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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显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迥异, 选择影响图斑林地、 林木价格的指标作为调整

因子, 采用评价指标分级、 设定权重与分值的方法, 确定图斑林地、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再结合已建立的

中观尺度森林资源价格体系, 形成精细到图斑的广东省全民所有森林资产微观尺度价格体系。 并通过试点

县微观尺度价格体系建设实践, 具体研究评价指标权重、 分值和调整系数的确定, 验证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 结合问题探讨, 为该价格体系建设提供实践可行的广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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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micro price system for forest resource assets
owned by the whole people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en-
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eir impacts on the prices of patch forest land and trees are explored.
Methods such as grading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weight and score setting are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ad-
justment coefficients for patch forest land and trees. Then, a micro price system that details to include patches is
buil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stablished mesoscale price system for forest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a micro-scale price system in pilot count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weights, scores, and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specifically studied to verify the rational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research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problems, practical Guangdong experience is provided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is pr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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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是指根

据收集到森林资源资产的价格信号, 建立国家、
省、 县三级用来估算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经济

价值的清查价格与相应的清查价格修正系数, 根

据价格体系的应用层面和使用范围可为宏观、 中

观、 微观 3 个尺度的价格体系。 广东省省级中观

价格体系在国家宏观级 3 个均质区域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划分为 7 个省级均质区域。
省级林地价格体系在国家林地分类方式的基础上,
结合林地地类、 林种等相关实物量因子, 以林地

主导功能和实际交易平均价格相接近为原则, 进

一步将林地分类细化为 5 大类型, 12 个小类型;
省级林木价格体系在国家级价格体系的基础上结

合广东省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树种情况, 将优势树种

归并为 6 个用材优势树种, 5 个经济林优势树种, 2
个竹林品种; 并且通过国家控制的省级林地、 林木

调整系数将均质区平均价格修正至各县级行政区,
形成全省中观尺度林地、 林木价格体系[1]。

宏观尺度和中观尺度的价格体系主要反映大

尺度区域范围内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量的平均水平,
但忽视了区内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迥异对

价值量的影响。 而构建森林资源资产微观尺度价

格体系, 能显化微观区位、 森林质量等差异对林

地林木价格的影响, 实现微观尺度价格及价值量

落实到森林资源各子图斑, 全面、 系统、 客观地

反映各图斑林地林木价值。 本文探索建立与区域

经济发展、 区位条件、 森林质量相适应的森林资

源资产价格体系, 进一步摸清小区域内森林资源

资产价值量, 为精准编制县级国有森林资源资产

负债表和自然资源资产报告, 以及构建全民所有

森林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1. 1　 研究内容

本文探索以图斑为单元的林地、 林木价格评

估方法, 构建县级森林资源资产微观尺度价格体

系。 包括以下内容: (1) 通过综合分析, 选择影

响林地、 林木价格的指标作为价格调整因子。
(2) 确定影响林地、 林木价格调整因子的指标权

重和分值, 并计算图斑的调整系数, 用以反映不

同林地质量、 林分质量和区位条件造成的价格差

异。 (3) 在中观尺度省级林地、 林木价格体系基

础上, 利用图斑的调整系数, 修正至各图斑的林

地、 林木价格, 并结合图斑面积计算全县森林资

源资产价值。
1. 2　 林地价格研究方法

1. 2. 1　 评价指标选择　 影响林地价格的因素包括

自然条件 (实物量影响) 因素和交通区位 (价格

影响) 因素, 体现各因素的具体指标有多种, 指

标选择必须能充分反映林地的自然、 社会经济等

综合属性, 要重点分析、 突出对林地价格有重要

影响的主导因子, 同时还需考虑指标数据获取的

难易程度[2]。
(1) 自然条件因素: 自然条件因素体现了林

地的质量, 是影响林木生长的主要因素, 广东省

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 数据中, 与林地自然条

件因素相关因子多达十几项。 根据 《自然资源分

等定级通则》 [3] 、 《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 [4] 、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 [5] 等相关

规范规程, 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 (年均气温、
年均降水量)、 地形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

