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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清单产生方式的不同，林分蓄积、林分年龄、立地质量、林分径级结构以及森林

经营措施等调查因子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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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Forest Resource Asset Appraisal
Listing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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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oducing way of the current listing of forest resource assents appraisal，there are
some main problems in the inventory of forests，such as stand volume，stand age，site quality，stand diame-
ter class structure and fores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is paper，discussion is made on these problems
and their influence． Besides，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some suggestions of strong practicality are
also put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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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来讲，森林资源主要是指树木资源，特别

是指乔木资源。广义的森林资源是指林地和生长其

上的森林有机整体。它主要是指林木资源为主，包

括林中和林下植物、野生动物、土壤生物及其他诸如

环境因子等资源。森林资源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上一

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涉及到人类生活、生产、社会

和环境的各个方面，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的物质基础［1］。森林资源不仅在于其林木及其

物产的利用，还包括了其环境资源的利用，如森林对

水土保持、涵养水源、抵抗自然灾害和优化环境等生

态、社会作用。
森林资源资产是指能够用货币的形式表示并且

具有收益性质的森林资源的总称，主要包括了林木

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以及其他与森林资源

相关的资产［2］。可见，森林资源是森林资源资产的

物质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林业的

改革发展，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要求，森林

资源资产评估在我国兴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是指

评估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在评

估基准日，对特定目的和条件下的森林资源资产价

值进 行 分 析、估 算，并 发 表 专 业 意 见 的 行 为 和 过

程［3］?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其

中，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清单是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的第一个环节，并且是评估工作中基础环节，对评

估工作的进行有重要意义。
针对目前云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资源清

单的编制中，对价值评估影响比较重要的因子在调

查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提出相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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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为科学、合理地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提供理论

参考。

1 森林资源资产清单产生的方式或途径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调查清单是指在进行森林资

源资产评估时，按规定委托方应向受委托的资产评

估机构提供需要评估的全部森林资源资产的数量、
质量和分布情况的详细材料，一般俗称为森林资产

清单。有效的森林资产清单是由具有相应林业调查

规划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而出

具。目前用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森林资产清单有

以下 3 种产生方式: ( 1 ) 一年内森林资源规划设计

调查( 二类调查) 或作业设计调查( 三类调查) 成果

编制的森林资源清单［4，5］。( 2 ) 森林资源档案逐年

更新续档结果编制的森林资源清单。按森林资源管

理部门的技术要求建立相应的数据更新模型或方

程，将原有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按照更新模型

或方程更新至评估当年基准日，经当地林业主管部

门认可或批准的森林资源档案。( 3 ) 森林资源资产

评估专项调查的清单。为某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在有效时间内、专门委托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

的单位调查的森林资源量成果。

2 森林资产评估清单的主要内容构成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清单是按小班为基本单位编

制，清单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6］:

( 1) 林地资产。主要包括了地类、权属( 所有

权、使用权) 、面积、位置、立地质量等因子。
( 2) 林木及林产品资产。主要包括: 权属、林

种、树种及树种组成、起源、年龄、平均树高、平均胸

径、单位面积立木株数和蓄积量，经济林产期或产

量，用材林近、成、过熟林林木质量等级及林分出材

率或材种出材量、可及度等，以及其他林地上的林木

和苗圃地上的林木资产。
( 3) 其他森林资源资产主要包括森林景观资产

( 旅游、观赏、休息、保健和娱乐等方面的功能和特

色) 和林下野生动植物资产( 种类、特点和数量) 、林
副产品等方面。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由于上述清单产生的途径不同、调查的目的不

同，以及调查因子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不同、调
查精度要求不同等等原因，其调查结果会出现同一

资产其数量和质量有偏差，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过

程中就会导致对同一资产的评估值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出现“同物异值”的现象。综合分析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林分蓄积量调查与计算

