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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林权流转的交易制度及资本运作研究综述 

程庆荣 潘光辉 杨海燕 丁晓纲 汪迎利 
(1．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广州 510520；2．广东省金融学院) 

摘要 对我国目前实施的与林权流转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分析，特别论述了承包、出租、抵押、入股等 

几种主要的集体林林权流转形式的交易制度。分析了在现行的林权流转交易制度下可行的两种资本运作方 

式林权抵押贷款、债券和股票，并就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培育林权流转交易市场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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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System and Capital Operation of Forestry Right Trasnfer in the 

Reformation of Collective Forestry Ri gh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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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meanings and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forestry right transfer，especially fo— 

cused on the main transfer systems including contract，lease，mo~gage and shares．Loan on forestry fight security， 

stock and bond was also dicussed as feasible capital operations in current forestry right transfer system．The paper 

also studied on the problems how to using the capital market to raised the forestry right transfer trad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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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核心是明晰产权，规范流转是关键。通过森林、林地和林木的合理流转，能很好地解 

决传统林业投资周期长、效益差的问题，并能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基于我国目前林权 

流转法律依据不明确，资本市场还不完善，投资林地时缺乏应有的市场分析和判断能力，因此，在大力推进林 

权改革、规范林权流转的同时，有必要首先分析研究现有的法律法规下林权流转的交易制度和资本运作。 

1 林权流转的理论内涵及法律依据 

林权是以森林资源所有权、使用权为核心的一组民事财产权利，一般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 J。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森林、林木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从法律 

性质上来看，林权属于财产权利，具有与一般物权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即林权也具有直接支配性、排他性、受 

益性、优先性等物权特征。而从物权的角度来看，林权几乎包括了物权当中的主要的权利种类，涵盖了物权 

当中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具体来说，林权包括森林、林地、林木的所有权，林地的使用权，林地 

的承包经营权，林地的地役权，以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抵押权等 。 

由于在中国林地所有权禁止流转，因此，林权流转一般是指林地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的流通转移。林权 

流转是林权的分离、异动和转移，从而使林权权利人能灵活处分所有权和经营权，盘活既有资产，实现森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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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值的最大化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与林权流转 

有关的规定是中国林权流转最重要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J。2007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作为中国 

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是林权交易的基本法律依据 。 

下面探讨上述政策与法律对林权流转的规定与理论上的差异。 

林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是林权流转制度的核心。国家通常在对林地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一定方式 

将林地依法确定由集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使用，即将使用权出让给集体、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行使。林地使用权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使用林地，进而收取林地所生的孽息。根 

据《森林法》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 

地使用权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林地使用权依法可以流转 J。 

就流转形式而言，现行的各种政策与法律依据中，徐丰果等总结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 

展的决定》规定了林地使用权流转形式包括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继承、抵押、担保、人股和作 

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等。这个规定对林地使用权的流转既规定了租赁，也规定了抵押。《森林法》第 

15条第 7条、第 26条、第 27条、第 32条规定了林地使用权流转形式包括承包、转让、作价人股或者作为合 

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等。此法对租赁和抵押均未作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2条、 

第 33条、第34条、第 36至第 46条规定了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招标、拍 

卖、公开协商、作价人股等。此法规定了出租而没规定抵押。《物权法》第 124条第2款、第 128条、第133条 

规定了林地使用权流转形式包括承包、转包、互换、转让、招标、拍卖、公开协商、入股、抵押等。与农村土地承 

包法相反，此法规定了抵押却没有规定出租。可见，四种法律法规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出 

租和抵押上。而从林业承包人的角度来看，出租和抵押恰恰是最能实现变现和融资的两种流转方式。法律 

对这两种方式的规定不明，大大限制了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和效率 J。 

由于林木所有权人拥有的是林木的所有权，不仅能对林木实施占用 、使用、收益，而且还能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予以处分，因此，相对林地使用权而言，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更为灵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方式包括租赁、转让、拍卖、协商、继承、抵押、担保、人股和作为合 

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等。《森林法》规定，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让、作价人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 

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等。 

从上述规定看，林木所有权的理论与法律规定之间没有差异，林地使用权的理论内涵与法律界定则存在 

着较大差异，需要通过修改法律加以明确。 

2 林权流转主要形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在我国江西、福建和广东已实施进行的林权流转实践表明，承包、出租、抵押、入股是最常见的林权 

