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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座谈方式对会理县４９个乡镇中的５个乡镇农户的林权流转进行了专项调查，获
得１２５份有效调查数据。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１）会理县林地流转面积较大、期限较长、价格较低；（２）农
户对林权流转政策、供求和价格信息知之甚少；（３）林权流转存在的问题突出。本文根据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目的是为会理县集体林权流转的顺利进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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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权流转直接关系到林地林木等森林资产配置
效率的高低，对实现林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至关重要。因此，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国家林业局出台了
《关于切实加强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工作的意见》（林

改发［２００９］２３２号），旨在依法管理和规范流转行为
维护广大农民和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林业

又快又好的发展［１］。目前，对林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主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视角，前者主要以各地区林

权流转为研究对象，从林权流转形式、特点、问题及

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２－７］。后者主要从林权流转

的交易、风险监察、监管、审批、审核、激励、评估等制

度层面分析了林权流转制度的不足、对策及创新问

题［６－１６］。本文通过对会理县５个乡镇的农户进行
问卷调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总结农户林权流



转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

会理县林权流转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依据。

１　调查区概况

会理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南端，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

发示范区腹心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１°５２′～
１０２°３８′，北纬２６°０５′～２７°１２′，县城距州府所在地西
昌市１９４ｋｍ。东部靠会东、宁南两县，西与攀枝花
市仁和区及盐边县、米易县接壤；南与楚雄州元谋

县、武定县，昆明市禄劝县隔金沙江相望，北与德昌

县相邻；国土面积４５２７７３ｋｍ２。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对会理县４９个乡
镇中的５个乡镇农户的林权流转进行专项调查，其
中每个乡镇选择５个村，再在每个村选择５户农户
进行问卷调查，获得１２５份有效调查数据。

３　林权流转现状

３．１　林地流转面积较大、期限较长、价格较低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会理县平均每户林地流转

面积０１８ｈｍ２，流转平均期限为５９ａ，林木流转平均
面 积 １１４６０ ｈｍ２ · 块 －１， 流 转 价 格

２１９５４２元·ｈｍ－２。从图１可以看出，会理县流转
林木中以成熟林流转最大，占总林木流转的

４２２２％，成过熟林流转最小，只占总林木流转的
１０％，幼龄林和中龄林林木流转相差不大，分别占林
木流转的２３３３％、２４４５％；其中在流转林木中乔
木林占８０％，经济林占２０％。

图１　流转林木各龄林所占比例（％）

３．２　农户林权流转主要原因及收益用途
从表１可以看出，农户林权流转的主要原因包

括６个方面。其中，认为流转价格较高的流转原因

占的比例最大，占３３９％；林地或林木太多无法经
营和担心政策有变化的流转原因占的比例最小，分

别占 ５２％和 ５３％；认为消费资金缺乏的占
２４７％；认为生产资金缺乏的占２１７％；林地或林
木太少不值得经营的占９２％。从表２可以看出，
林权流转收益用途包括４个方面。其中林权流转收
益主要用于补贴生活消费，占林权流转收益的

３９％；其次是用于补贴林业生产开支和小孩教育支
出，用于其他方面开支的最少，只占林权收益的

１３４％。

表１ 农户林权流转原因所占比例

流转原因 所占比例（％）
流转价格较高 ３３．９
消费资金缺乏 ２４．７
生产资金缺乏 ２１．７

林地或林木太多无法经营 ５．２
担心政策有变化 ５．３

林地或林木太少不值得经营 ９．２

表２ 林权流转收益用途

林权流转收益用途项目 所占比例（％）
补贴生活消费 ３９．６

补贴林业生产开支 ２５．６
其他方面开支 １３．４
小孩教育支出 ２１．４

３．３　农户对价格信息、政策咨询和过程监管的需求
强烈

从图２可以看出，林权流转政策急需程度最大
是林权流转政策咨询，占总急需程度的４１２％，其
次是林权流转价格信息提供，占２３３％，然后是林
权流转过程监督和方法指导，占１３５％，而流转供
需双方信息提供、流转林权评估服务和监管、林权流

转合同签订审查、急需程度相差不大，分别占急需程

度的７％、５６％和６４％。急需程度最小的是林地
流转后用途监管，只占总急需程度的３％。
３．４　农户对林权流转政策、供求和价格信息知之甚
少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大部分农户对林地流转政

