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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发展是我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林业既是公益事业，也是一项基础产业，既有不可替

代的生态效益，又有可观的经济价值。与过去相比，社会对林业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林业的内涵外延不

断丰富，林业的多元化功能逐渐凸显，准确测度农户林业生产效率以及分析其影响因素是研究的热点，

本文作者对目前林业经济效率的研究与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性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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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country’s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estry is not only a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but also a basic industry, which has irreplacea-
ble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considerable economic value. Compared with the past, society’s de-
mand for forestr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fores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the diversified functions of forestry have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It is a hot research topic to accurately measure farmer’s forestry produ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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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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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林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各抒己见，并开展了大量研究。由于林业生产效率问题所

涉及的领域和学科极为广泛，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条件和发展背景不同，方法的运用也不尽相同。林

业生产效率与林产品生产供给行为是林业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主要就林业投入产出效率、林

农生产供给行为展开详细的综述，最后，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2. 林业投入产出效率测度方法研究 

目前，测算生产效率的方式有很多，可将其划分成两种类型：第一，参数法，涵盖 C-D 生产函数法

以及索洛余值法；第二，非参数方法，包括 Malmquist 指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1] [2] [3]。在上述方法中，DEA 法无需对参数与模型予以预先设置，也无需要先明确各

指标之间的可比程度，该类方法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领域效率的评估，其优势是能够规避因为函数错误

而导致结果错误的问题。以下主要就 DEA 分析方法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DEA 模型发展的历程：1978 年 A. Charnes 等首先提出 DEA 方法，提出生产效率计量应以相对效率

多投入多产出为基础、客观准确地评价效率。早在 1957 年便已产生 DEA 原型，即 Farrel 在研究英国农

业的生产力时候所提及的包络思路。A. Charnes 经过多年努力，使非参数方法通过数据包络 DEA 形式流

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因此，有时候也将 DEA 称之为 Farrell 型有效分析法或非参数方法。它在评价多

投入多产出效率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DEA分析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的输出或者输入不予改变，

采取运筹学理论中的线性规划以及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来说较为有效，将各 DMU 在其生产前沿 1 中投

影，对比 DMU 偏离 DEA 前沿面程度，对其是否有效加以评估[4]。DEA 方法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能

充分考虑对于 DMU 而言投入产出中的最优化方案，所以可充分体现评估对象的特征以及信息，对于评

价系统的多投入多产出效率有明显的优势。 
目前，有几种经典的 DEA 模型。1978 年，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 DEA 模

型——C2R 模型，即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它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推介与普及至多输出与多输入

系统的评价相对效率领域，为决策单元中评价相对效率提出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1984 年，

Banker，Charnes 和 Cooper 提出了不考虑生产可能满足前提的 DEA 模型——BC2 模型，即可变规模报酬

模型，应用该模型可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技术有效性。1985 年，Färe 和 Grosskopf 给出了满足“规模报

酬非增”的 DEA 模型——FG 模型。1990 年，Seirord 和 Thrall 构建 DEA 中的 ST 模型，使规模报酬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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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前沿面(Production frontiers)：是生产函数所描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投入产出必须处于 Pareto 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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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得到满足。以上模型即具有代表性的 DEA 模型，这些模型主要针对经济学领域的规模收益问题的

评价，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评价系统[5] [6]。 
除了上述 DEA 模型以外，还有一些新的 DEA 模型，它们都是在传统 DEA 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不同方

向上的改进，例如 C²W 模型就是对决策单元进行改进后得到的评价模型，而 C²WH 模型则是对权重改进

后得到的评价模型。此外，还有综合 DEA 模型、发展 DEA 模型、动态 DEA 模型以及考虑随机因素的

DEA 模型等。总之，随着 DEA 模型的广泛应用，多种派生的和专用的 DEA 模型相继诞生，成为系统分

析的有效工具。目前，国内外可以检索到的有关 DEA 的学术论文近万篇，主要集中在经济系统评价与分

析、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金融分析、财务管理、银行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领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DEA 方法必将被不断完善，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7]。 

3. 宏观视角林业生产效率的研究 

3.1. 国外相关研究 

在国外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研究中，效率一直是经济学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各国政府都愈加重视环境治理问题，不断加大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因此，众多国内外学者开始