流转形式。 

2．1 承包 

《森林法》中的林地使用权，在《物权法》中被林地承包经营权所取代，是一种物权化的债权，被作为一种 

用益物权规定下来。《物权法》意义上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林权权利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农民集体所 

有或者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权利人有权使用承包的土地自主 

从事林业生产，并从中获得收益。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形式多样，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 

派生为转包、互换、转让等流转方式。 

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一般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宜林荒地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可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 ，包括非农业人员和组织。与一 

般的土地承包相比，从时间上看，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时问较长。《物权法》第 126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 

为 30～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 

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 

2．2 出租 

出租与转包形式很相似，都涉及到发包方、承包方和第 3方，2者的区别在于转包中的第 3方是本集体 

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出租中第 3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出租不仅有利于林业集约化规模 

经营，而且有利于资金进入林业生产经营。租赁形式通常是一些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外商或经济能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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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信息优势，把集体经营农户分散经营的林地连片租赁下来。租期一般为 30～50年，少 

数租期长达 70年。租金多数是现金分年支付，也有一次或分几次付清的。租赁后的一切经营活动由承租 

方负责，风险与利润也由租赁者独担。目前发展速生丰产林、名特优经济林主要是这种形式 j。 

在林权流转的实践中，出租和承包是最常用的流转方式，但一定要弄清其交易的区别，以避免法律风险。 

在集体林权的流转中，特别要注意，由于集体只保留了林地的所有权，而将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和森林、林木的 

所有权交给承包林地的农民分别行使，因此，在与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林权交易时，还将出现集体林权的受让 

方与每一个相关的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理顺的问题 。姚淑娥在林权交 

易中的法律风险预防方面的研究举例说明，造纸企业在建立纸浆林基地时，应当弄清楚林地转让与林地出 

租的差别。如果是林地转让，则除了与林地承包人协商一致以外，还需要与集体经济组织订立新的承包合 

同，形成新的林地承包关系，而且，受让的林地只能是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承包的林地；如果是林地出租， 

则原有承包关系并不改变，企业承租的是原承包人在承包期内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因此，造纸企业在与集体 

经济组织和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签订林权交易合同时，应当弄清林权交易的法律性质。否则，在申请林木采伐 

和更新造林时，将面临法律风险 j。 

2．3 抵押 

抵押是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林地使用权或林木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的担保，当 

债务人(抵押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依法从抵押的不动产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是 

林业生产经营者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林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但是中国现有法律法规对林地使 

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抵押、拍卖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较差。 

2．4 入股 

入股一般是林农 自己组织成林业企业或其他林业经济组织，以林地使用权或林木所有权作为人股条 

件，也可以是林农以林地使用权或林木所有权作为入股条件加入已有的林业企业。杨萍对福建省集体林林 

权流转方式进行探讨，指出入股在实践中主要有股份合作林场 、公司加农户等形式。股份合作林场可以有效 

实现林业规模化经营，降低林业生产成本，提高林业产出效益。并举例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在股份合 

作林场方面的实践，该村在林改分山到户后，村民人均拥有林地面积只有 0．157 5 hm ，村民通过实行家庭联 

户合作林场，将本村的 17 517 hm 的林地进行评估，评估的价格为 13 816万元，本村 35户折成 l0个股，组 

成家庭林场，同时还制定了《加尚村家庭合作林场章程》，按照“有偿入股，同管理，保障权益，获利分红”的 

原则进行生产经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福建省光泽县司前乡则在企业加农户形式上取得了明显效果， 

通过采取公司 +农户 +基地的模式，农户将均山到户的竹山通过入股与当地的一家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每 

年由公司投人900元 ／hm ，其中林地使用费300元／hm 给集体，抚育款300元 ／hm 给农户，并负责机耕路 

的开设，采伐毛竹五五分成，比较好地解决了林业规模化经营的问题 j。 

从承包、出租、抵押、人股这四种常见林权流转形式的比较可见，承包是最为常见的形式，由于承包还可 

派生出其他形式的流转，在实践中比较受欢迎。出租和抵押由于面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仍需进一 

