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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速生丰产林栽培经济评价

惠刚盈 盛炜彤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林业研究所 )

摘要 本文利用企业动态经济分析方法进行 了衫木速生丰产林栽培经济评价
。

结果表明
,

营

造杉木速生丰产林的经济效果十分明显
,

净效益投资比最高可达 3
。

15
,

最低也达 1
.

6 。, 内部收益率

最高可达 19
.

5 %
,

最低也在 15
.

2 % 以上 , 公顷净现值最高达5 2 7 5
。

35元
,

最低可达 1 3 , 2
.

7 5元
。

不

确定性分析表明
,

在木材价格下降20 %或采伐成本提高20 %等七种不利情况下
,

内部收益率均大

于基准收益率
。

转换试验进一 步表明
,

营造 杉木速生丰产林最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为总 成本提 高

5 8 %或净效益下降36 %
。

关扭词 衫木 速生丰产林 动态经济评价

营造速生丰产林
、

实行集约经营是当今世界上解决森林资源短缺
、

木材供应不足的重要

途径
。

众所周知
,

营造速生丰产林不仅仅是个技术间题
,

而且也是个经济问题
,

亦即森林经

营必须沿着高效率
、

低成本的道路发展 【’I
。

杉木是我国特有的优良速生丰产用材树种
,

在我

国林业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多年以来
,

对杉木人工林栽培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入

系统的研究
,

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 [“ ! ,

然而
,

对其整个栽培经济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

在当前大规模地发展速生丰产林的时候
,

杉木速生丰产林栽培经济评价
,

无疑将对杉木速生

丰产林栽培模式的采用
、

立地条件的选择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试图采取国际通

用的企业动态经济评价方法 [“I ,

以杉木速生丰产林标准中的模式为例
,

对我国杉木速生丰产

林栽培的经济效果及其发展前景做出评估
。

1 评价方法

由于林业生产周期长
、

初期投资大
、

效益来的迟
、

资金占用时间长等特点
,

决定了林业

项 目的经济评价必须采用动态 经济分析方法
。

该方法的显著特点是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

运用贴现手段将整个轮伐期内所发生的成本与收益现金流量折算成 同一基准时间 的 资 金 价

值
,

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成本与收益具有可比基础
。

因此
,

该方法在投资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

中得到广泛应用[ 4 , “ ]
。

1
.

1 评价指标

1
.

1
.

1 净现位 将整个轮伐期内每一年发生的净现金流量 (现金流入量与现金流出量之差 )
,

按固定的预先确定的贴现率贴现到项 目开始进行的时点上
,

则这些现值的总和称为项目的净

现值
。

公式为
:

1 9 9 1一 07一0 8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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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V
=

息摆色
。

式中
,

N 尸V 表示项 目的净现值
, N CF

,

是项 目在第 t 年度的净现金流量
, f是 确 定 的

贴现率 ; n
是轮伐期

。

1
.

1
.

2 内部收益率 使得现金流入的现值等于 现金流 出现值时的贴现率或者说它是使项 目

净现值等于零时的贴现率
。

公式为
:

习 N CF
,

/ (1 + i
,

)
’ = o

式中 i
,

就是内部收益率
,

记为 IR R
o

在实际计算中
,

采用插值法
,

其插值规律为
:

IR R 二 f
,

% + - N P V , (i
:

% 一 f; % )

N P V : + !N PV :
!

1
.

1
。

3 效益成本比 率 效益现值与成本现值之 比
,

记为 B / C
。

即首先将每 年度的收 益和成

本分别以接近资本机会成本的利率贴现至项目开始进行的时点上
,

然后将收益和成本的一系

列值分别加起来
,

用收益总计现值除以成本总计现值
。

1
.

1
。

4 净效益投资比率 净效益现值与投资现值之 比 (B /K )
。

即一系列正净收益的 现值总

计除以早些年代的负净收益的现值总计
。

1
.

2 评价参教的确定

1
.