关注林业投入产出的效率研究，而国外对林业效率的研究开始较早[8]。 
关于林业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A. Lǜkewille 等(1993)建立了一个关于离子平衡的针对森林生态系统，

并能够细分分解的模型。研究以欧洲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剖析其氢离子在投入产出方面的关联，

预测欧洲森林生态系统的大致状态和趋势。Hussain 等(1996)利用明尼苏达州在 1977 年以及 1990 年的相

应表格，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知识，探究有关森林在不同机构间的关联，分析之所以相关产出增加，是

由于不同产出贡献率的增加所致。研究并针对不同产出的影响性因素，通过实验方案的选取与模拟，从

而客观地评估基于不同林产品的需求能力、经济与环境受到的相应影响等[9] [10] [11] [12]。Clive Hamilton 
(1996)采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对印度尼西亚热带森林采伐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预测截至到 2020 年

为止，研究针对区域原木需求的增长及对于森林退化有可能导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Brian M Cox 等(2001)
采取 IM-PLAN 投入产出法对比美国南部以及太平洋西北森林工业对经济的贡献值进行了分析，测算了森

林为经济带来的总体影响以及 1 美元产值对区域的总产值与个体收入值以及就业率的边际影响情况，研

究也对森林工业对木材需求的改变及对经济的相应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改变国家木材采伐政策所

取得的成效。 
国外关于林业经营效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13]。Grut (1975)率先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林业运营效率

开展了研究，William(1981)运用经过改进的 Faustmann 模型对美国花旗松产区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研

究；Kao 等(1991)采用 DEA 法分析了台湾地区 13 个林区的生产技术效率，所得到的结论是其中 5 个林区

的运营毫无效率可言。Price (1997)分析英国林业的生产技术效率，研究根据 25 年的数据信息，得到的结

论是：劳动力的林地禀赋以及机会成本最大程度地影响林业的运营情况，其机会成本愈小，其生产技术

效率愈高，然而产生的规模效应不显著。Ingrid et al (2002)以阿尔卑斯的森林资源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相

关研究结论为：在此区域，集体所有制发挥主导性作用，政策使森林资源的生产运营情况受到显著的影

响，集体所有的森林最具效率。Gouranga et al (2005)利用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美国划分为四

个区域，测算技术改革与环境法律条款影响美国林业生产率的情况。研究认为，以技术改革为契机，技

术改革使林业产出得以提高且使社会福利得以增加，环境法规使成本支出增加且使福利缩减[14]。进入

21 世纪，有关林业产业效率方面的研究变成研究的热点问题，Jun-Yen Lee (2005)采取非参数方法 DEA
有效地测算了 1997~2001 年森林与纸业公司的相对生产效率；2008 年，他又运用 2001 年的数据信息，

采取三阶段 DEA 法进行深层次地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环境因素与统计噪声影响着 89 个森林与纸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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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生产效率情况。Sporcic (2009)等采取 DEA 法探讨管理组织结构特点影响效率的情况以及对爱尔兰木

材企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等[15] [16]。 

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区域发展的视角，针对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研究者分析林地或产业生产

效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非参数方法 DEA 和参数测定方法 SFA [17] [18]。研究区域分为另外两个层面，

一是基于全国层面上各省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比较分析；一是省域内林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在全国层

面上，贾君(2019)等运用 DEA-Malmquist 模型测度 31 个省域的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宋长鸣等(2012)采取

SFA 法测定了从 2002~2009 年我国林业的技术效率，所得到的结论认为：尽管国家林业产业的技术效率

的损失是显著的，然而其林业技术效率的水平的差异不显著，从整体来看，林业技术效率呈现缓慢提高

的态势。杨振等(2012)以我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为依据，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林地产出水平进行了

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林地产出水平存在较显著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林地产出

不均衡的状态较高，沿海多林的省市以及西部缺林的省市是关键的失衡区域。从省域的角度来看，刘璨

等(2005，2006)采取 SFA 法分析了淮安市等平原林业生态效率，并运用 DEA 法研究东北国有林区林业企

业的生产技术效率，得到的结论为：假如企业经营林地的面积小，则遵循报酬递增的规律。赖作卿等(2008)
采取 DEA 法研究广东省 21 个城市的林业生产效率，并进行了有关比较分析。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分