位)、 地貌 (地貌类型)、 土壤 (土层厚度、 腐

殖质厚度、 土壤质地)、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

性) 5 大因子 11 项细分评价指标。 结合全民所有

森林资源资产变更清查实物量属性库因子及指标

的获取可行性, 选择地貌、 坡向、 坡位、 坡度、
土层厚度作为体现林地自然条件因素的立地指

标; 此 5 项指标决定了林地的经营难度 (影响森

林经营成本) 和林木生长状况, 从而影响林地流

转交易价格。
(2) 交通区位因素: 交通区位因素是影响林

地价格的重要因素。 广东省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

图” 数据中, 交通条件和可及度两项因子均直接

体现林地交通条件, 在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

落界技术规程》 中, 交通条件也被列为计算林地

质量等级的 6 项因子之一, 也是其中仅有的体现

林地交通区位因素的因子, 本研究将交通条件确

定为交通区位因素影响指标; 同时, 增加区位类

别作为体现区域经济条件的评价指标, 共同构建

林地价格交通区位因素影响指标体系。
1. 2. 2　 评价指标分级 　 (1) 自然条件因素: 自

然条件因素直接影响林地质量, 进而对林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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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显著影响。 该因素各项指标划分较为详细,
本研究参照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

程》、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 《林地分等定级

技术规范》, 将各项自然条件因素影响指标分为好

(Ⅰ)、 较好 (Ⅱ)、 中 (Ⅲ)、 较差 (Ⅳ)、 差

(Ⅴ) 5 个等级[3-5] (表 1)。
(2) 交通区位因素: 交通区位因素包括交通

条件和区位类别两项指标。 交通条件指标根据

《广东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 可划分

为一级 (0 ~ 1. 9 km)、 二级 (2. 0 ~ 3. 9 km)、 三

级 (4. 0 ~ 5. 9 km)、 四级 (6. 0 ~ 7. 9 km)、 五级

(8. 0 km 及以上)。 参照 《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

准》 [6], 地区分类标准可划分一至十类地区, 一般

情况下, 一个县级单位涉及 3 个类别。 与自然条

件因素相比, 交通条件影响的显化程度稍弱, 为更

好地与地区类别协调一致, 本研究将交通条件和区

位类别两项指标分为Ⅰ、 Ⅱ、 Ⅲ3 个等级 (表 2)。
1. 2. 3　 价格调整系数　 (1) 权重及分值: 以县

级单位为整体, 对各项影响指标相关数据进行预

处理, 采用德尔菲法设定各项影响指标的推荐权

重; 通过梳理、 分析县级单位自然条件影响因素

表现型因子数据 (如林木单位面积蓄积量), 及

交通区位因素表现型因子数据 (如林木或林产品

价格、 运输成本), 依照正态分布、 影响对称的

基本原则, 确定各评价指标分级范围并赋予相应

分值 (影响系数)。
(2) 调整系数计算: 调整系数的计算采用多

因素加权求和法, 将县级现有各类型的林地平均

价格分别作为该类型价格的平均水平 (即认为其

林地价格调整系数为 1. 00), 再结合自然条件的调

整系数 (KZ) 与交通区位条件的调整系数 (KJ),

确定图斑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KLD)。 各因素间的

调整系数采用各评价指标评分值乘以权重系数相

累加得出。 计算公式如下:
KLD = KZ × KJ

KZ = ∑ n

i = 1
Vi × Wi

KJ = ∑ n

i = 1
Vi × Wi

式中: KLD为子图斑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KZ为

子图斑自然条件因素调整系数, KJ为子图斑交通

区位因素调整系数, V i为第 i 类影响指标对应评分

值, Wi为第 i 类影响指标权重。
1. 2. 4　 价值量估算方法　 各子图斑的县级林地价

格调整系数确定后, 结合省级中观尺度价格体系

各类林地平均价格, 修正得出各子图斑林地价格,
再结合子图斑面积, 估算出各子图斑林地经济价

值, 汇总后得出县级林地经济价值[7]。

E = ∑En × Sn

En = KLD × ES

式中: E 为县级林地经济价值, En为子图斑林

地修正价格, Sn为子图斑面积, KLD为子图斑林地

价格调整系数, ES为省级中观度价格体系中相应

类型的林地价格。
1. 3　 林木价格研究方法

1. 3. 1　 评价指标选择 　 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
林分生长状况是影响林木价值的首要因素。 在森