步探索。人股则较好的解决了集体林承包经营后面临的林地细碎化问题，有助于规模化经营，是近年来兴起 

的一种重要流转形式。 

3 林权流转与资本市场融资 

林业资金的投入是当今林业发展的第一启动力 。陈珂等对辽宁集体林产权主体改革后林农投资行 

为的调查研究后指出，集体林产权改革后，林农获得一定数量的林地与林木资产。在森林资源产权明确情况 

下，林农资金的投入成为集体林区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资产增值，单一依靠 

林木自身的生长获得收入是不现实的，需要资金发展适当的宜林项目予以实现一⋯。林业资金投入行为是林 

农经营行为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林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向和内部结构，也影响着林地利用形态、林 

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还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农民增收等农村经济的诸多方面 。黄 

龙云在 2009年广东省林业工作会议上指出，江西省在林改过程中，在一个试点县的金融支持达到了20多个 

亿。没有金融强大的支撑，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空话，何况林业这种具有较长发展周期的产业。金融机构的 

同志要很好地研究加强对林业发展尤其是林改工作的金融支持，在“树定根、山定权”之后让农民有资金支 

撑、科技支撑。要特别注重金融和科技对林业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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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业资金问题确实是长期制约中目林、 快速发展的瓶颈之一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需要以明确 

经营对象的权属为前提，对森林资源经营来讲也是如此，由于缺乏相关的立法和制度，产权形式的多样性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资金流入森林经营业  ̈。完全依靠集体林区原有的投资渠道来解决林业产业发展的 

资金缺口是不现实的。解决林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要构造多元投资主体，在全社会范围 

内，多渠道、多形式吸收资金流向林业。实现这一宏观战略设想的重要举措就是利用资本市场，广泛吸引工 

商企业和城乡居民进入林业领域，并进行投资 14。自2003年 6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中国的林业面向民间 

资本开放以来，林权交易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产权交易之一_l 。目前在国内，集体林融资的方式有森林资 

源资产抵押贷款和发行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筹资。 

3．1 抵押贷款 

有关森林抵押贷款的实践在我国的时间并不长。汪永红等在对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的理论特征和实 

践意义研究中对森林抵押贷款的出现进行了总结：l985年 2月，林业部以[林发(财)(1985)65号]文件向 

国务院提交了《关于申请林业专项贴息贷款的报告》，同年 l2月 29日，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在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财政部的支持下，决定自 1986年起发放林业项 目贴息贷款。从此，林业建设长 

期以来单纯依靠国家无偿拨款的投资体制得到了根本转变。1995年起，林业贷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办 

理，贷款种类主要有速生丰产林贷款、经济林贷款、中幼林抚育贷款和多种经营贷款。1999年起，福建、湖 

南、浙江等省相继开展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试点，引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等多元金融机构的介入，目前正处于扩大贷款规模和规范阶段  ̈。 

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的本质在于森林资源资产的变现，目的是使贫困的山区农民凭借所拥有的森林 

资源资产产权简便快捷地获得发展资金。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后，由于基本产权的明确界定，特别是 

物权法颁布施行后，作为森林资源资产凭证的林权证在法律上已经完全可以抵押取得贷款。虽然目前的调 

查数据表明，将要采取以林权证抵押获得资金的农民不足 1％，但可以想象，林权证抵押将会是今后一段时 

间内林农获取资金的一个重要途径 ” 。 

然而，在近几年的运作中，林权抵押贷款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刘维纳等在对福建省林业资金 

来源分析与预测研究中指出，林权抵押贷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有贷款资金信贷周期偏短，利率偏 

高，缺乏与林业生产特点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对此，有关机构需要在贷款期限及额度设定上做到与林业生产 

周期、林业企业及林农的合理资金要求相匹配，进一步改进信贷品种 。第二，林业保险体系尚未健全，林业 

贷款缺乏风险补偿。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保险公司开办林木资产保险品种，推进发贷机构与保险公司 

深入合作。此外，地方政府可从育林基金、维检费等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补偿林权抵押贷款损失， 

给予林权抵押贷款相应的资金支持 。 

3．2 债券和股票等 

所谓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股票发行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资工具。 