析了林业的组织效率情况，如肖平等(2010)研究了林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实行林工联合战略的效率影响情况。 
在国内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面，国内关于林业生产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

究。对现有的林业投入产出理论进行补充，相关研究指出，林业投入涵盖物资与资金要素、科技与林业

体制等软要素的投入(常继锋等，2000)。也有学者对国内林业投入产出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综述分析，认为

目前国内关于林业系统的研究比较孤立，没有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联系起来，往往在林业系统内部进行

相关研究，研究的实际意义也较小。二是实证分析。陈同英等(1993)利用林业系统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南平

市林业系统中各机构直接及间接消耗系数，研究部门内营林与林产工业以及采运业间的关联程度，并构

建林业系统的综合平衡模型。刘伟平(1998)对林业投入产出的内容进行了论述，指出林业部门年产品的总

量或者总值涵盖两方面的内容：1) 生活性消费，林业部门生产出来的最终的年产品的数量，参与个体与

团体的消费、分配，同时投资于基建与产品出口等；2) 生产性消耗，即林业部门的生产提供给各产业部

门的生产性质的耗费，但该研究并未具体分析林业的投入产出情况，仅提及构建投入产出模型，鼓励将

其当作研究的工具。赖作卿等(2008)运用超效率模型研究了同时出现多个 DEA 有效决策单元的问题，有

效的区分了多个广东城市的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田淑英等(2012)运用 C²R 模型和 SE-DEA 模型针对

1993~2010 年我国的林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计算，研究认为：林业劳动力投入指标与林业产值的产出

指标较大程度地影响国家林业投入产出的相应效率。2013 年，田淑英等又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对安徽

省林业投入产出进行了效率评价。米锋等(2013)运用传统 DEA 模型—C²R 模型对甘肃省林业投入产出效

率及其各指标影响力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由于林业生长周期长，投入产出数据难以准确获取，我国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相关研究

并不多[19] [20]。早期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理论领域，采取定性方法研究提升我国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

途径[21]。如 2005 年刘璨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林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并以苏北平原为研究对象，

测算其森林贡献以及相应的效率。2008 年后，我国许多学者构建 DEA 模型并开始研究其效率，研究内

容由定性研究逐步向定量研究过渡，具体的内容也主要集中于林业或者森工企业领域。现阶段我国林业

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仍未达到科学与系统的高度，也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的研究较少，尤其采用

DEA 模型的方法进行农户经济林生产效率的研究并不多[22]。在对地方的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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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也比较少，对农户经济林的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更是一个空白。因此，本研究以干果为例，对

山东省农户经济林产品生产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4. 农户微观视角的林地生产效率的研究 

4.1.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者有关农户生产效率的研究主要包括下列观点：第一，认为小农经营更有效率[23] [24]。舒

尔茨最早提出的农户“贫困而有效率”观点，即传统小农经济能够实现对可支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大农场相对比，小农场经营的生产效率更高一些，农场的规模和生产效率间呈现出

“U”型的态势，其原因是小农场的劳动基本上无需监管，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支出[25]。但是大农场在

信贷成本支出上可发挥充分的优势作用(Hall 1978；Binswange 1993)。Anil B (1981)对印度农户经营规模

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小规模农户比大规模农户更具有效率优势。第

二，认为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自然因素。1985 年 Hausenbuiller 提出下列观点：光与热以及水土等多元

化的自然因素之中的营养决定了林业的生产效率，因为效率是投入和产出的比值，而自然因素对林业产

出有重要影响。此外，一些学者对影响林业投入的因素也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具体涉及到林地立地条

件(Zhang 等，1997；Lorenzo 等，2011)、土地产权(Jacoby 等，2002)、市场因素(Jame 等，2003；Michael
等，2006)、技术援助(Zhang 等，2007；)、土地所有者的自身特征(Newman 等，1993)和林业政策等(Parag
等，2008)。一些研究者指出，土地所有者的社会网络与信赖程度以及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林业的投入(Mark 
& Shashi, 2009; Helmut, 2011; Kyle et al, 2011)。第三，林业生产效益与效率的关系研究。Ellen(2002)研究

