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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农村居民增收

曹先磊  任云鹤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贸易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为研究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基础上，利用 2006—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宏观统计数据（统

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定量分析与检验了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

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森林资源增量提

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均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且结果具有稳健性。2）异质性分析发现，森林资源质量提

升以及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资源充裕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森林资源数量增加并没有促进

该地区的农村居民增收。3）机制检验发现，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存在协同作

用，这一协同作用还能够提高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4）进一步分析发现，森林资源丰富度及

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缩小城乡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对助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有

效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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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resource richness,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income in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CAO Xianlei， REN Yu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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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ir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study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orest resource richness 

and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Then， using an macro 

statistica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The 

data do not include thos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The same below. ），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esting were conducted.  Meanwhile，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orest resource richn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rmers and urban-rural 

resident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was conduct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he results are robust.  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ource abundant but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forest resources does not promote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region.  3） The mechanis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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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s that the richness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which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livability and employment in rural areas， and 

thus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4）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richness and the value of its ecological products can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within rural area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fores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ducts to increas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forest resources；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come growth； livability and 

employment level in 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充分利用农村各项资源，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

收，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举措［1］。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富民

举措，农民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但城乡收入

差距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较为悬殊［2］。据统计

显 示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2010 年 的

18 779. 07 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49 282. 9 元，城乡收

入差距由原来的 12 506. 63 元，扩大到 29 150. 1 元，

差距日益明显。同时，农村居民 20% 高收入组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6 075. 4 元，同比例低收入组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 024. 6 元，两者差距 9. 17 倍，

农村内部收入差异也较为悬殊。这与促进共同富

裕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也不利于农村稳定安宁以

及乡村振兴的实现［3-4］。因此，如何有效盘活农村各

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以促进农村

居民增收已经成为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社会稳

定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问题。

森林资源作为农村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不仅

可为人类提供大量的木质林产品，而且还能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提供各类生态产品［5-6］。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绿化工程，森林覆

盖率已经达到 24. 02%，森林蓄积量为 194. 93亿 m3。

在此过程中，我国重视植树造林与乡村绿化美化，

通过重点抓好“四旁植树”、村屯绿化、庭院美化、农

田林网建设等增绿行动，着力打造生态乡村、提升

生态宜居水平，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渐成

为乡村的重要优势资源［7］。在森林资源增长的同

时，中国林业产业总产值从 2001 年的 4 090 亿元增

加到 2022 年的 8. 04 万亿元，对 7 亿多农村人口脱贫

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加之，碳交易市场的建设

与推进，以及城镇居民对森林康养、森林游憩等生

态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加［8］，森林所具有的碳汇、游憩

等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逐渐变为现实，这为农村

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此

背景下，明晰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及机制，将对政

府部门有效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然而，森林资源增量提质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该作用在不同的

森林资源丰富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组合下是否存在

异质性？其主要通过什么路径促使农民收入增长？

更进一步的，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能否缩小农村与城乡收入差距？等等问题，目前

均尚未得到有效回答。鉴于此，本研究将围绕上述

问题展开扎实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

有效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

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制定提供决

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 1　省域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下，学界从宏观经

济环境、农村基础设施、乡村资源禀赋等角度就省

域层面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较多研

究［9-10］。就宏观经济环境而言，不少学者重点关注

了经济发展水平［11］、金融［12］、宏观政策［13］、产业结构

以及城镇化进程［14］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

研究发现宏观环境改善会传递利好的乡村发展信

息，塑造利于农村居民就业的外部环境，为农村居

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提高。就农村基础设施而言，学者们多关注到

了农村交通、通讯、医疗等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

①参见《中国已成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林业产业发展最快国家》，新华社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18/content_51493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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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影响［15-16］。就乡村资源禀赋而言，学者们主要

