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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水地区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综合效益研究

龙培仲，董　静，付师春，何焱平
（赤水市林业局，贵州 赤水　５６４７００）

摘　要：为研究林下经济不同的发展模式，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部门提供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层次分
析法建立林下经济综合效益评价体系，计算赤水４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效益值并排序。结果表明：森林旅游综合
效益最好，效益值为０９１２６；其次是林下种植，效益值为０３４６１；第３是林下养殖，效益值为０１２１８；林下采集加工
最差，效益值为００２９９。建议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结合当前林下经济发展形势和生态资源优势，按照侧重发展、统
筹推进的原则，稳步推进森林旅游，转变思路发展林下种植，适度规模经营林下养殖，创新开发林下采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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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让广大林农拥有林地的自主
经营权，使林下经济应运而生，成为现代林业产业化

发展的主流形式之一［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

完善，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不同的经营模式，林下经济

逐渐形成规模化［２］。林下经济可以转变林业发展

方式，从单一林业引向复合林业，实现从平面林业向



立体式、横向式林业的跨越发展［３，４］，使林业产业从

单纯使用林木资源转向林产资源和林地资源综合利

用，获得更多非木质的经济收益，最终实现近期得

利、长期得林、远近结合、以短补长、协调发展的高效

产业化效应，提高林地综合效益［５］。

赤水是中国竹子之乡、贵州省十大林业县

（市）。全市现有森林面积 １４９３３３３３ｈｍ２，森林覆
盖率高达８２８５％，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林下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近年来，赤水以

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推进林下经济发展，出台各项支持政策，引导农民

开展多形式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初步形成林下种

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和森林旅游四大林下经济发

展模式，基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循环相生、协

调发展新局面［６］，为赤水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

攻坚作出巨大贡献。２０１７年赤水成为贵州省第一
个通过国家考核验收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正式批准退

出贫困县。

虽然赤水林下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没

有学者对赤水地区林下经济的综合效益进行研究。

为了对比分析该地区林下经济的效益，选出当地最

优林下经济模式，本文选取一定调查样本，通过问卷

调查、实地走访、部门提供等方式收集数据，建立起

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

益评价体系，以层次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对赤水４
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的综合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并

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为当地政府和部门决策林下

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一种易

操作的林下经济综合效益定量分析方法。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截止２０１７年，赤水金钗石斛面积由 ２８００ｈｍ２

增加到 ５２６６６７ｈｍ２，年出栏乌骨鸡由４０５１万羽
增加到 ６１０万羽，商品竹林培育由 ２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

增加到 ５８０００ｈｍ２，竹林产材、产笋量得到明显提
升。同时，赤水按照“全域旅游，全景赤水”理念推

动工旅、城旅、农旅、文旅、商旅深度融合，全力打造

“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国际休闲旅游

目的地。２０１７年共接待游客 １６３４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达１８５亿元。赤水森林旅游得到空前发展，
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也得到重

视和推进。

为掌握赤水４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生产经营情
况，每种模式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户３０户、专
业合作社两家、企业两家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开展问

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收集基础数据，结合财政、

发改、农牧、林业等有关部门提供的佐证数据，将其

作为林下经济综合效益评价体系的分析数据。

１．２　研究方法概述
综合效益研究采取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 ＡＨＰ）。结合收集数据和专家意
见，将林下经济综合效益（Ａ）划分为经济效益
（Ｂ１）、社会效益（Ｂ２）、生态效益（Ｂ３）３个一级指标
的１２个子指标（Ｃ１－１２）。通过专家咨询比较在同
一层次的两个指标的重要性（重要性程度按照１～９
赋值），形成多个判断矩阵，利用加权和法计算出每

一个一级指标和子指标的排序值（即单因素权重），

再由各层权重从上而下逐层相乘合成总排序值，从

而将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构建出综合效益评价体

系［７～１０］。

林下经济综合效益评价体系中，单因素权重计

算和一致性检验由统计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完成。权重
计算编程命令见表 １，一致性检验编程命令见表
２［７］。

表１ ＭＡＴＬＡＢ权重计算编程命令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ｎ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命令 含义

＞＞ｃｌｅａｒａｌｌ 清空

＞＞ａ＝［…］； 输入某一个判断矩阵ａ

＞＞ｂ＝ｚｅｒｏｓ（ｎ，ｎ）； 设置与判断矩阵 ａ同长宽的
零矩阵ｂ（方阵）

＞＞ｆｏｒｉ＝１：ｎ；ｂ（：，ｉ）＝ａ（：，
ｉ）／ｓｕｍ（ａ（：，ｉ））；ｅｎｄ

ａ每列的元素除以该列的总
和，并赋值给ｂ对应的列元素
（列归一化）

＞＞ｆｏｒｉ＝１：ｎ；ｃ（１，ｉ）＝ｓｕｍ（ｂ
（ｉ，：））；ｅｎｄ 把ｂ按行求和得ｃ

＞＞ｗ＝ｃ／ｎ 将ｃ求算术平均数 ｗ即为所
求权重

表２ ＭＡＴＬＡＢ一致性检验编程命令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ｏｍｍａｎｄｓｏ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ｃｈｅｃｋｉｎ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命令 含义