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 中能直接体现图斑林分生

长状况的主要因子包括保存率、 平均胸径、 平均

树高、 公顷蓄积、 公顷株数、 郁闭度等 6 项因子,
这些因子属性信息的差异综合影响着图斑林木价

值的高低[8]。 另外, 林分所处的地利条件是影响

林木价值的次要因素,地利条件反映林产品采运

表 1　 自然条件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分值

Table 1　 Weights and scores of natural condi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targets

指标
Targets

Ⅰ级
GradeⅠ

Ⅱ级
GradeⅡ

Ⅲ级
GradeⅢ

Ⅳ级
GradeⅣ

Ⅴ级
GradeⅤ

权重
Weights

地貌 平原 丘陵 700 m 以下低山 700 m 以上低山 中山 0. 1

坡向 南坡 东南坡、 西南坡 东坡、 东北坡、 无坡向 西坡、 西北坡 北坡 0. 15

坡度 平坡 (≤5°) 缓坡 (6° ~ 15°) 斜坡 (16° ~ 25°) 陡坡 (26° ~ 35°)急、 险坡 ( > 35°) 0. 15

坡位 平地 下坡 中坡、 全坡 上坡 山脊、 山谷 0. 25

土层厚度 / cm ≥91 76 ~ 90 cm 61 ~ 75 cm 46 ~ 60 cm ≤45 cm 0. 35
注: 表中Ⅰ级 ~ Ⅴ级分值依次是 1. 35、 1. 2、 1. 0、 0. 8、 0. 65。
Note: The scores for grades I to V in the table are 1. 35, 1. 2, 1. 0, 0. 8, and 0. 6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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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通区位条件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分值

Table 2　 Weights and scores of traffic location condi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targets

指标 Targets Ⅰ级 GradeⅠ Ⅱ级 GradeⅡ Ⅲ级 GradeⅢ 权重 Weights

交通条件 一、 二级 三级 四、 五级 0. 7

地区类别 高 中 低 0. 3
注: 表中Ⅰ级 ~ Ⅲ级分值依次是 1. 05、 1、 0. 95。
Note: The scores of grade I-III in the table are 1. 05, 1 and 0. 95 respectively.

难易程度, 在森林经营中影响着生产成本的高

低, 从而影响着林木价值, 在数据中能直接体现

图斑地利条件的主要因子仅有交通区位 1 项因

子。 因此, 本着简易性、 可操作性出发, 将保存

率、 平均胸径、 平均树高、 公顷蓄积、 公顷株

数、 郁闭度作为体现图斑林分生长状况差异性的

影响指标; 将交通区位作为体现图斑地利差异性

的影响指标 (表 3)。
参考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 不同类

型的林分所选取的影响指标不尽相同, 结合各类

型林木的龄组、 生产期状况, 分析指标对不同类

型、 不同龄组 (段) 或生产期 (段) 林木经济价

值的影响, 从而选用适应性的评价指标 (表 4)。
1. 3. 2　 评价指标分级 　 以所有国有林木图斑作

为总体研究样本, 针对指标分级的必要性, 研究

相同影响指标属性值之间的相对关系, 对样本进

行数理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学中正态分布理论掌

握指标属性值的数理分布状况[9] , 把各项林木影

响指标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表 4), 亦即

代表林分生长状况和林分地利的好、 中、 差 3 个

级别。
1. 3. 3　 调整系数　 图斑林木价格调整系数由林木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和交通区位调整系数组成。 林