关注农田、林地等土地要素，以及耕种和收割中使

用的农用机械等因素对农民居民增收的影响；其

中，许多文献证实了土地有效流转［17］以及机械总动

力提升［18］能够解放农村劳动力，促使其向非农产业

转移，从而拓宽农村居民的增收渠道。此外，更多

学者开始考虑多种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

应，如刘洋等［18］通过中介效应、面板门限等模型探

讨了县域金融聚集、农业机械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

内在联系。曹菲等［19］基于海南省县域面板数据得

出产业融合能够促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

高级化，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但是，已有关于

省域层面农村居民增收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关注

区域水平森林资源的丰富度，更没有考虑区域森林

资源为人类提供各类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可能

对农村居民增收带来的叠加影响及其异质性。

1. 2　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效应

分析

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资源经

济学和生态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关注

较早并积累了不少文献。就森林资源而言，其有着

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森林资源是指以乔木为

主的树木资源［5-6］；广义的森林资源是指林地及其所

生长的森林有机体的总称。不论狭义还是广义的

森林资源，其丰富度往往通过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来表征。与此同时，森林资源通过生态调节、人

为管理等方式，可为人类提供各类生态产品，如：生

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服务产品以及自

然生态产品等［1，20］。就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

看，其实质是森林资源向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过

程［21］，其实现路径主要表现为市场或政府补偿两种

方式［22-23］。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生态产

品的稀缺性不断增强以及人类对生态环境越来越

重视的背景下，以森林康养、碳汇交易［24］为代表的

各类生态产品交易市场不断建立，森林资源各类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案例不断增多，并逐步形成了一

定规模的森林生态产业。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开

始关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并尝试对其进

行量化，如：一些学者围绕某一区域就森林某一生

态服务或整体服务的生态产品价值进行了定量测

度［20］；另外有学者则通过纳入林地投入，测算森林

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效率［23］；还有学者归纳了森林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25］；但是，较少结合森林生态

产品类型，基于森林生态产业产值来量化我国不同

地区森林资源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就森林资源丰富度的影响效应而言，学界主要

聚焦生态、经济和社会 3 个方面。森林资源可为人

类提供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森林游憩等

多重生态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而在森

林资源丰富度提升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效应方

面，一些学者关注了森林资源丰富度提升对林业产

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指出植树造林是我国

林业产业发展的前提，而林业发展能够促使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扩大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带

动农村居民就业，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

益［25］。也有学者认为林业生态工程虽然有助于山

区总体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可能加剧山

区农户的贫困程度［26］。然而，已有关于森林资源丰

富度经济效应的研究，较少定量关注其对农村居民

收入的影响，更没有量化其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和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差异。

就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其影响效应而言，

学界多基于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探究了森林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并积累了较多文献［22-28］。与

此同时，随着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探索不断增

加，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如：詹琉璐等［29］基于供给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

和调节服务等视角，理论归纳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影响效应；研究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能构

建宜居环境，也能提供生态物质产品和生态文化产

品创造直接使用价值。但是，关于森林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对农村居民收

入的影响，更没有关注其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1. 3　文献述评

综上发现，学界围绕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因素、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

响效应等方面已经展开了较多研究；但是，上述研

究方向也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空间。首先，已有关注

省域农村居民增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聚焦宏观经

济环境、农村基础设施、乡村资源禀赋 3 个维度；但

是，森林资源作为乡村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

探讨其丰富度提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与机制

的研究还比较少，更没有考虑区域森林资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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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类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可能对农村居民