林业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效益，指出林业生产的生态效益具备显著的规模效率。

第四，政策制度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26]。相对比大规模组织来说，小规模的经营更为行之有效

(Armando, 2010)，然而为了提高森林运营的效率，需具备政策方面的有力支持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帮助。

如财税政策和金融扶持能够使林业缺乏资金投入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Francois 等，2009)。社会服务机构

如协会、合作社等可以促进林业的技术推广，在种源选取、森林培育以及控制生产等层面为小规模的经

营管理者提供相应的帮助，从而使其运营的效率得以提升(Armando, 2010)。第五，制度安排对经营主体

的投入产出以及效率的影响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指出，生产意味着技术技能水平所决定的投入产出的相

应流程(埃格特森，1996)，然而“生产并非单一的技术流程，同时牵涉到社会关系，尤其是有关财产要求

权方面的法律与惯例”等(罗宾逊，1982)。因此，以林业制度的改革为契机，能够切实提升森林运营的技

术效率(Horst, 2006)。另外，在改革林业制度时，地方的制度与市场准入以及自然资源的管理通常存在彼

此联系[27]。一些研究者也指出，基于我国的大部分区域，因为林业产品村级的生产者以及市场运营者的

缺失，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提升小农户的林业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Scherr, 2004)。 

4.2. 国内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林业产业的发展，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者关于

农户微观视角的林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林地细碎化与规模效益的关系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推行林业“三定”政策，使林地由集体

所有与运营制变成家庭承包经营制，使得林地运营规模开始变小。我国在 2003 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均山到户，林地经营更加分散化、细碎化，不利于规模化管理。林权改革后，一些

学者一直研究林地细碎化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林岩松(2003)研究认为，通过发展规模经济能够促进经

济效益最大化，零散的林业生产无法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另外一些学者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质疑

林地分户经营模式，指出其模式负面而消极地影响林地的投入产出，并指出采取农户联合经营林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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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规模经济得以形成(李智勇，2001；曾华锋，2009)。林地细碎化经营，使农户个体在取得市场信息方

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受到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禁锢，使规模效益很难形成(罗立平等，1999)。王

成军等(2010)研究了林地流转可推动林地的规模经营，并研究了提高配置林地资源效率的方式。所得出的

结论认为：林地流入与其规模正相关，并显著地影响林地细碎化的程度。 
2) 林地细碎化与林业技术效率的关系研究。集体林权改革后，学者们一直关注林地细碎化对林业技

术效率的影响到底如何。有些学者认为，林地细碎化对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如曹慧等(2006)基于遂川

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信息，针对农户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由于农地过于细碎化，再加之相关税费提

升，导致农户技术效率降低。孔凡斌等(2012)根据江西省 602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信息，利用 S 指数衡量

了林地细碎化对农户林业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指出在集体林权的情境下，林地的细碎化程度与农户的林

地投入产出水平负相关。还有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与之不同，如高立英(2007)指出，林地分权到户之后使农

户运营的热情得以激发出来，增加了农户对林地的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充分提升了林地的利用

以及产出的水平，最终使林地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也有学者认为林地细碎化程度在一定区间内可以实

现最优生产技术效率，如张春霞等(2010)以福建省种植杉木用材林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研究结论

为：0~4 亩、70~80 亩规模区间的农户生产实现了技术效率的最优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林地规模与林

地生产效率并非呈现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如翟秋等(2013)以福建省的农户经营的林地为研究对象，分

析其生产技术效率，所得出的结论为：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经营的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两者呈现

出倒“U”型关系。 
3) 集体林权改革之后、农户林地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农户林地生产技术效率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这也是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有些学者认为农户林地生产的技术效率之所以低，因为林业

政策与相关体制无法充分激励农户。刘璨等(2007)研究了 1990~2001 年南方集体林区林业制度影响农户

的技术效率情况，其结论是：农户林地生产的技术效率比较低，基本上呈现出停滞的态势，相关技术效

率与林业税费和家庭经营等相关制度密切相关。其原因是政策不能使农户经营商品林存在的较大风险以

及降低投资收益率的现状发生改变，同时相关政策在激励农户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从实质上改