木生长状况调整系数根据选用的林木价格影响指

标再细分设定子调整系数, 各类型林木子调整系

数依据所选用影响指标采用直算法或分级法进行

计算。 分级法计算指标采取加权类比计算、 数值

模拟分析、 专家咨询法, 结合必要的林产品生产

经营调查、 投入产出调查等资料, 综合计算赋以

各子调整系数的具体变动区间值, 最后对求算的

各区间值做适当修正, 使区间值上下平衡。 交通

区位调整系数采用分级法进行计算, 与林地价格

保持一致。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采用影响指标子调

整系数直接相乘法计算得出, 不需对各子调整系

数设定权重。 详见表 4、 5。
1. 3. 4　 价值量估算方法　 各图斑林木价格调整系

数确定后, 结合图斑所对应林木类型的中观尺度

县级林木平均价格, 计算得出各图斑的林木修正

价格。 各图斑林木修正价格再结合相应图斑面积,
计算出各图斑林木经济价值, 汇总得出县级林木

经济价值 (表 6)。

2　 方法实践

为了验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行

性, 本实践选定粤北山区某县作为试点研究县,
构建其微观尺度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

表 3　 林木影响指标选取

Table 3　 Selection of forest impact targets

体现因素
Reflective factors

影响指标
Impact targets

选取要求
Selection requirements

选取原因
Select reason

林分生长状况

保存率 必选 反映林分密度的平均指标

公顷株数 必选 反映林分密度的平均数量指标

平均胸径 必选 反映林分活立木粗度的平均指标

平均树高 必选 反映林分活立木高度的平均指标

公顷蓄积 必选 反映林分木材产量的平均指标

郁闭度 必选 反映林木利用生长空间的程度的指标

林分地利 交通区位 必选 反映影响林产品采、 集、 运难易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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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类型林木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Table 4　 Adjustment factors for growth status of various types of forest trees

林木类型
Forest types

龄组 (生产期)
Age groups
(production
periods)

调整系数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影响指标 (子调整系数)
Impact targets (sub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影响性
Impact

分级必要
Necessity
of grading

分级
Grade

用材林木

幼龄林
(未成林)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YY)

中龄林
近熟林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YZ)

成熟林
过熟林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YC)

保存率 (KY1)

平均树高 (KY2)

公顷蓄积 (KY3)

平均胸径 (KY4)

公顷蓄积 (KY5)

平均胸径 (KY6)

影响林分生长初
期的整体质量

影响林分单位
面积出材量

影响林分单位
面积出材量

否 直算法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否 直算法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经济林木

产前期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JC)

初产期、 盛产
期、 衰产期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JS)

保存率 (KJ1)

平均树高 (KJ2)

郁闭度 (KJ3)

平均树高 (KJ4)

影响林分生长初
期的整体质量

影响林分单位
面积挂果量

否 直算法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竹林林木 ———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ZZ)
公顷株数 (KZ1)

平均胸径 (KZ2)
影响林分单位
面积生物量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所有林木 ——— 交通区位调整系数 (KJ)
交通条件

地区类别

影响林产品的
采、 集、 运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是 Ⅰ级、 Ⅱ级、 Ⅲ级

注: 若图斑保存率因子属性信息缺失时, 采用公顷株数因子作调整系数。
Note: If the attribute information of the patch preservation rate factor is missing, the factor of plant number per hectare is used as the adjustment coef-

ficient.

表 5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公式

Table 5　 Formula for adjustment coefficient of forest price

林木类型
Forest types

龄组 (生产期)
Age groups (production periods)

调整系数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公式
Formula

用材林木

幼龄林 (未成林)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YY) KJYY = KYY × KJ = KY 1 × KY 2 × KJ

中近熟林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YZ) KJYZ = KYZ × KJ = KY 3 × KY 4 × KJ

成过熟林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YC) KJYC = KYC × KJ = KY 5 × KY 6 × KJ

经济林木
产前期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JC) KJJC = KJC × KJ = KJ 1 × KJ 2 × KJ

初产前以上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JS) KJJS = KJS × KJ = KJ 3 × KJ 4 × KJ

竹林林木 ———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KJZZ) KJZZ = KZZ × KJ = KZ 1 × KZ 2 × KJ

