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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林木损失额价值计量体系的应用说明 

孙丰军 陈梅生 
(1．北京林业大学妙峰山实习林场 北京 100083；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从研究理论的科学性与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相统一的角度出发，设计并研发《北京地区森林资 

源损失评估手册》，将其直接应用于不同森林类型林木损失额的计算，使得本项研究在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的同时，更具实际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对《手册》涉及的主要内容及功能、使用说明及流程、系统更新等 

进行 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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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essment Manual about Los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Beijing Area>was described in the pa· 

per，which was ba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It was scientific，reasonable and moreover 

operable．And the main contents，function，steps of using and system update of the manual were introduced brief-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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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要求，需要对北京市森林资 

源损失做出鉴定。但从 目前实际林业执法工作来看，对森林资源的损失赔偿，尤其是林木损失赔偿的案件始 

终没有科学的定量评估体系和方法，致使在林业执法实践中缺乏处罚依据，妨碍了林业执法的公正和公平。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计量标准，对森林资源的损失，尤其对林木损失赔偿额做出 

科学的估算，从而满足林业管理及林业执法实践的需要。本项研究是为北京地区林业执法服务，是一项应用 

性很强的研究工作，是理论的科学性与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的统一。遵循从理论到实践，关注系统的实际应 

用效果的基本思路，从研究层面上，本项研究的过程有两大阶段，一是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 

阶段(即本项研究前期完成的部分工作已整理成论文发表 。̈ )；二是根据实际情况注重可操作性和具体化 

设计。 

本文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展开北京地区各相关因素及数据的采集与实地调研工作，收集所需数据资 

料。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与实际应用要求相结合，代人相应的分计量模型，计算相应的参数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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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额的计算公式 。根据简化后的计算公式设计并研发手工计算系统(即《北京地区 

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由于篇幅所限，未列出《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中林木损失额计量的 

相关内容，详见《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究》 一书)，直接应用于森林资源损失额的计算，充分体现了理论的 

科学性与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基本研究思路与原则。 

l 《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简介 

《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是为了方便林业评估及执法人员进行北京地区 

森林资源损失现场计量评估而设计的。本《手册》由五大板块组成，现就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及功能作简要介 

绍。 

(1)北京地区行政区划：此部分简单介绍了北京地区的行政划分，并指出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北京市城 

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县，若其它地区发生森林资源损失事件也可以此作为参考。从而确定了本《手册》的适 

用范围。 

(2)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类型划分：主要介绍了森林资源损失类型的划分方法及依据，并给出了五种 

森林资源损失类型(林木、种苗、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以及林地损失)的概念及范畴。以此作为判定事件损失 

类型的标准和依据。 

(3)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额价值构成：对各类型森林资源损失额的价值构成进行了简要分析。明确 

了各种森林资源损失额的价值构成，并为各类森林资源损失额的评估计算提供了总的构架。 

(4)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额计算 ：此部分为本《手册》的重点部分，涵盖了各类森林资源损失额评估计 

算中所用的全部计算公式及相关数据。具体给出了不同损失类型、不同条件下对应的具体计算公式及数据。 

评估人员可以此作为查阅工具，进行公式、数据的查询和应用，此部分也是损失评估、计算的标准和依据。 

(5)附表(图)：为了便于评估人员的操作和计算，将计算较复杂的一些参数和大的图表附在《手册》之 

后，可方便评估人员查阅，省去繁琐复杂的计算过程，轻松得到相应参数的计算结果并代人公式进行计算。 

使整个评估工作方便快捷，大大提高了本《手册》的可操作性。 

2 使用步骤及流程 

2．1 判定“损失类型”及组成 

例如，当一起林业事件(案件)发生后，首先应当判断受损对象是什么。是林木遭到破坏形成的林木损 

失，还是买到假的种苗造成的种苗损失?是损毁了野生植物，还是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而造成的野生动物的 

损失?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此事件的“损失类型”应属哪一种?或哪几种的组合?例如，发生了一起森林大 

火，既烧毁了一般林木，同时又损毁了生长在林中的野生植物，那么此事件便为林木损失和野生植物损失的 

组合事件。在评估其损失额时，就要分林木损失和野生植物损失两套不同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计算，分别得 

到评估结果后再进行加总，即为此事件森林资源损失的总损失额。 

2．2 确定“计算类型” 

例如在林木损失事件的评估计算中，首先根据《手册》中提供的10种林木“计算类型”判定所属类型，若 

受损的是森林公园的林木，那就应该属于“风景林林木”类型；确定损失的“计算类型”后，进行现场勘查，收 

集现场数据及现场优先数据，并对有关参数作经验判断，对应填写《现场采集数据》表(《现场采集数据》表 

的模板，详见《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究》 一书)，进行勘查数据信息汇总。 

2．3 确定“计算种类” 