＞＞［ｘ，ｙ］＝ｅｉｇ（ａ）； 求判断矩阵 ａ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

＞＞λｍａｘ＝ｍａｘ（ｍａｘ（ｙ））； 求出最大特征值

＞＞［ｎ，ｍ］＝ｓｉｚｅ（ａ）； 求判断矩阵的长宽

＞＞ＲＩ＝［０，０，０．５２，０．８９，
１１２，１．２６，１．３６，１．４１，１．４６］；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ＲＩ

＞＞ＣＩ＝（λｍａｘ－ｎ）／（ｎ－１）； 求一般一致性指标ＣＩ
＞＞ＣＲ＝ＣＩ／ＲＩ（１，ｎ） 检验一致性

６０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综合效益评价体系建立
２．１．１　指标选取及内容说明

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征求专家意见，选择１２个
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指标建立多

层结构模型，指标见表３。

表３ 林下经济综合效益评价指标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
Ｕｎｄ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总目标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综合效益（Ａ）
经济效益（Ｂ１）

收益率（Ｃ１） ％
使用林地面积（Ｃ２） ｈｍ２

总产值（Ｃ３） 万元

信贷支持（Ｃ４） 万元

财政投入（Ｃ５） 万元

社会效益（Ｂ２）
农户参与（Ｃ６） 人

专业合作社（Ｃ７） 个

企业（Ｃ８） 个

品牌（Ｃ９） 个

生态效益（Ｂ３）
农家乐（Ｃ１０） 个

林旅一体化（Ｃ１１） 个

康养基地（Ｃ１２） 个

经济效益 Ｂ１由收益率（Ｃ１）、林地使用面积
（Ｃ２）、总产值（Ｃ３）、信贷支持（Ｃ４）和财政投入
（Ｃ５）５个指标反映，Ｃ１是选择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的
重要参考因素，它直观体现一个模式或项目带来的

投资回报；Ｃ２、Ｃ３是反映发展规模和程度；Ｃ４、Ｃ５是
反映一个时期内市场和政府的支持力度。

社会效益Ｂ２由农户参与数（Ｃ６）、专业合作社
数（Ｃ７）、企业数（Ｃ８）和品牌数（Ｃ９）４个指标反映，
Ｃ６反映农户接受度；Ｃ７、Ｃ８反映其组织力和规模化
经营程度；Ｃ９反映市场接受度。

生态效益 Ｂ３由农家乐（Ｃ１０）、林旅一体化
（Ｃ１１）和康养基地（Ｃ１２）３个指标反映，Ｃ１０是依托
森林资源发展的新兴休闲旅游形式，是乡村旅游的

典型代表；Ｃ１１是融合林旅产业一体化发展，属创新
林业发展模式；Ｃ１２是利用森林资源优势，建设森林
游憩、休闲、度假、疗养、保健、运动等健康服务场所，

是森林生态效益最大化体现。

２．１．２　指标判断矩阵填写和权重计算
根据专家咨询法填写判断矩阵，结果见表 ４。

利用软件ＭＡＴＬＡＢ计算单层次排序权重，再逐层相

乘算出总层次排序权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

见表５。

表４ 专家咨询法填写指标判断矩阵

Ｔａｂ．４　Ｆｉ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ｂｙ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ｔｓ

判断矩阵 重要性程度按照１～９赋值

Ａ－Ｂ１～３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１ １　　 ３　　 ３　　
Ｂ２ １／３ １　　 １　　
Ｂ３ １／３ １　　 １　　

Ｂ１－Ｃ１～５

Ｂ１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１ １ ３ １／５ １／３ １／３
Ｃ２ １／３ １ １／５ １／４ １／４
Ｃ３ ５ ５ １ ３ ３
Ｃ４ ３ ４ １／３ １ １
Ｃ５ ３ ４ １／３ １ １

〗Ｂ２－Ｃ６～９

Ｂ２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６ １ ３ ３ １／３
Ｃ７ １／３ １ １ １／３
Ｃ８ １／３ １ １ １／３
Ｃ９ ３ ３ ３ １

Ｂ３－Ｃ１０～１２

Ｂ３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０ １ １／２ １／２
Ｃ１１ ２ １ １／２
Ｃ１２ ２ ２ １

