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之一，野生动植物资

源丰富，县内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省级自然

保护区，同时该地区又是周边城市用水的重要水源

地。周至县是西安最贫穷的县，山区中的各乡镇尤

为贫穷，人与环境的矛盾与冲突较为明显。该地区

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秦岭保护与发展共

进”项目区。调查地点为周至南部秦岭山脉之中的

四个乡镇，因为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施和自然保护

区的建立等，可耕种的土地相对减少，周至县的人均

耕地已从 2002 年的 0． 80 亩降低到 2005 年的 0． 61
亩。当地的农业生产主要包括农、林两类。农业作

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土豆等粮食作物，产量较低，不

能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很多农户仍然需要在市场

上购买粮食。林地作物主要是山茱萸、核桃、板栗、
花椒等经济作物，主要用于出售，也是其最重要的农

业收入来源。绝大多数农户的林产品都是在本村出

售给商贩，所以虽然在形式上参与了市场，但作为价

格接收者，市场行为非常简单。
( 二) 数据获取

本研究主要利用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

取数据。调查采用的是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
村、户等三级进行抽样。首先，根据调查所需要的特

定自然生态条件，确定了处于周至南部山区的 4 个

乡镇，即厚畛子乡，板房子乡，陈河乡和王家河乡。
其次，通过咨询乡镇、村干部及周至县环保局的相关

人员，主要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两个标准，

考虑该村生计类型与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差异性，将

每个乡的行政村划分为高、低两个层次，每个层次包

含基本相同数量的村，组成两个样本框。经济发展

水平主要依据村民的人均收入; 地理条件区分为是

否为自然保护区、行政村的交通便捷状况等; 生计类

型包括农业生产、迁移打工和农家乐等非农经营。
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层中抽取 2 － 3 个村子，每

乡镇共 4 － 6 个村。最后，对抽取到的村采用整群抽

样方法，即调查该村所有的常住农户，并保证每个乡

镇中一般有 280 个样本，并最终在 20 多个行政村中

获得总样本 1100 个左右。

三、农户模型及计量设定

( 一) 农户模型分析

农户模型已经成为农户经济决策分析的主要方

法，下面发展一个简单的农户模型用以阐释退耕还

林政策对农户采集非木材林产品的影响途径。
农户的效用函数如下:

U = U( y，yc，l | z)

农户的效用是非现金收入 y，现金 yc 和休闲时

间 l 的拟凹函数，受家庭消费相关特征 z 的影响。
约束条件为:

y = yf + yo = fo ( E － Ep，Lo，A) ( 1)

yc = fc ( Lc，w，r) + fn ( Ln ) + y·Ep ( 2)

Lo + Lc + Ln + l = L ( 3)

Lc ≤ Lc ( 4)

L0，Lc，Ln，l，w，r，A，E － Ep，Ep ≥ 0
当地的农业产品多用于自给自足，或者限于农

业产品的季节性，收入来源不稳定，此处的非现金收

入 y 包括农业收入 yf，以及其它不稳定的收入如本

地的零工收入 yo。这些非现金收入是其经营的土地

面积 E － Ep，农业劳动力投入 Lo 和农业技术 A 的函

数，其中，E 为其拥有的总土地面积，Ep 则为其退耕

的土地面积，y 为每单位退耕面积的补偿金。为了保

证作为 PES 项目的实现，退耕还林的补助因当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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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退耕地的机会成本，即 | fo /E |≤ y; 如果农户

能够自由决定参与退耕的面积，则边际条件为 |
fo /E | = y。此处假定退耕后的土地暂时不产生农

业经济效益，但农户因此能得到生态补偿金。现金收

入由非农收入 fc 和非木材森林产品收入 fn 组成，山

区农户经常采集非木材林产品出售以补贴家庭开

支。非农收入由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投入 Lc，市场工

资率 w 和利率水平 r( 一些非农活动需要资本投入)

等决定。
Lo，Lc 和 Ln 分别代表农户在农业活动、非农活动

和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活动上的时间，L 为农户总的

时间禀赋。其中农户的非农时间 Lc 小于或等于阀值

Lc，如果式( 4) 取等号，则意味着农户的非农时间受

约束，不能在决策中进行调整。极端的，如果农户面

临非农市场的约束使得 Lc 等于 0，则农户不能参与

到非农活动中，也不能取得非农收入。
设在农 业 生 产 中，劳 动 和 土 地 为 互 补 品，即

Lo /E ＞ 0。
如果 Lc ＞ 0，并且农户能够在农业活动、非农活

动和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等活动中自由支配时间。其

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

U /Lo = U /Lc = U /Lnc ( 5)