2. 1　 林地价格体系

2. 1. 1　 自然条件因素调整系数 　 根据研究方法

中选择的影响林地价格自然条件因素的 5 项评价

指标的权重, 结合其相应的分级标准及分值, 将

各子图斑评价指标分级对应分值乘以权重后累

加, 得出自然条件因素的价格体系调整系数

(KZ)。
2. 1. 2　 交通区位因素调整系数　 根据研究方法中

选择的影响林地价格交通区位因素的二项评价指

标的权重, 结合其相应的分级标准及分值, 将各

子图斑评价指标分级对应分值乘以权重后累加,
得出交通区位因素的价格体系调整系数 (KJ)。
2. 1. 3　 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将县级各类型林地价

格分别作为该类型价格的平均水平 (即认为其林

地价格调整系数为 1. 00), 再结合图斑自然条件因

素调整系数 (KZ) 与交通区位条件因素调整系数

(KJ ), 两者相乘确定图斑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KLD)。

44 林业与环境科学　 2023 年 12 月第 39 卷第 6 期



2. 1. 4　 林地价格　 根据全民所有森林资源省级中

观尺度价格体系中县级区域各类型林地价格, 利

用图斑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KLD), 修正该图斑对

应类型的林地价格, 作为该图斑的微观尺度林地

价格。
2. 2　 林木价格体系

2. 2. 1　 林木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1) 用材林木幼

龄林、 未成林: 幼龄林 (未成林) 生长状况调整

系数 (KY Y) 由保存率调整系数 (KY1) 与平均树

高等级调整系数 (KY2 ) 组成, 保存率调整系数

(KY1) 采用直算法确定图斑具体系数值。 平均树

高等级调整系数 (KY2) 采用分级法, 按年均高生

长量 (生长类型) 将各类林木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3 个等级样本数之比接近于 121, 再采

用德尔菲法确定平均树高等级调整系数 (KY2)。
(2) 用材林木中龄林、 近熟林: 中近熟林生

长状况调整系数 (KYZ) 由公顷蓄积等级调整系数

(KY3) 与平均胸径等级调整系数 (KY4) 组成, 两

个调整系数均采用分级法, 按公顷蓄积和平均胸

径属性值将各类林木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3
个等级样本数之比接近于 121。 再利用收获现

值法测算不同公顷蓄积等级林木样本的经济价值,
通过其相对比值关系确定公顷蓄积等级调整系数

(KY3); 利用出材率表测算不同平均胸径等级林木

的出材率, 同样通过其相对比值关系确定平均胸

径等级调整系数 (KY4)。
(3) 用材林木成熟林、 过熟林: 成过熟林生

长状况调整系数 (KYC ) 由公顷蓄积调整系数

(KY5) 与平均胸径等级调整系数 (KY6) 组成。 公

顷蓄积调整系数 (KY5) 采用直算法, 利用各图斑

公顷蓄积属性值与总体图斑公顷蓄积加权平均值

之比值确定图斑具体系数值; 平均胸径等级调整

系数 (KY6) 采用分级法, 按平均胸径属性值将各

类林木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3 个等级样本数

之比接近于 121。 再利用出材率表计算不同平

均胸径等级林木的出材率, 通过其相对比值关系

确定平均胸径等级调整系数 (KY6)。
(4) 经济林木: 与用材林木中幼龄林 (未成

林) 生长状况调整系数类似, 经济林产前期生长

状况调整系数 (KJC) 由保存率调整系数 (KJ1 )
与平均树高等级调整系数 (KJ2) 组成, 各子调整

系数的确定方法与幼龄林 (未成林) 完全相同。
对于初产期以上的经济林林分, 其单位面积

价格直接与其单位面积的经济林产品产量 (如挂

果量等) 成正相关, 而经济林林分的平均冠幅又

是影响经济林产品产量的重要指标, 鉴于现有数

据中无平均冠幅的属性信息, 可采用冠幅的延伸

指标郁闭度替代。 最终确定郁闭度和平均树高作

为反映经济林产品产量的影响指标。 因此经济林

初产期以上生长状况调整系数 (KJS) 由郁闭度等

级调整系数 (KJ3 ) 与平均树高等级调整系数

(KJ4) 组成。 两个调整系数都采用分级法, 分别

按郁闭度和平均树高属性值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3 个等级样本数之比接近于 121。 因两