表５ 林下经济综合效益指标权值

Ｔａｂ．５　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Ｕｎｄ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总目标 准则层
准则层

权值
指标层

指标层

权值

总排

序值

Ｃ．Ｒ．
（单排序）

林下经济综

合效益（Ａ） ０．００００

经济

效益

（Ｂ１）

社会

效益

（Ｂ２）

生态

效益

（Ｂ３）

０．６０００ 收益率（Ｃ１）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５６８８ ０．０４３６
使用林地面积（Ｃ２）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３２６４
总产值（Ｃ３） ０．４５１６ ０．２７０９６
信贷支持（Ｃ４） ０．１９９６ ０．１１９７６
财政投入（Ｃ５） ０．１９９６ ０．１１９７６

０．２０００ 农户参与数（Ｃ６） ０．２８２８ ０．０５６５６ ０．０５７９
专业合作社数（Ｃ７）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２４４０
企业数（Ｃ８）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２４４０
品牌数（Ｃ９） ０．４７３２ ０．０９４６４

０．２０００ 农家乐（Ｃ１０） ０．１９７６ ０．０３９５２ ０．０５１６
林旅一体化（Ｃ１１） ０．３１１９ ０．０６２３８
康养基地（Ｃ１２） ０．４９０５ ０．０９８１０

注：（１）总排序值由准则层权值乘以各指标层权值。

（２）层次总排序 Ｃ．Ｒ．＝００４７１。层次单排序
与总排序的Ｃ．Ｒ．均小于０１，说明各判断矩阵整体
一致性可以接受。

２．２　４种林下经济模式效益计算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实地走访、部门提供等方式

收集基础数据，得到赤水４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的
指标原始值，结果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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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的指标原始值
Ｔａｂ．６　Ｉｎｄｅｘ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指标层 单位 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 采集加工 森林旅游

收益率（Ｃ１） ％ ３０．６９ ２２．１４ ２７．５０ ３７．０３
使用林地面积（Ｃ２） ｈｍ２ ５２６６．６７２６６６．６７４０００．００１３３３３．３３
总产值（Ｃ３） 万元 ２５１２８．５ １６２００ １４７４７ ２６３０３４
信贷支持（Ｃ４） 万元 ９５６０ ６１４２ ２４３３ ４３４００
财政投入（Ｃ５） 万元 ２６２８．７２ １７７５ ８３４ ５３５７
农户参与（Ｃ６） 人 ３３８５０ １５１３６ １２４００ １０１７０
专业合作社（Ｃ７） 个 ２３ １５ ３ ６
企业（Ｃ８） 个 １５ １３ ３ １０
品牌（Ｃ９） 个 ４ ２ ２ ５
农家乐（Ｃ１０） 个 １１７ １０５ ７ １２６
林旅一体化（Ｃ１１） 个 ４ １ ０ １２
康养基地（Ｃ１２） 个 ０ ０ ０ ２

为直观反映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综合效益差异
性，消除指标单位不同的影响，需对指标原始值进行

离差标准化处理，即：计算值 ＝（指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然后将标准化处理的计算值
分别代入林下经济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

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的综合效益，结果见表７。

表７ 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综合效益计算值

Ｔａｂ．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ｆ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总目标 准则层 指标层
林下

种植

林下

养殖

采集

加工

森林

旅游

林下经济

综合效益

（Ａ）

经济

效益

（Ｂ１）

社会

效益

（Ｂ２）

生态

效益

（Ｂ３）

收益率（Ｃ１） ０．０３２７ ０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５６９
使用林地面积（Ｃ２） ０．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６
总产值（Ｃ３） ０．０１１３０．００１６ ０ ０．２７１０
信贷支持（Ｃ４） ０．０２０８０．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１９８
财政投入（Ｃ５） ０．０４７５０．０２４９ ０ ０．１１９８
农户参与（Ｃ６） ０．０５６６０．０１１９０．００５３ ０
专业合作社（Ｃ７） ０．０２４４０．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０３７
企业（Ｃ８） ０．０２４４０．０２０３ ０ ０．０１４２
品牌（Ｃ９） ０．０６３１ ０ ０ ０．０９４６
农家乐（Ｃ１０） ０．０３６５０．０３２５ ０ ０．０３９５
康养基地（Ｃ１１） ０．０２０８０．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２４
林旅一体化（Ｃ１２） ０ ０ ０ ０．０９８１