或者:

U'yfo /Lo = U'ycfc /Lc = U'ycfn /Ln ( 6)

其中 U'y 和 U'yc 分别代表农户对非现金收入和

现金收入的边际效用。则模型的均衡解由农户拥有

的土地数量、农业技术和市场工资等条件决定，农户

在非木材林产品采集上的时间为:

L*
n ( Ep = 0) = L － L*

o ( E － Ep，A) － L*
c ( w，r) － l*

( 7)

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后，重新分配家庭时间，非木

材林产品活动的变化值为:

ΔL*
n = － ΔL*

o ( Ep ＞ 0) － ΔL*
c ( w，r) － Δl* ( 8)

因为 Lo /E ＞ 0，所以 ΔL*
o ( Ep ＞ 0) ＜ 0，重新

分配后的均衡解仍然由方程( 6) 决定。简单起见，设

农户的休闲时间只由人口和其它外生因素决定，即

l* /Ep = 0。那么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活动时间的变

化将主要取决于非农时间供给的变化。
如果 农 户 的 非 农 活 动 受 限 制，Lc = 0 且

① 这种活动常常是一种邻里间的互助行为，或许是实物收益，或许是以后获取他人帮助的一种前期行为，很少能获取现金收益。

ΔLc = 0，则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为:

U'yfo /Lo = U'ycfn /Ln ( 9)

ΔL*
n = － ΔL*

o ( Ep ＞ 0) － Δl* ( 10)

因为 ΔL*
o ( Ep ＞ 0) ＜ 0，如果 Δl* ≤－ ΔL*

o ，那

么有 ΔL*
n ≥ 0。

故而有如下基本结论: 1、如果从退耕地上解放

出来的农业劳动力都能在非农活动中得到配置，那

么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活动时间不变或者减少。2、如

果农户的非农活动受限制，那么退耕并不会减少农

户的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活动。
( 二) 假设和计量设定

根据农户模型的分析，农户的非农限制在退耕

还林的影响中起着决定作用，但在实证中仍然要考

虑一些具体因素。首先，如果农户面临着完全的劳

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根据市场工资水平等因素调

整其在农业和非农业中的劳动供给水平。农户的非

木材林产品的采集行为将由非农木材产品的投入产

出等因素以及非农产业中的收入水平决定。然而，

随着国家政策对森林产品的保护力度增强，以及近

年来森林产品的减少，已经很难在居住地附近采集

到利润比较高的森林产品，因此，这类活动生产需要

承担高风险和更多的时间及体力投入。在这种背景

下，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往往是其它生产行为的后

继决策行为。
其次，需要考虑农户对收入形式的偏好。退耕

补偿、非农收入和非木材林产品的收入都属于现金

收入，而农业收入和本地打零工① 的收入属于实物

收入( 或者不能及时转换为现金) 。新迁移经济学

认为现金收入对于农户破除流动性约束、采用新技

术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没有能力得到

稳定非农收入的农户而言，非木材林产品将起到增

加收入来源和破除流动性约束等多重作用，因此考

虑农户是否参与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二分决策非常

重要; 对于有非农收入的农户而言，不同形式的现金

收入将可能产生替代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退耕补

偿对以前没有现金收入的农户( 纯农户) 的影响可

能有两个方面: 一是产生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

而加强了采集非木材林产品的倾向; 二是提供了现

金收入，从而减弱了其它产生现金收入形式的活动。

021



这两类作用的大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察; 对

于贫困地区的农户而言，现金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大，

他们越可能增加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
综合而言，根据农户模型的两个基本结论以及

调查地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1． 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及对非木材林产品

的依赖将随非农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2． 退耕还林有助于减少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收

入和对非木材林产品的依赖;