革激励机制，从而切实提升农户经营林地的生产效率，即从制度安排上使经营主体的投入产出效率受到

深层次的影响(宋长鸣等，2012)。孙妍等(2011)采取 Heckman 两阶段估计法，研究产权完整性与农户林业

生产投入的影响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户林地生产技术效率与家庭基本情况等因素有

关，臧良震等(2011)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针对天保工程林业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其生

产技术效率较低，并且农户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林业收入占比、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技术效率的主要

因素。夏春萍等(2012)分析了集体林权改革之后鄂、赣两省农户林地的投入产出情况，表明农户的学历、

林地的数量、林地距家的远近、农户掌握集体林权改革制度的程度、采伐限额指标等显著地影响农户对

林地的投入；收入与学历较低的农户基本上未意识到集体林权改革存在的机会与改革的内涵，也不能积

极地配置林地经营的生产要素(Liu, 2011)，因此，其生产效率不高。有些学者也认为，农户林地生产技术

效率与农户先进技术的获取和掌握程度有关，如黄森慰等(2011)、石丽芳(2012)以福建省农户林地生产技

术效率为研究对象，并开展相关调查研究，调查认为农户林地生产技术效率水平低，原因在于农户未能

采用先进林业生产技术，且一些生产要素的配置缺乏合理性，所以造成技术效率不高。 
4) 山东省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关于山东省林业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的研究，也是相关学术研究

的一个热点领域。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山东林业快速发展，不仅为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

是建设绿色生态山东的重要保障。 
首先，山东省林业劳动力投入产出经济效率的研究。从整体来说，山东省在近 18 年来的林业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不断上升，然而，近年来也呈现出阶梯型下滑的趋势。王术华(2014)研究发现，国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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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人员数量从二十世纪末的 85 万人提升到二十一世纪初的 115 万人，提升率高达 35%。但是，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山东林业从业人数在 2003 年增长极为迅猛，而且其它年间山东林业从业人员数量均呈现

递减的发展趋势。张东平(2001)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山东营林产值实际值和名义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但

林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率几乎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陈永红(2001)的研究也表明，1993 年后

山东名义营林产值不断增长，自二十世纪末的 593 亿元提升到二十一世纪初的 9000 亿元，山东名义营林

产值年增长率为 18.0%，但是实际营林产值从二十世纪末的 593 亿元提升至二十一世纪的 2992 亿元，实

际营林产值年均增长率却为 10.5%。山东营林产值实际增长率与名义增长率始终在 20%上下浮动。田明

华(2002)的研究认为，国内生产部门的营林业产值持续上升，然而，相关增长缺乏稳定性，而且具有较大

的增长率的起伏。如果按单位劳动力产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山东林业劳动生产率呈现非常明显

的升高趋势。周莉(2007)的研究认为，山东林业劳动生产率升高速度波动比较大，甚至在 2003 年出现降

低现象，由此可见，我国林业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较快，但缺乏稳定性。山东的林业劳动力生产率也存

在同样的变化趋势，起伏变化较大也缺乏稳定性。林业劳动力生产效率增速也由起初较快下降到目前的

增速较慢。 
其次，山东省营林投资经济效益的研究。山东营林投资实际产值和名义产值稳定、同步增长。马晓

国(2006)研究发现，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山东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与名义值增长极其迅速，同时营林

投资的名义值由二十世纪末的 16 亿元上升到 2014 年的 1200 亿元，2017 年又增加到 1504 亿元左右。按

照不变价计算，从上世纪末到 2017 年，山东省营林投资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只有在 2003 年出现降低趋

势。另外，陶红军(2007)等人研究指出，山东营林投资从二十世纪末的 16 亿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1504 亿

元左右，营林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趋势比较明显，虽然 2003 年后的营林投资增速有所减小，但平均营林投

资名义增长率大约为 32%左右。营林投资效率增速也明显放缓，由 16%左右降到 10%左右。 

5. 结束语 

因此，从上述相关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一些学者对林业生产技术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等有一定的研

究，但对山东省农户干果类经济林产品的生产效率的研究较少，尤其对不同具体树种的农户干果类经济

林产品的生产效率的研究基本没有。本研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山东省农户干果类经济林为研究对

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分析平原林业农户干果类经济林生产经营规模效益以及林地细碎化等

的影响，并探讨农户林地生产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率等，为提高林业生产效率和加强管理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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