策、供求、价格、程序、转入转出方责任义务、流转矛

盾纠纷解决等政策信息不熟悉，对宏观经济运行状

况把握不准，不了解林地、林木资源的市场价格行

情，林权流转价格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农户在林权

流转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获取信息手段比较落后、

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林权交易服务职能弱

化，高效的林权流转信息平台缺乏，使得林权流转价

格、供需、政策信息不畅，林权流转供需双方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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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林权政策急需比例图

现有效对接。

３．５　乡村干部对林权流转政策不了解、法律意识淡
薄

调查显示，部分乡镇村组干部对林权流转时流

转双方需要什么材料，未进行核实就出具相应的证

明，还有个别乡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越俎代庖签字

进行林地流转，埋下了较大的纠纷隐患。

４　林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４．１　林权流转监管力度不够
①在林权流转过程中未对林权流转的公平性进

行监管，如部分流转存在强买强卖行为，造成集体林

权流转资产流失问题。②对私下林权流转合同的审
核力度不够。调查显示，私下林权流转合同往往缺

失对林地四至界限等具体信息的说明，对流转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未进行明确的说明；③部分乡、镇尚未
建立林权流转台账，缺乏对林权流转情况的系统整

理和统计，不利于林业部门对林权流转用途进行宏

观监控。

４．２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缺失，调查显示，全省仅

有１家省级评估机构。加之国家对评估机构、人员
资质的要求过高，仅有的评估技术队伍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

４．３　林权流转后的监督工作滞后
由于林业主管部门对流转林地缺乏后期监管，

流入方为追求利益，流转后急于采伐变现收益，采伐

后留下迹地，对绿化造林投入少，森林培育差，一部

分业主取得林权后主要向银行抵押贷款，贷款后无

法追踪是否用于发展林业生产，存在金融风险。

５　建议与对策

５．１　强化林权流转监管机制，依法强化林权登记工
作

建立长期有效的林权流转监管机制，加强对林

权流转程序、流转合同、流转方式等的监督检查；各

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林权登记发证的有关规

定，认真审查林权流转登记申请文件。特别是要认

真审查其权属证明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申请人的

资格证明、流转合同和流转方式等内容，依法办理林

权登记手续。对于合法规范的集体林权流转的，当

事人应当依法到初始登记机关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林权流转，登记机

关不得为其办理权属变更登记。

５．２　制定科学的林地流转评估制度，加强森林资源
资产评估管理

在林地流转过程中，林地资产的评估是关键，需

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林地评估系统，真正形成省—

县（市）的评估机构，统一培训各级评估人员，尤其

是提高基层人员、评估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水平。

确定各种类型林地的公允价格，在此基础上，各地可

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的林地流转价格［１７］。同时，简

化评估程序，努力降低评估成本，以确保林地流转的

科学性、规范化和可操作性。

５．３　加强对林权流转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林权流
转管理制度

①林权流转合同管理是林权流转管理的重要内
容，林权流转必须统一使用四川省林业厅制定的流

转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乡镇林业站

和村级组织切实做好林权流转合同登记备案，并妥

善解决林权流转中的矛盾，及时调处林权流转纠纷，

保护流转各方的利益，确保林权流转有序进行。②
对业主依法贷款提供担保。可采取业主通过林权证

复印件和合同，向林业局和银行提出抵押贷款申请，

林业部门确认林权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承诺在抵

押贷款期间所抵押的林木未经抵押权人（银行）同

意不予办理采伐许可证和林木所有权转让变更手

续，金融机构便可采取分年度放贷，以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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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应避免破坏竹荪的菌裙，保持其品相完

整。鲜竹荪采摘后在篾筛上放好，应及时加工，避免

鲜品竹荪因加工延误导致品级下降。

６．１　排湿定型期
将采回来的竹荪整齐地在篾筛上排好放进烤

房，在６０℃～６５℃温度下烘４ｈ～６ｈ脱水，待竹荪
达７～８成干时，完成排湿定型。
６．２　烘干定色期

将排湿定型完成后的竹荪按直径约１８ｃｍ～２２
ｃｍ大小捆成１把，在烘箱中烘干。烘干过程中应将
竹荪把立起放入烘箱，烘干温度控制在５０℃ ～５５℃
之间，烘干时间约为２ｈ，竹荪被烘至色泽变白，且香
味浓郁时为最佳火候。将干品竹荪装入包装袋并进

行密封处理，即可销售。在销售和储存干品竹荪过

程中，应避免放置在高温和高湿的地方，尽量保持储

存环境的阴凉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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