增收带来的叠加影响及其异质性；其次，在森林资

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效应方面，

学界较少以农村居民增收作为研究视角，更没有探

究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能对农村内

部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未来仍需进

一步深化。鉴于此，本研究将对森林资源丰富度及

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

系统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科学问题，本研究构建了如下理论分

析框架（图 1）。围绕上述框架，首先从理论上就森

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民增收

的影响与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从缩小农民收入

差距及城乡收入差距角度，理论推演了森林资源丰

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共同富裕的可能影

响。最后，提出了研究假设。

2. 1　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

农民增收的理论分析

森林资源丰富度水平提高不仅从短期可直接

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而且从长期还可以为当地提

供木材等各类有形林产品以及各类生态产品，这为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农户是林

业生态工程的潜在利益相关者，植树造林、加强森

林经营管理等林业生态工程作为改善区域森林资

源丰富度的重要举措，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同时，政府部门会对

注重环境保护而缺乏发展机会的地区实施植树造

林生态补偿，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另

一方面，充裕的森林资源也为当地未来发展林下经

济、森林康养与森林游憩等林业生态产业经济提供

了基础条件，而上述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或者间接

带动农村地区的餐饮、住宿、交通、购物、文娱等产

业发展，为当地农户提供了更多可选的就业岗位，

拓展和优化了增收渠道。就业渠道的扩宽可使得

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留守妇女和老人，也能通过劳动

技能培训承担乡村旅游的导游、接待以及保洁工

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

入将明显提升［30］。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体现，其价值实现的链条包

含了生态产品供给者、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交易市

场以及生态产品需求者 4 个基本要素；其核心是通

过市场交易扩大现有的经济体系中难以变现或者

收入较低产品的价值，进而为农村居民等生态产品

提供者带来直接的收入流［31］。当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具有可行性时，即森林资源所具有的正外部性能

够得以解决，农村居民等森林生态产品提供者将能

够获取各项生态产品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而促进

农村居民增收。同时，在既定的森林资源数量和质

量下，当某一森林生态产品的稀缺性增加、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渠道增多、越来越多的生态产品能够实

现其价值时，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模将不断增

大，农村居民收入也将快速增长。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1。
假设 1：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均

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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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

农村居民增收机制的理论分析

1）调节机制的理论分析。森林资源的丰富度

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质上是量与质的关系，造

林面积的增加、质量提升是增加森林生态产品供给

的重要一环，可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资源条件

和增长空间，进而能够显著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带来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如前所述，在既定的森

林资源数量和质量条件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对农村居民增收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当森林资

源丰富度提高以后，其本身除了可以直接促进农村

居民增收外，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

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增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规

模与潜力空间，进而强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来的

增收效应，产生“1+1>2”的协同作用。由此可见，

森林资源增量提质能够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

来的增收效应。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假设 2：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协同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环境基础和物质保障，也是促进

农村居民增收，破解中国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必由之路［32］。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两者协同能够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

平。一方面，两者协同能够美化原有的乡村环境，给

予农民以精神层面的享受，提升乡村的宜居性。另

一方面，其还会产生森林康养、乡村旅游以及餐饮住

宿等多种业态［33］，促进乡村产业规模扩大、结构优

化，进而增加乡村的劳动力需求，并为农村居民提供

良好的乡村宜业环境。由此可见，森林资源丰富度

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者协同作用能够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丰富乡村产业链条进而促使乡村宜居宜

业水平的提升。同时，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的提升将

会反哺农民收入。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是衡量乡村

振兴的重要指标，宜居宜业水平的提升不仅为农村

劳动力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工作环境和多元化的岗位

需求，也能够在林业产业开发的过程中多方位吸引

投资，不断改善乡村发展格局，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

长。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
假设 3：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协同将通过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对农村居民

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2. 3　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

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也要关注农村内部存在的差距。在中国经济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产生的收益先被资本集聚

的城市和收益较高的产业所占据，贫困地区和农村

则承担其发展代价，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34］。

而对于农村内部而言，受到地域分布以及劳动力素

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比

较悬殊。然而，从我国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城乡分布

来看，森林等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其丰富度

较高的地区更是往往存在于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

偏远地区［35］。同时，在农村内部，收入较低农户收

入来源往往较为单一，其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依赖

性更高［36］。为此，一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丰富度提升

及其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会强化乡村地区、低

收入农户的森林资源和生态产品优势，这将为农村

贫困居民增收提供更多机会，增加乡村和低收入农

户的收入，进而对缩小城乡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产

生正向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
假设 4：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对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及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

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方法

为探究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 OLS 模型展

开实证分析：

Yit = β1 + β2Xit + β3Cit + εit （1）
式中：i为省份；t为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核

心解释变量，具体为森林资源丰富度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此外，考虑到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对农村居民增收可能存在的时间滞后性，以及

不同滞后程度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及差异，本研

究将专门探究上述变量的滞后项对农村居民收入

的影响。Cit为控制变量；β1、β2、β3 为系数向量；εit为

随机扰动项。

3. 2　变量设计

3. 2. 1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是指某一个调查时期对于农村

住户和住户成员各个收入渠道所构成的总体收入

38



第  8 期 曹先磊等： 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农村居民增收

情况。参考李谷成等［10］，本研究选取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3. 2. 2　核心解释变量