( 1)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主要有全林实测、标

准地、随机样地、角规控制检尺等［7 － 11］。其中，全林

实测的调查精度最高，但调查时间长，成本较高; 标

准地调查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标准地的代表性，实际

工作中其数量和质量调查结果往往偏大; 随机样地

调查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林分内林木个体大小和分布

的变动情况以及样地数; 角规控制检尺的调查精度

除了角规点位置的选取和角规点数，这与标准地和

随机样地的要求相同外，角规断面积系数的选择也

是影响调查精度的关键因子，该方法调查效率最高。
以上不同调查方法对同一小班的调查结果存在一定

的差异，即使这种差异是允许存在的，但这种“数

量”的差异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环节中，经过综合

考虑评估的诸多因素( 主要是各项调整系数) 并经

过数次运算后，该影响将导致“价”的差异的放大，

有时甚至高达 10% ～20%，无疑将会影响到最终评

估值的准确性。
( 2) 计算方法。蓄积量的计算一般采用标准木

法和数表法。标准木法在没有适用的调查数表或数

表不能满足精度要求的条件下，是一种简便易行的

林分蓄积量测定方法，其测定精度的关键在于选好

标准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森林调查中一般又

常用预先编制好的数表如一元材积表、二元材积表、
形高表、标准表等计算确定林分蓄积量［12，13］。我国

目前使用的主要针阔叶树种调查数表多为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整理编制的，现实林分多为之后更

新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次生林，林分生长的数量

和质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调查数表已不适

应现实林分，因此，对同一林分采用不同的蓄积量计

算方法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容易出现与上述

“调查方法”的不同而带来的“价值”量差异放大的

类似结果。
( 3) 珍贵树种蓄积量。以评估为目的，专门委

托有林业调查设计资质的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调查出

具的森林资源调查成果，虽然能客观的反映当下森

林的资源量，但在森林资源的调查中，一些当地的非

绝对优势的阔叶树种由于没有该树种的调查数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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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往往被按照树种组归类进行蓄积量的计算，特别

是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一些天然阔叶林中尤为突

出，一些珍贵的树种如楠木类等与其他一般阔叶树

种按照《云南省森林调查常用数表》都被归为一类

使用“南亚热带阔叶树种数表”计算蓄积量，没有独

立的蓄积计算模型或数表，而市场中这类珍贵树种

的价格往往高出一般树种很多甚至数倍，森林资产

清单中蓄积量的差异将导致市场化价值的真实性和

合理性降低。
3． 2 林分年龄

在林分年龄调查中，常有跨龄级或龄组的情况

存在。在后期评估工作中，不同的年龄或龄组的林

木评估方法是不同的。在天然林的调查工作中，对

跨龄级或龄组的林分年龄的准确判定将会影响到整

个评估工作的成果。以云南松天然林为例: 云南松

龄组可分为: 幼龄林( 20 a 以下) 、中龄林( 21 a ～ 30
a) 、近成熟林( 31 a ～ 40 a) 、成熟林( 41 a ～ 60 a) 、过
熟林( 61 a 以上) ［5］。在幼龄林与中龄林、中龄林与