3． 退耕还林能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发生

率的影响需要考虑农户是否能够参与非农活动，对

于不能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退耕还林可能不会影

响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发生率。
一些农户并没有采集非木材林产品活动，对其

收入及依赖度的估计属于截断问题，使用 Tobit 模

型; 对于采集非木材林产品活动的发生率则适用于

Probit 模型。在估计依赖度时，用非木材林产品收

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作为因变量; 在估计发生率时，对

参与采集非木材林产品活动的农户赋值为 1，否则

为 0。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各项收入，农户的物质资

本( 房屋价值和房屋数量) ，自然资本( 经营的土地

面积) ，农户对林业管理规定的主观遵守状况，以及

农户的消费和家庭结构特征等。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农户的收入结构

有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活动和没有非木材林产品

采集活动两类农户在平均总收入上差别比较小，但在

收入结构上差别比较大。没有非木材林产品活动农

户的非农收入包括外地打工和本地非农经营收入较

多; 而有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农户的农业收入相对较

多。但两类农户得到的平均退耕补偿金额相差无几。

表 1 农户的收入结构

农户 农业 本地零工 外地打工 本地非农 退耕补偿 非木材林产品 总收入

无 NTFP 收入
( N =897)

2501． 05
( 80． 42)

1222． 50
( 120． 41)

5635． 28
( 326． 95)

978． 71
( 182． 57)

1035． 74
( 54． 94)

0． 00
( 0． 00)

11960． 75
( 396． 26)

有 NTFP 收入
( N =169)

3140． 18
( 255． 78)

1428． 11
( 239． 23)

3316． 21
( 488． 26)

57． 99
( 95． 15)

1072． 38
( 100． 15)

1630． 06
( 137． 43)

11139． 01
( 683． 85)

总样本
( N =1066)

2602． 38
( 79． 16)

1255． 09
( 108． 17)

5267． 62
( 286． 90)

832． 74
( 154． 69)

1041． 55
( 48． 86)

258． 42
( 28． 38)

11830． 47
( 350． 63)

注: N 表示样本量。括号内为标准误。NEA ( Non － farm Self － employment Activities) 为非农经营活动简称。

( 二) 退耕还林对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及对非木

材林产品依赖度的影响

Tobit 估计结论表明( 表 2 ) ，农业收入对农户的

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及依赖度的作用显著为正，非农

收入包括外地打工收入和本地非农经营收入的作用

显著为负。家庭结构变量中，老年人比例越高，农户

的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及对非木材林产品的依赖度越

少，说明这类林产品的获取需要较强体力支撑，也表

明了这类产品的稀缺程度。相对偏远的厚畛子和王

家河地区的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和对非木材林

产品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退耕还林补偿金额对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收入

及对非木材林产品的依赖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根据

农户模型的假设和理论分析，退耕补偿金额和非木

材林产品收入在收入形式上都属于现金收入，在贫

困的周至山区，可以表现为替代关系，即现金形式的

退耕补偿金显著降低了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收入及

对非木材林产品的依赖。
( 三) 退耕还林对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发生率的

影响

收入是个连续变量，并不能揭示农户是否从事

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有必要对农户参与非木

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即发生率做进一步的估计。

结果表明( 表三) ，农户的非农活动不论外地兼

业和本地非农兼业，都有助于降低农户非木材林产

品的采集活动。同时，退耕还林政策也显著得降低

了农户参与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然而，根据农

户模型的分析，研究退耕对这类活动的影响还应当

考虑农户是否受到非农活动的限制。

能否参与非农活动受农户的资本禀赋影响，资

本禀赋较高的农户更容易突破市场约束参与非农活

动，而低资本禀赋的农户只能从事效率较低的纯农

生产。对两类农户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不受非农

市场约束的非农兼业户而言，参与退耕还林有助于

121



表 2 农户采集非木材林产品的收入及对其依赖度的 Tobit 估计结果

自变量 非木材林产品收入 依赖度

农业收入 0． 2885＊＊＊ 0． 0184＊＊＊

本地零工收入 － 0． 0156 － 0． 0052

外地打工收入 － 0． 0589＊＊ － 0． 0094＊＊＊

本地非农经营收入 － 0． 2111＊＊ － 0． 0258＊＊＊

退耕还林补偿 － 0． 4221* － 0． 0473*

遵守林业管理规定 － 127． 2977 － 0． 0208

前一年消费 0． 0025 － 0． 0000

男孩比例 192． 7001 0． 0228

女孩比例 620． 5017 0． 0600

老年人比例 － 2077． 2570＊＊ － 0． 2109＊＊

厚畛子 3080． 2129＊＊＊ 0． 3266＊＊＊

板房子 866． 9781 0． 1038

王家河 1701． 8774＊＊ 0． 2001＊＊

常数 － 4229． 5547＊＊＊ － 0． 4018＊＊＊

样本量 1066 1066

似然值 － 1841． 1635＊＊＊ － 311． 5880＊＊＊

F 值 14． 1176＊＊＊ 32． 62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a 依赖度指来自非木材林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估计中

