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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92324.htm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指在保

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经营权交给农民，

使农民不仅具有经营的主体地位，而且享有对林木的所有权

、处置权、收益权。这项改革旨在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要求，既能够兴林又能够富民的林业经营体制，形成

林业发展的自组织机制，从而带动林业的大发展和农民收入

的大幅度提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对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2006年、2007年的中央1

号文件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都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

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 “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重要性：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

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对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林地同耕地一样，是国家重要的土地资源，是农村重要的

生产资料，是农民重要的生计依靠。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的56%，许多省区山区面积甚至达到80%。将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制度从耕地延伸到林地，必将再次释放林地资源和农村劳

动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实现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同

时，林地改革比耕地改革还要复杂、难度更大。耕地改革主

要考虑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林地改革既要考虑农民的致富

问题，又要考虑生态保护问题。林地改革还要面对许多历史



遗留问题，如普遍存在的地证不符、边界不清、权属纠纷等

等。另外，林地上的附属物林木，也不同于农作物，不但具

有较长的生长周期，而且采伐变现要受到约束。针对这些特

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创造性的设计和实践，不仅赋

予农民长期稳定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而且林地

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能够转让、入股、抵押，形成了比

较完整的用益物权，比耕地改革更深入、更彻底，对完善农

村经营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将对解放和发展农村生

产力产生重大作用。 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开辟了农民就业

增收的广阔空间，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意义。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要重点解决的战略问题。我国

集体林业历来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是农民发家致富

的重要依靠。但长期以来，农民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

主体，集体林地也没有完全成为农民的生产资料，集体林业

更没有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载体，从而形成了集体林地

“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局面。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广大农民不仅可以获得新的生产资料，分到一笔可观的

物质财富，而且可以通过集约经营、立体经营林地增加收入

，还能直接得到国家在营造林方面的补贴，享受税费减免政

策带来的实惠。同时，改革盘活了森林资产，必将进一步推

动林业产业的发展，保障农民来自林业的增收具有可持续性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地还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融洽了干群、邻里等社会关系，有效地促进了山区林区社

会的和谐。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维护生态安全和木材安

全的战略举措，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加强生



态建设，保障林产品供给，不仅要依靠国家的重视和投入，

更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我国现有林地面积43

亿亩，其中集体林地25亿亩。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充分利用

物质利益驱动这个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集体林业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全国集体林蓄积

量每亩平均仅为3.3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8.5%、发达国

家的20%。在南方不少自然条件良好的地方，一些集体林“

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森林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很不完

善。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

定心”，广大农民像经营耕地一样经营林地，对林业实行集

约经营，同时林地、林木成了农民最重要的财产，“看好自

家山、管好自家林”成为自觉行动，这必将大幅度提高森林

质量和森林资源总量，必将改变集体林经济效益不高、生态

功能不强的局面。如果全国25亿亩集体林单位面积蓄积量提

高到全国平均水平5.6立方米，就可增加森林蓄积量约60亿立

方米；如果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6.7立方米，可增加森林蓄积

量83.9亿立方米。同时，占我国半壁江山的集体林搞活了、搞

好了，还可以支持和带动国有林的保护和发展，对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和木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意义十分重大。 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现代林业建设的强大动力，对实现林

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林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林业，是充分发挥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

，满足社会对林业的生态、物质和文化等多样化需求的林业

。从根本上说，建设现代林业就是要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要求，重塑现代林业体制机制，建立一个“自组织化

”的林业管理系统。按照国内外的实践，只要实现了管理中



的自组织化，社会生产力就能够迅速发展。从实现途径上说

，建设现代林业就是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林业建设，加快建立

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全面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林业

发展方式，实现林业科学发展。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

晰产权关系，确立经营主体，培育市场体系，规范交易秩序

，进一步优化林业生产要素配置，全面盘活林业资源，充分

释放林地、物种、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巨大潜能，充分激发

林业内在的活力。从改革实践看，林业的素质和效益得到了

明显提升，林业的吸引力显著提高，社会各种生产要素迅速

向林业聚集，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齐头并进，呈现出又好又

快发展的势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原则： 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必须坚持五个原则： 第一，坚持管住公益林、放活

商品林。要按照分类经营的原则，以生态建设和保护为前提

，进一步推动重点工程建设和造林绿化，努力增加森林数量

，提高森林质量。放活商品林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促进林业

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林业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第

二，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把维护农民利益、发展

农民利益放在首位。该给的利益要给足，该减的负担要减够

。第三，要坚持依法办事和公开公平公正。做到改革的内容

、程序、方法和结果公开，确保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决策权和监督权，真正实现村民自主决策、民主管理。第

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情况

选择改革的方式和内容，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不搞一刀切

。第五，坚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

定性。 如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一、科学编制森林

经营方案，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要进一步加强对林



地资源的管理，坚决杜绝借改革之机，蚕食、侵占林地和毁

林开垦等非法行为，切实做到承包经营林地的总量不能减少

、用途不能改变，质量不能下降。 二、完善政策法规，引导

森林资源资产有序流转。加快流转市场建设，加强对森林资

源流转工作的引导，探索限期、限量流转的办法，防止林业

职工失山失地。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有效增加职工收入

。利用丰富的林地资源，积极引导林业职工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 三、创新森林资源保护体系。引导农民成立护林防火、

防止乱砍滥伐、防治病虫害的组织，建立森林灾害应急反应

机制和防火服务网络。 四、深入研究森林保险方式，降低林

权所有者的经营风险。从目前看，林木保险的险种单一，按

年度计算，保险费率太高，不适应林区生产经营实际。 五、

推进林业投融资改革，筹集林业发展资金。扩大利用信贷和

社会资金的规模。要多层次、多方面筹集资金建立林业发展

基金，为承包职工提供贴息贷款。 六、加快组建各类经济合

作组织，提高林业经营组织化程度。要引导、鼓励和支持承

包职工在自主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建股份林场、合作林场

、家庭林场、林业合作社等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加快与市场

经济对接。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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