接上例，在进行风景林林木损失额评估计算时，首先应确定损失树种是什么。根据《手册》中提供的40 

北京地区常见树种作为“计算种类”，判定该树种以及所属的科属(如杨柳科杨属的毛白杨)，若损失树种 

是40个“计算种类”中未能穷尽的树种，在评估中以同“属”中的“其它种”或同“科”中的“其它属”项中所列 

的数据为准；若还不能穷尽的，则以“针叶树”中的“其它针叶树”或“阔叶树”中的“其它阔叶树”项中所列的 

数据为准。 

2．4 查找公式，计算评估损失额 

上一事例中，“损失类型”为林木损失，“计算类型”属于风景林林木，“计算种类”为毛白杨。根据上述 

判定类型，结合现场勘查信息，查阅《手册》并找到对应的计算公式，根据《手册》提供的“基本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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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采集数据》表中记录的现场勘测的数据信息，计算评估其损失额。 

2．5 撰写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结果，撰写《森林资源损失额评估报告书》(《森林资源损失额评估报告书》的模板详见《森林 

资源损失计量研究》 一书)，进行有关事件的统计分析。 

根据以上使用步骤，绘制流程图如下： 

3 系统更新 

图 l 《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使用流程图 

从系统使用开始，每五年定期更新一次，刊印新版《北京地区森林资源损失评估手册》，须作如下调整。 

(1)调整为适宜时间段；大体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在每个周期的最后一年将《手册》的使用期间顺延一个 

五年。 

(2)按当时资料重新调整部分或全部内存数据。在每个周期的最后一年，依据现时市场价格、最新资源 

调查数据或物价指数增值率将内存参变量进行数据更新。 

(3)根据当时数据重新计算部分或全部参数。 

(4)根据实际情况及其变化作其它调整。 

(相关指标及数据的具体更新周期、更新方法以及数据信息的来源，详见《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究》 ) 

4 建议 

本项研究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关于自然资源价值评价、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森林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评价、自然资源损失评估、灾害损失评估 、资产评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等相关研究资料，运用林学、生态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基本原理与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融合，对森林资源损失计量 

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等条件所限，致使本项研究在某些方面 

尚存在不足，在今后的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中，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4．1 生态价值计量的精确度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的计量与评价是 目前国内外林业 

科技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其理论和实践上还处于研究探索阶段。森林生态效益计量问题的复杂性是由多 

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评价森林生态效益经济价值时，人们会受到许多因素制约，评价误差很大，存在问题 

也很多。虽然本项研究在计算不同森林类型生态价值当量时，只选用其主导功能参与计算 ，规避了重复计算 

的问题，但对森林生态价值当量的计量是基于专家调查问卷之上，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所以生态价值的计 

量不可能做到十分精确。希望今后对生态价值计量方法的探索，逐步解决从粗到精的问题，使计量工作向全 

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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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区域性森林生态效益定位监测系统，为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工作的 

开展要建立在大量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基础之上，监测数据要有代表性，且是多点重复。建议以北京地区为范 

围建立森林生态定位监测站，以详实可靠的定位监测数据为基础，对北京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进行全面评价， 

这对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4．3 加强动态研究，实现资源共享。森林资源损失的计量研究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在计量过 

程中涉及的许多指标及因素与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因子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要加强对森林资源损失计 

量模型的动态分析和研究，以便在北京地区森林资源价格的确定上能及时反映价格变动的要求，使得已建立 

的森林资源损失计量模型更具动态性；便于计量模型的系统更新与利用，从而使得本项研究更具时效性和可 

操作性。目前有关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的相关数据还不完善，有待于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和遥感资料，加强 

对灾害或损失发生区域、损失状况的监控力度，进一步完善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并实现数据等研究资源的 

共享。 

4．4 加强森林资源损失计量办法、标准和系统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本文首次提出了一整套的北京地区不同 

森林类型林木损失计量的办法、标准和系统，建议尽快投入试用，在基层单位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在 

实践中不断的进行修正和完善。逐步使这套计量方法、标准和系统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尽快形成北京地方 

标准，推广应用。 

4．5 与林业法律、法规及政策相结合，为林业案件的经济赔偿提供科学的依据。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究应 

与国家的林业法律、法规及政策相结合，使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具备实践性的定位。使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 

究有更强的针对性，从而使得计量结果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反过来又会推动森林资源损失计量研究朝着 

科学、实用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我国制定相关的林业法律、法规及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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