影响因素的影响结果均为经济林产品产量, 通过

经济林产品平均产量好中差 3 个等级的相对比值

关系, 确定林产品等级总调整系数区间; 结合调

研访问经济林冠幅与树高对产量的影响程度,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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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林木修正价格及县级林木经济价值计算公式

Table 6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revised prices of forest trees and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unty-level forest trees

林木类型
Forest types

龄组 (生产期)
Age groups

(production periods)

林木修正价格公式
Formula for correcting

the price of trees

县级林木经济价值公式
Formula for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unty-level forest trees

用材林木

幼龄林 (未成林) ETM = KJYY × EM

中近熟林 ETM = KJYZ × EM

成过熟林 ETM = KJYC × EM

经济林木
产前期 ETM = KJJC × EM

初产前以上 ETM = KJJS × EM

竹林林木 ——— ETM = KJZZ × EM

EMW = ∑ETM × S

注: ETM为图斑林木修正价格, EM为对应林木类型的中观尺度县级林木平均价格, EMW为县级林木经济价值, S 为子图斑面积。
Note: ETM is the corrected price of the patch trees, EM is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corresponding mesoscale county-level trees of the forest type, EMW

is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unty-level trees, and S is the sub patch area.



知冠幅与树高对经济林产品产量的影响效应比例

系数约为 73, 按此比例将林产品等级总调整系

数区间分配给郁闭度和平均树高两影响因素, 确

定郁闭度等级调整系数 (KJ3) 和平均树高等级调

整系数 (KJ4)。
(5) 竹林林木: 一般情况竹材按重量计价进

行市场交易, 因此竹林林分单位面积价格直接与

其单位面积生物量 (竹材干重) 成正相关。 以杂

竹为例, 竹干生物量模型为 W = 0. 001 × N ×
e(3. 27482-9. 6724 / D) (W—公顷生物量, D—平均胸径,
N—公顷株数), 因此竹林公顷生物量的影响指标