综合效益值 ０．３４６１０．１２１８０．０２９９ ０．９１２６

对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进行求和，得到综合效益结果排序为：森林

旅游（Ａ４）＝０９１２６、林下种植（Ａ１）＝０３４６１、林下
养殖（Ａ２）＝０１２１８、采集加工（Ａ３）＝００２９９。
２３　４种林下经济模式效益分析

赤水４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中，综合效益最好
为森林旅游，其经济效益（Ｂ１＝０６００１）最好、社会
效益（Ｂ２＝０１１２５）较好、生态效益（Ｂ３＝０２０００）最
好。赤水是全国唯一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荣获国家级生态市、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历年来，始终坚

持“生态立市、旅游兴市”发展战略不动摇，依托森

林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现有生态旅游景区７个
（其中５个 ４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示范点 ９个。
通过政府引导，撬动市场投入，逐步完善基础设施，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水平，游客量持续“井喷”，带动

社会经济发展成效非常明显，成为贵州山地旅游的

一面旗帜。

林下种植发展模式次之，其经济效益（Ｂ１＝
０１２０３）较好、社会效益（Ｂ２＝０１６８５）最好、生态效
益（Ｂ３＝００５７３）较好。赤水林下种植以金钗石斛、
天麻、食用菌为主，其中金钗石斛是林下种植的传统

型主导产业，天麻、食用菌种植规模较小。因金钗石

斛属原产地药用植物，市场需求量大，地方政府出台

一系列指导意见和激励政策，提高农户的积极性，加

速了林下种植发展速度，进一步带动社会就业，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

第３是林下养殖模式，其经济效益（Ｂ１＝
００３７３）、社会效益（Ｂ２＝００４６８）、生态效益（Ｂ３＝
００３７７）均表现一般。赤水林下养殖以乌骨鸡和林
下养蜂为主。乌骨鸡是林下养殖的主要产业，通过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村集体＋贫困
户”的经营模式，竹乡乌骨鸡在当地占有一席之地。

但林下养鸡具有较大风险，如禽类过度刨食破坏地

表植被，发生疫病难以控制［１１］，且养殖业灾后恢复

力较弱，也是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林下养

蜂是完全散养的状态，因纯天然的品质保证，其收益

可观，但因林下养蜂产量小，收蜜时间也有很大限

制，所以未形成有效的规模化产业。

综合效益最差的是林下产品采集加工，其经济

效益（Ｂ１＝００２４６）、社会效益（Ｂ２＝０００５３）、生态
效益（Ｂ３＝０）都表现最差。赤水林下产品采集加工
以竹笋、竹工艺品加工为主。虽然赤水拥有 ８８０００
ｈｍ２竹林，但由于受地理环境、交通因素影响，采集
运输成本较高，因此林农采集积极性不高，经济收益

较少。同时，赤水竹工艺品加工行业因特殊的工艺

要求，其规模不大、数量不多，能大面积带动劳动就

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３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４种林下经济模式综合效益研究分析，
当前赤水综合效益最佳的林下经济模式为森林旅

游，其次是林下种植，再次是林下养殖，而林下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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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相对滞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结合当前林

下经济发展形势和生态资源优势，采取侧重发展、统

筹推进的方式全面推进林下经济发展，提高林地综

合利用价值，促进赤水经济社会更好发展，更好地巩

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和脱贫攻

坚成效。

第１，要稳步推进森林旅游。当前赤水发展最
好林下经济模式是森林旅游，开发面积占全市森林

面积的８９３％。当地需以创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
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硬件设备与

服务软实力水平，将森林旅游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２，要转变思路发展林下种植。林下种植金
钗石斛经济价值较高，种植面积占全市森林面积的

３５３％，但由于其种植对立地条件要求较严，进一步
扩大种植面积难度较大。当地应转变思路，由量的

增加转向质的提高，加强龙头带动和品牌创建，拓宽

销售渠道，建立稳定的销售市场，让种植户得到更多

实惠。

第３，要适度规模经营林下养殖。以乌骨鸡和
林蜂为主的林下经济周期短、投入少、见效快，养殖

面积仅占全市森林面积的１７９％，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但林下养殖易受天气、疾病等外界因素影响，一

旦受灾难以防控。同时，乌骨鸡销售以活鸡销售为

主，存在较大风险。因此，当地应避免林农盲目跟

风，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和疾病防疫，引导企业和农户

适度发展林下养殖。

第４，要创新开发林下采集加工。赤水有竹林
面积８８５３３３３ｈｍ２，但年产各类鲜笋５万ｔ，当地企
业在赤水境内收购鲜笋每年不足０３万ｔ，采挖面积

仅占全市森林面积的 ２６８％，占全市竹林面积的
４５２％，林下采集效益与森林资源储量远远不成正
比。因此，当地应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延伸林副产

品的初、深加工产业链；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竹工艺

的推陈出新，不断提高竹木产品附加值，大力鼓励发

展林下产品采集加工，让数万公顷竹林发挥最大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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