2
。

1 速生丰产林生长量指标及经营模 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专 业标准 ZB B 6 4 0 0 1一86

《杉木速生丰产林》有关条款及间伐表
,

按适于发展速生丰产林的立 地 条 件 (SI ) 1 4指数 )
,

选择了该标准中13 种经营方案
,

作为评价对象(表 1 )
。

裹 1 13 种 经 曹 摸 式

立 地

指 教

整 地

方 式

初植密度 幼 林 抚 育 间 伐 量 《m s /年度》 20 年

(株 /h m Z ) 方 式 次 数 ¹ 1 2 5 ( m 3/ h tn Z )

编号

1 20 全面 2 5 0 5 全面 2 一2一 2一 1 1
.

7 5 / 10 2
.

0 4 / 14 40 5
.

4 5

2 20 全面 3 0 0 0 全面 2 一 2一 2一 1 0
.

7 4 / 8 1
.

2屯八1 2
.

0峨八‘ 一。8
.

连5

3 2 0 全面 3 6 0 0 全面 2 一2 一2一1 1
.

12/ 7 1
.

7 0 / 11 1
.

5 0 / 1 5 ‘0 5 一5

4 1 5 全面 2 5 c 5 全面 2 一2 一2一 1 1
.

1 5 / 1 1 1
.

4 2八‘ 312
.

7 5

5 15 全面 3 00 0 全面 2 一2 一2一 1 1
.

0 4 / 。 0
.

7 5 / 12 1
.

0 7 / 13 3a2
.

7 5

6 15 全面 3 6 0 0 全面 2 一2 一2一 1 0
.

9 7 / 5 0
.

7了/ 11 1
.

4 2 / 1 4 5 12
.

了5

7 16 带状 2 5 0 5 带状 2 一2 一2一1 0
.

7 7八1 0
.

, 4 / 15 214
.

2

5 1 6 带状 3 00 0 带状 2 一2 一2 一1 1
.

15 / 1 0 1
.

3心/ 14 21魂
.

2

, 16 带状 3 60 。 带状 2一2 一2 一1 1
.

0 5 / , 0
.

8 3/ 12 0
.

。‘/ 一5 214
.

2

10 16 带状 4 5 0 0 带状 2一2 一2 一 1 1
.

24/ 5 1
.

。。/ 1 1 0
.

9 4/ 15 214
.

2

玉1 1‘ 块状 3 00 0 块状 2 一2 一2一 1 0
.

3 0八2 1
.

1。八5 10 0
.

5

12 1 4 块状 3 6 0 0 块状 2 一2 一2 一 1 0
.

5 5 / 21 1
.

魂a / 1 4 10 0
.

5

1 3 1毛 块状 4 5 0 0 块状 2一2 一2 一1 0
.

3 1/ 8 0
.

5 9 / 1 2 1
.

1 。/ 15 10 0
.

5

¹ 2 一2 一2一 1 指造林当年
、

第二年
、

第三年各抚育两次
,

第四年抚育一 次
。

1 . 2 . 2 生产成本 成本的构成与划分是正确进行经济评价的关键一步
,

应全面 正确地 构造

成本
。

本研究将生产成本划分为
:

整地 (林地清理和挖山挖穴 ) ,

造林 (种苗
、

造林设计和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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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
,

抚育
,

连年管护(护林防火
、

病虫害防治和管理费等 )
,

伐区设计
,

采运费用 (主伐和 间

伐 )和修路(采伐修路和简易林道 )以及木材销售
。

此次分析未将地租和折旧费考虑在列
,

是因为地租在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时才有实际意

义
。

由于研究分析的对象是国营和集体林场
,

一般经营权和使用权均为林场本身
。

之所以未

将拆旧费列入是由于林场的设备等早就存在
,

并非专为营造杉木丰产林而添制
。

本研究侮公顷采用以下计算标准
:

造林设计费30 元
,

林地清理 2 10 元
,

全垦整地 8 4 0元
,

带垦整地 73 5元
,

块状整地 5 25 元
,

设 N 为每公顷株数
,

则种苗费为 。
.

75 x N 元
,

栽 植 费为

0
.

4 5 x N 元
,

幼抚费为 10 5元 /次
,

管护75 元 / a ,

修简易林道45 元
,

伐区设计 30 元 / m
3 ,

采伐

成本 9 7 5 元 / m “,

主伐修路费用按更改纂金的50 %计算
,

销售费按木材售额的5 % 计算
。

1
.