各项收入以千元为单位。

表 3 对全部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发生率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参与外地非农兼业 － 0． 1854＊＊

参与本地非农兼业 － 0． 4150*

参与退耕还林工程 － 0． 5370*

遵守林业管理规定 － 0． 0587

土地面积 0． 0017

房屋价值 － 0． 0321

房间数量 － 0． 0070

前一年消费 0． 0000

厚畛子 1． 3109＊＊＊

板房子 0． 5691

王家河 0． 9585＊＊

常数 － 1． 0995＊＊＊

样本量 1066

似然值 － 432． 3521＊＊＊

chi2 值 44． 899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减少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而这种作用对于受

非农市场约束较多的纯农户并不显著。另外，农户

的受教育程度和对林业管理规定的遵守状况也影响

了纯农户是否从事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

表 4 两类农户的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发生率的估计结果

农户
变量

非农户兼业户 纯农户

户最高人力资本 － 0． 0433 0． 0276*

特殊社会经历 － 0． 0264 － 0． 0301

金融可及性 0． 1376 0． 0168

参与退耕还林 － 0． 5603* － 0． 5445

遵守林业管理规定 0． 1287 － 0． 1738＊＊

土地面积 － 0． 0031 0． 0028

房屋价值 － 0． 0112 － 0． 0493

房间数量 － 0． 0410 － 0． 0048

前一年消费 0． 0000 － 0． 0000

厚畛子 1． 3223＊＊＊ 1． 3993＊＊＊

板房子 0． 4221 0． 7341

王家河 1． 0187＊＊ 1． 0605＊＊＊

常数 － 1． 2060＊＊＊ － 1． 1075＊＊＊

样本量 451 615

似然值 － 145． 9449 － 280． 8109

chi2 值 51． 1360 91． 471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理论和实证结

论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

影响具有差异性，其原因在于农户具有不同的生计

决策。在不完全市场的约束条件下，即使生态政策

为农户提供了现金补偿，减轻了流动性约束，但农业

剩余劳动力仍然不能增加非农活动并获取收入，虽

然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活动具有较低利润和较高风

险，并受到了法律法规的限制，但那些不能在非农领

域获取收入的劳动力依然会从事这类活动。而那些

能够在非农市场得到配置的劳动力则对采集活动的

依赖度较低，生态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因此要降低

此类活动的发生率和对非木材林产品的依赖度，须

考虑农户在非农领域的生产活动能力及收益水平。
在理论上，政策制订者应当考虑市场不完全约束等

因素对农户决策的影响，因为农户决策是政策影响

的基础，而农户决策也反映了生计资本和不完全市

场对农户行为的约束。一些低禀赋农户往往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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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经济，生态补偿政策虽然提高了农户的现

金收入水平，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生计模式，从而

降低政策的实施绩效; 而那些禀赋较高农户则在正

外部冲击下灵活转换其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减少

对自然资本的依赖，使自然环境得到较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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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thought． In early period，marketing was a branch of economics and developed in two directions． One was mac-
roscopic marketing research originated fro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other was marketing management that
had its theoretical resources in 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 The opposition of the two economics paradigms
leads to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two marketing paradigms． Macroscopic marketing research occupies the ma-
instream when economics was dominated by institutional school，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represents the ma-
instream of marketing when neoclassical school dominates the economics field． Macromarketing is facing devel-
opment opportunities with the reviv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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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ccurrence of accounting error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hina A-share stock market
through 2002-2010 as the research object，we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ard characteristics，financial
restatement and corporate value based the occurrence of accounting errors． We find that board size and fre-
quency of board meetings show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financial restatements，
board independence and shareholding of board show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fi-
nancial restatement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ard characteristics have great significant impacts on finan-
cial restatements． We also find that financial restatement samples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corporate value than
the matched sample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ehavior of financial restatement has serious economic conse-
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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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 SLCP) is one of the largest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 ( PES) programs in the world，a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the program on collec-
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 NTFP) us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Zhouzhi County，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reduces the collection of NTFP only for those house-
holds without non-farm labor supply constraints，since the program provides payments for them and free their
on-farm labor as well，therefore those participants can shift labor to non-farm labor markets; while the program
has no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llection of NTFP for households unable to shift their labor to non-farm sectors
due to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poor asset endow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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