近成熟林之间的仅仅相差 1 年，而云南松天然林年

龄构成均为相对同龄林的树木，其年龄的准确计算

和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3． 3 立地质量

立地质量的评价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评定法和

间接评定法［14］。目前在森林资源评估中立地质量

的评定主要是利用直接评定法中的地位级法和立地

指数法来确定。地位级法是利用林分平均年龄与林

分平均高的关系编制的地位级表来评定立地质量等

级的［15］，但由于林分平均高受抚育措施的影响，特

别是下层抚育间伐的影响，易造成林分平均高出现

“非生长性增长”，导致立地质量等级的“跳跃”。立

地指数 法 是 根 据 优 势 木 的 平 均 高 与 平 均 年 龄 关

系［16，17］，以某一立地上特定基准年龄时林分优势木

平均树高值来反映林地质量高低的，这种方法使用

比较普遍，相应的研究也比较系统、深入［18，19］，不受

林分密度和抚育间伐的影响或影响很小，能较准确

地反映林分林地质量。因此在森林资产清单编制时

应特别注明已实施的森林经营措施如抚育技术等，

以辅助合理地确定评估模型中立地质量的调整系数

值。无论是采用地位级法还是立地指数法，都不能

离开生长着的主要树种来评定林分的立地质量。随

着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林地资源市场化的不

断发育，除有林地和疏林地外的其它林地的立地质

量间接评定会越来越备受关注。

3． 4 林分或树种径级结构

目前的森林资源清单中没有体现出各树种的径

级结构，特别是由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或森林资

源档案更新结果编制而成的森林资源资产清单，反

映不出各树种的径级结构。林分或树种的直径结构

与材种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决定各材种的

分布比例，而且决定各材种的总材积，从而影响到各

材种木材价值量。因此，林分直径结构对林分材种

结构规律及特点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评估林分经济

利用价值及经济效益的主要依据。
3． 5 森林经营措施的贡献

森林资源资产清单中并没有要求调查森林经营

活动中的经营措施，而在整个森林资源的培育过程

中，林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对林木的生长发育起着积

极的作用，如森林营造中保水剂、生根粉的使用等，

森林经营中抚育、间伐、施肥、复壮等措施或技术的

采用，在目前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并没有较好的

体现出这些科学技术或措施对林分生长的贡献值。
3． 6 技术参数不统一

目前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技术参数不统一

最突出的表现是收益法评估中对林分未来的收获量

或产量的预估，由于缺乏相应的林分生长过程表特

别是经济林产量预估表，以及树种林副产品如云南

松和思茅松松脂产量、华山松产籽量、林下野生食用

菌产量等，在评估时多以评估人员的经验或访问甚

至是由委托方来确定，增加了主要技术参数的不确

定性和随意性，致使评估结果缺乏科学性，可信度较

差。

4 对策及建议

4． 1 建立和完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资源量调查机

制

建议林业管理部门出台以评估为目的的专项森

林资源量调查技术规程。从诸多调查方法、蓄积量

计算方法中明确规定具体的调查方法、调查精度、适
合的条件和范围，以及蓄积计算方法等，即使调查结

果出现误差，由于调查方法、计算方法及精度的一致

性，也不会给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值测算造成较大

差异。针对蓄积量的计算，笔者认为尽量利用二元

材积表更为准确，在没有合适的二元材积表使用的

情况下，标准木法是简便易行且精度较高的一种蓄

积量测算方法。此外，在使用角规控制检尺测定林

分每公顷胸高断面积时，尽量使用二元形高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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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分蓄积。
4． 2 修编和完善主要树种的相关数表

目前云南省主要用材树种的一元材积表和二元

材积表均编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末，由于

当时经济建设对主要木材的需要，编制的调查数表

仅局限于几个主要的用材树种，更多的树种没有编

制相关调查数表。随着森林的更替变迁，现有森林

多为次生林，且地力衰退，同一树种的形数、蓄积量、
出材量均发生了变化，因此应组织技术力量收集现

实林分主要用材林和经济林树种的相关资料，对目

前使用的材积表、生长过程表等调查数表进行精度

检验和数值修正，同时加快补充新的主要树种的相

关数表特别是生长过程表、主要经济林产量预估表

等的编制工作，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林权制度改革和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
4． 3 天然林林分年龄调查

针对天然异龄林和相对同龄林的林分，为较准

确地测定林分年龄确定龄组应采用相应的评估方法

进行资源资产评估，建议采用断面积加权计算方法

测算林分年龄。
4． 4 理顺“量价”关系

按照现行的技术规范是评估人员签字并承担责

任，那么就该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规

定: 当核查结论和调查结论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评

估人员应以调查结果作为评估测算的依据，避免

“量价”间的相互推诿，理顺“量价”之间的关系。
4． 5 尽快制定出森林资源资产登记办法

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林区经济的不

断繁荣，林农或林业企业越来越关注和需要规范化

的森林资源资产交易市场，林农或林业企业也希望

自己的森林资源资产随时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

为加快森林资源资产的转化，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林

权制度改革，应尽快建立或制定出台有关森林资源

资产的登记办法。
4． 6 体现现代林业科学技术的贡献

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针对采用新型林业科

学技术成果培育森林资源，应充分体现现代林业科

学技术对林分生长发育的贡献值，在评估模型中特

别是在收益法的评估中建议增加科学技术对森林资

源培育贡献的调整系数，积极研究不同技术措施的

阈值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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