2
。

3 木材收 入 木材收入指扣除了木材生产成本和各种税费后的纯收入
。

用下式计算
:

木材收入 = 销售收入 一 木材生产成本 一 税费

其中
,

销售收入 = 主 (间)伐蓄积 x 出材率 x 木材价格

式中的出材率
、

木材价格
、

税费的计算按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管理中心所采用的标准
’) :

主伐出材率
:

70 %
,

其中
,

主伐出材量中80 %为规格材
,

20 %为小规格材
。

间伐材出材率
:

第一次间伐20 %
,

第二次间伐 30 %
,

第三次间伐40 %
,

间伐材一律视为

小规格材
。

木材价格
:

规格材58 0 元 / m
3 ,

小规格材 2 20 元 / m
“。

税费(四税
,

二金三费 ) :
产品税(木材销售价的10 % ) ;

特产税 (木材销售价的8 % ) ,
城

建费(产品税的 1 % ) ;
教育附加 (产品税的l % ) , 育林基金 (木材销售价的10 % ) , 更改 墓金

(木材销 售 价 的8 % ) ; 林 区 建 设 费 (10 元 / m 3 ) ; 林 政管 理费 ( 3 元 / m “ ); 木材 检 疫费

(1
.

5 元 / m
“

)
。

1
.

2
.

4 贴现率 在计算净现值
、

效益成本比率
、

净效益投资比率时
,

选择合适 的 贴现率至

关重要
,

因为不 同的贴现率就会有不同的贴现结果
。

本研究采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所

规定的计算净现值的贴现率12 % [ . 〕,

并以此

(12 % )作为资本的机会成本或基准收益率
。

衰 2 各扭式评价指标位

N P 犷

8n
l
964659
.,�J
4
1目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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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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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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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评价结果

利用上述方法及其参数
,

对上述表 l 中

的13 种杉木速生丰产林模式进行了评价指标

计算( 表 2 )
。

由表 2 可知
,

¹ 各模式的净现值远远大
于零

,

内部收益率均在 15 % 以上
,

大 于基

准收益率12 % ,

净效益投资比率和效益成本

比率均大于 1 ,

说明各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

的
。

º 同一立地并未由于密植而获 得 更 大

的效益
,

相反
,

投入单位资金所带来的效益

(元 / hm Z )

5 2 7 5
.

35

5 备2 2
.

30

5 30 5
.

5 0

3 4 4 0
.

25

3 4 48
.

6 5

3 4 56
.

6 0

1 6 8 0
.

30

1 6 9 1
.

25

1 6 8 5
.

5 5

1 7 02
.

5 0

1 4 06
.

4 0

1 4 0 6
.

7 0

1 忿92
.

7 5

I R R
B / K B / C

(纬 )

19
.

5

1 9 3

1 9
.

3

17
.

7

17
.

6

17
.

6

15
.

5

15
.

5

15
.

4

15
.

5

1 5
.

3

15
.

3

15
.

2

编号
�123465789功1112儿

1) 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 院
.

世界银行贷款中国国家造林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

1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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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减少
,

因此
,

在生产实践中
,

采用
“

标准
”
中各立地的下限密度为好

。

» 极差收益 进 一

步说明
,

应将发展速生丰产林的重点放在高质量的立地上
,

特别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更应注

重立地选择
。

2 . 2 分析讨论
2 。2 . 1 评价指标的应 用前景 净现值 ( N PV )表明了在单位面积上整个轮伐期内的净收 益现

值总额
。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要应用该指标进行投资效益评价〔7 1。 由于该指标是个绝对量
,