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公司债券和股票在 
一

定范围内都可以流通，都有收益权，也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筹资，把一部分城市居民手中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汇小成大，集腋成 

裘，直接转化为发展林业的资本，这是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崭新模式。这与绝大多数城镇居 

民的投资特点吻合，一方面有林业投资欲望，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投资知识，更缺乏具体运作林业投资项 

目的能力。而上市公司正好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有效的积极的引导作用 J4]。1991年后，市场经济体系建 

设加快，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市场化融资方式成为资金流动主渠道 。如福建省政府和林业部门积极采取 

多种有利政策鼓励林业产业发展 ，大力支持林业企业通过股票_l卜市或企业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永安林业 、 

青山纸业等于 1996～1999年上市。这些资本为林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避免受股市低迷的影响，政府 

和林业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快“公司债券”和 “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建设，保障其有序运行，另～方面，也 

要引导民间资本对林业企业进行投资，扩大企业融资途径。同时，还要加强林业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健全 

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更多的大型林业企业集团，实现林业企业规模化、标准化、多元化生产经营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资本市场 日趋成熟，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为林业发展提供有效的 

融资服务，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目前林权流转不仅受到法律支持不足的制约，还面临缺乏相关的风险 

保障机制的影响。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2010年第26卷第 1期 

4 林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培育与规范 

中国现行林权流转法律制度依据不全、滞后，至今国家尚未制定一部规范林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由于缺 

乏切实可行的外部拉动政策，导致林权流转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对非常低。主要表现在：流转程序与手续不够 

规范，流转的管理和中介服务机构不够健全，林地流转的市场化中介服务体系刚刚建立，还缺少完备的管理 

制度和规范操作程序，林地合法流转渠道还不够畅通，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林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导致出现了 

集体林林权流转中只能一级流转的现象：流转的“一级市场”，即通过分林分山到户等途径使林农依法获得 

林地的使用权比较通畅；但市场的不健全使再次流转受到限制。林权流转市场的培育，成为林权交易的最 

关键问题，也是集体林改革中最重要的配套改革。 

孔凡斌等在对林权流转及规范问题研究中，对林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培育手段进行了总结，认为在交易市 

场的培育方面，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政策上，要“依法、自愿、有偿”地促进产权的流转。政府要 

充分尊重林权主体市场交易自由权利，作好政策引导和必要的市场信息供给，在林权流转完成以后对流转行 

为进行规范登记，对流转后的山林权证应予以变更相应的内容，从法律上规范和完善程序，优化林地流转的 

政策环境。第二，要加强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规范流转合同制度。第三，要制定科学的林地流 

转评估制度，完善以森林资源资产产权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和监督机制，规范流转行为，保障森林资源的保值 

升值，维护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林地评估系统，真正形成省一县 (市 )的评估机 

构，统一培训各级评估人员，尤其是提高基层人员、评估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水平。第四，要加快建立和完 

善县、乡两级森林资源产权交易网络，建立森林资源产权交易中心。。 。 

在建立产权交易中心的建设中，要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如甘澍在应用 ArcGIS Server建立林权地理信息 

网络查询系统的探索中也指出，建立林权交易中心，建设基于 Intemet的林权地理信息查询系统，是充分利 

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引̈。目前已有研究对林权流转的网上交易进行了新的探 

索，提出一种林权流转交易方法 。 

政府在市场培育的角色上，要着重构建高水平的集体林权流转信息平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尽快 

建立健全林地流转管理机构。如建立林地流转管理办公室，规范、指导、管理林地流转行为，调解、仲裁因林 

地流转而引起的纠纷。并进一步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市场化的中介组织，为林地流转搭建规 

范、有序、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要尽快建立流转交易信息网络。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搜集林地流转 

的供给和需求、市场价格等信息，并加以统计、分析和预测，对外进行发布，使广大农户和有意投资林业的经 

营者及时、准确地获取可靠信息，沟通市场供需双方的相互联系，为达成林地流转创造条件 j。 

综上所述，林权流转市场的培育和规范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夯实林权流转 

的产权基础；二是规范交易过程，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三是采取技术措施，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四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林地流转的服务水平。总的来看，上述问题 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不但 

缺乏国内实践经验的总结，也缺乏国外经验的介绍，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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