为平均胸径和公顷株数, 因此竹林生长状况调整

系数 (KZZ) 由公顷株数等级调整系数 (KZ1 ) 与

平均胸径等级调整系数 (KZ2) 组成。 两个调整系

数都采用分级法, 分别按公顷株数和平均胸径属

性值划分为Ⅰ级、 Ⅱ级、 Ⅲ级, 3 个等级样本数之

比接近于 121。 因两影响因素的影响结果均为

竹材重量, 通过竹林竹材平均产量好中差 3 个等

级的相对比值关系, 确定竹材等级总调整系数区

间; 使用偏微分分析方法, 以平均经营水平竹林

分析竹干生物量波动与公顷株数、 平均胸径的波

动关系, 从而确定公顷株数、 平均胸径对竹材重

量的影响效应比例系数, 按此比例将竹材等级总

调整系数区间分配给公顷株数、 平均胸径两影响

因素, 再确定公顷株数等级调整系数 (KZ1) 和平

均胸径等级调整系数 (KZ2)。
2. 2. 2　 交通区位调整系数 　 林分生产条件越差,
其林产品生产成本也越高。 反映林产品生产成本

的交通区位主要由交通条件和区位类别构成。 交

通区位调整系数参考林地价格体系设定, 并与其

保持一致。
2. 2. 3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与

林地价格调整系数计算方式类似, 由图斑林木生

长状况调整系数与交通区位条件因素调整系数两

者相乘确定。
2. 2. 4　 林木价格　 林木价格与林地价格计算方式

类似, 利用林木价格调整系数修正全民所有森林

资源省级中观尺度价格体系中县级区域各类型林

木价格确定。
2. 3　 实践结果

2. 3. 1　 林地价格　 利用修正至各图斑的微观林地

价格, 结合相对应图斑面积, 计算出各图斑林地

经济价值, 汇总得出县级林地经济价值。

经计算汇总, 试点县各类国有林地微观尺度

平均价格为 18 512 元 / hm2·70 年, 对比中观尺度

县级各类林地平均价格 18 255 元 / / hm2 ·70 年,
相差了 257 元 / / hm2·70 年, 偏差 + 1. 41% ; 采用

微观价格体系估算, 该县国有林地总体经济价值

为20 571. 11 万元, 对比采用中观尺度林地价格体

系的估算结果 20 286. 31 万元, 相差了 285. 80 万

元, 偏差 + 1. 40% [10]。
2. 3. 2　 林木价格　 利用修正至各图斑的微观林木

价格, 结合相对应图斑面积, 计算出各图斑林木

经济价值, 汇总得出县级林木经济价值。
经计算汇总, 试点县各类国有林木的微观尺

度平均价格为 23 270 元 / / hm2, 对比中观尺度各类

国有林木平均价格 23 279 元 / / hm2, 相差了 9 元 / /
hm2, 偏差- 0. 04% ; 采用微观尺度林木价格体系

估算, 该县国有林木总体经济价值为 10 770. 23 万

元, 对比采用中观尺度林木价格体系的估算结果

10 400. 14 万元, 偏差 + 3. 56% [10]。
从研究方法实践结果看, 采用微观尺度价格

体系估算的县级国有林地、 林木各类平均价格及

经济价值, 与采用中观尺度价格体系估算的结果

差异并不明显, 有较强的延续性; 同时, 微观价

格体系更为显化各子图斑间林地自然条件及交通

区位的差异, 为森林资源资产管理和价值核算提

供了更多可行的技术选择[9]。

3　 结论与讨论

3. 1　 影响林地、 林木价格的因素众多, 各因素对

应的评价指标多则几十项、 少则三五项, 各类技

术规程 (规范) 采用的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 不

宜盲目引用。 评价指标的选择应以成果应用为导

向, 根据项目及评价区域的实际情况, 选择充分

反映林地及林木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 森林经营

等综合属性且重点突出的主导影响指标; 同时兼

顾指标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 尽量少选或不选获

取难度大或数据精度差的指标。 在微观价格体系

建设过程中, 可以把指标分为必选指标和备选指

标, 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 可适当进行调整; 对

于一些经过验证, 具有显著影响的指标且基础数

据相对扎实的指标, 也可予以吸收和接纳; 下一

步, 可根据森林类别进一步研究生态公益林、 商

品林的评价指标差异化选择办法。
3. 2　 评价指标分级合理是微观价格体系建设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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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在借鉴相关技术规程 (规范) 的同时, 要立

足基础数据, 经系统分析, 结合实地调查验证,
合理确定分级。 对于影响程度较高且基础数据扎

实的指标, 可以划分较为详细的五等或七等; 对

于影响程度不大的次要指标, 可采用三等分级。
同一影响因素多项评价指标的分级要考虑协同计

算问题, 对于指标原有分级进行合理的归类或扩

展, 尽量采用统一分级。
3. 3　 本研究的林地、 林木微观尺度价格体系建设

方法, 基于试点县国有森林资源变更清查实物量

成果数据, 选择的评价指标调整系数确定需以图

斑实物量因子直接关联, 基础数据中的实物量属

性的可靠性是影响调整系数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

中缺乏与经济林木价值相关性较大的冠幅因子,
且冠幅与树高对产量的影响力比值系数依据调研

访问确定为 73, 是否具有普遍性尚值得商榷。
3. 4　 本研究的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微观尺度价

格体系建设方法, 通过进一步显化自然环境和社

会经济条件对图斑林地、 林木价格的影响, 更为

精细、 合理地调整修正省级中观尺度森林资源价

格体系, 形成精细到图斑的微观尺度价格体系,
为精准编制县级国有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和自然

资源资产报告提供技术支撑, 为国内森林资源价

格体系细化建设提供广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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