不排

除项目的大小
,

反映不出资金的占用情况
,

也说明不了项目的确切盈利率
,

加之该指标受贴

现率影响很大
,

故其应用有一定的缺陷 ; 内部收益率“尺天) 代表着在整个轮伐期内投入全部

资金可以达到的最大盈利率
,

即项目投资在无损失情况下所能付出的最高借款利率
。

世界银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常用 I R侧
7 J ,

因它事先不必规定合适的贴现率
。

该指标是个相对量
,

故

它不是收益总额的衡量尺度 ; 效益成本比率 ( B / C ) 表明单位成本获利情况
,

该指 标在 转换

价值试验 [’] 中特别有用 , 净效益投资比率 ( 刀/尺 ) 表明投入单位资金所带 来 的 效 益
,

与以上

三个指标相比
,

该指标在方案选优时特别有效
,

故也常作为评 价 指 标
。

实践证明
, I R R 和

B /K 能很好地反应出营林生产初期投资大
、

效益来得迟的特点
,

将在林业项 目 的 经 济分析

(合理性论证和优化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2. 2
.

2 参数的不确定性 以上分析
,

采用的大部分数据如木材产量
、

价格
、

生产成本等都来

自预测和估算
,

方案的优劣和可行与否的结论
,

就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
,

由于未来情况难以

预测 [ . ] ,

显然所使用的信息必然含有不确定性 [。1 ,

这就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

实施该方案就

会存在风险
。

为了弄清和减少不确定性对评

价结果的影响
,

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

降

低决策风险
,

本研究还就以下七个方面进行

分析讨论
:

¹ 造林投资提高20 % ; º 采伐成

本提高20 % , » 总成本提高20 % ; ¼木材产

量降低20 % , ½ 木材价格下降20 % ; ¾小规

格材无销路 ; ¿ 采伐成本提高20 %
,

并且木

材产量下降20 % (表3 ) 。

由表 3 可知
,

各因素的变化 并 未 造 成

N PV ( O,

显然IR R > 12 %
。

这说明所 有 模 式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

但必须确保不发生火灾
、

表 3 不确定性分析结果

编 号
不确定性因子

( % )

净现值 (模式 1 ~ 13)

(元/ h m 艺 )

造林投资提高 2 0

采伐 成本提高 20

总 成本提高 2 0

木材产量下 降 2 0

价格下 降 2 0

小规格材无销路

( 2 )与 ( 峨 )同时发生

4 89 7
.

6 5 ~ 7 6 3
.

8 0

4 84 3
.

6 5 ro 1 0 9 9
.

8 0

3 16 2
.

4 5 ~ 14 3
.

4 0

3 7 30
.

5 0 ~ 6 5 6
.

85

3 0 5 7
.

1 5 ~ 4 72
.

2 0

3 5 21
.

10 ~ 526
.

8 0

3 15 6
.

30 ~ 40 3
.

9 5

、尹、尹、少
、、、声、声J、,
J1占,山比J通567了吸Jr、矛吸、了‘、

目

r、了几r气

的效益风险不大
,

并且执行 以上各方案均会

毁灭性病虫害和人为破坏
。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

( 1) 营造杉木速生丰产林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

投入 1元钱可以获得 1。 6一3。

15 元的效益
,

年盈利率为 15
.

2 % ~ 19
。

5 % ,

公顷净现值达1 39 2。

75 ~ 5 2 7 5
。

35元
。

(2 ) 杉木速生丰产林标准中的模式是可行的
,

并且具有一定承受风险的能力
。

标准中的

各模式在木材价格下降20 % 或采伐成本提高20 %等情况下均无 很 大 的 投 资风险
。

可见
,

求展杉木速生丰产林的前景是广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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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地条件和初植密度是影响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
。

立地条件越好
,

且初植密度小的

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强
。

2 0指数级
、

初植密度2 50 5 株 /h m
“

的经营模式最大可承受总成本提高

58 %或总效益下降36 %的风险 , 14 指数级
、

初植密度 3 0 0。株/ h m
“

的最大可承 受总 成本提

高2 2 %或总效益下降18 %
。

(4) 在高地位指数的立地上
,

采用标准中的下限密度营造速生丰产林
,

可以获得更高的

经济效益
。

即1 6指数以上
,

初植密度应为2 50 5 株/h m
“; 14 指数级初植密度应为3 0 00 株 /h m “。

(5) IR R 和 B / K 将在林业经济分析 (项目合理性论证及项 目优化决择 )中得到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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