森林资源丰富度：主要是指的是森林资源在数量

和质量上的充裕程度［37］。其中，森林资源数量，本研

究主要以森林面积表征［38］。森林资源质量内涵较为

复杂，涉及生物多样性以及林分结构等多层次。由于

通过科学评估生物多样性、林分结构等状况来反映森

林资源的质量，存在一定技术难度，且成本较高，往往

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考虑到我国森林资源清查

报告中往往将森林质量界定为每公顷蓄积量；鉴于

此，本研究参考赵晓迪等［39］，以单位面积蓄积量来表

征森林资源质量。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是指森林资源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森林资源可以提供的生态服务一般包

括供给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以及调节服务 4 大

类，从而衍生出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生态服

务产品以及自然生态产品 4种生态产品类型［20，29］。目

前，基于上述生态产品类型，我国也初步建立了与之

相关的森林生态产业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为

此，本研究主要利用与上述 4种生态产品直接相关的

生态产业产值来表征森林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

体而言，生态物质产品主要包括林木产品、林化工产

品、森林食品等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实体产品；考虑到

上述产品对林业技术要求较高且属于有形产品生产，

本研究主要利用林业专业技术服务和林业生产服务

产值来代理表征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化

产品即林业发展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带来了休闲娱

乐等多种业态，本研究主要利用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产值来表征生态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服务产品

则是林业能够净化空气，创造更加宜居的农村环境，

本研究主要利用生态服务产值来表征生态服务产品

价值；而自然生态产品指的是林业能够发挥涵养水

源、固土保肥、固碳制氧、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

防风固沙等生态效益，尽管上述生态服务在我国尚未

建立直接相关的生态产业，但是其价值实现均需要建

立在林业公共管理的基础上，故本研究主要利用林业

公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产值来代理表征上述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也就是说，本研究主要以林业旅游与

休闲服务、林业生态服务、林业专业技术服务、林业公

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以及林业生产服务产值的加

总来表征森林资源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2. 3　机制变量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基于乡村宜居宜业内涵，本

研究主要从乡村生态宜居以及产业兴旺两个维度对

其水平进行测度。乡村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内涵丰

富，涉及多个维度和指标，为科学揭示出我国不同省

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参考尹君锋等［32］，本研究构建

了包括 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的

指标体系，见表 1。该指标可以通过熵值法测算得到。

表 1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vability and working level in rural areas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ex

产业兴旺

Prosperous 
industry

生态宜居

Ecological 
habitability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ex

生产效能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农业现代化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经济效益

Economic benefit

生态宜居率

Ecological habitability

农业环境友好度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of agriculture

三级指标

Three-level index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Per capita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农村人均粮食产量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  Total mechanical power per unit area
有效灌溉面积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农产品价格指数  Agricultural price index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Access to sanitary latrines in rural areas
沼气池产气总量  Total gas production of biogas digester
太阳能热水器总面积  Total area of solar water heater
森林覆盖率  Forest coverage rate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农用薄膜使用强度  Application strength of agricultural film
农药使用强度  Pesticide application intensity

属性

State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负

负

单位

Unit

万元/人

t/人
W/hm2

万 hm2

%

%
万 m3

万 m3

%

kg/hm2

kg/hm2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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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限于数据的可获性，在机制检验中横

向维度剔除了西藏自治区样本，纵向维度剔除了

2006、2007、2019 和 2020 年的数据，其余缺失数据以

线性插值法和均值法补齐。

3. 2. 4　控制变量

为从区域层面有效揭示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净影响，参考凃爽

等［11］和吴明娥［16］，本研究还将控制可能影响农村居

民收入的区域宏观经济、其他生态资源丰富度状况

以及区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变量。其中，宏

观经济变量，主要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

业产值 2 个指标来反映；其他生态资源丰富度现状

主要指山水田湖草的资源充裕状况，限于数据的可

得性，本研究以农田和湿地的面积来表征。农村基

础设施状况主要以公路里程（村道）来表征，由等级

公路总里程减去高速公路里程与一级公路里程计

算获得。

3.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 研 究 以 我 国 31 个 省（市 、自 治 区）2006—
2020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研究对象。

所采用的数据包括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人均国内总产值、第一产业

产值、耕地面积、公路里程（村道），林业旅游与休闲

服务产值、林业生态服务产值等，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40］ 《中国统计年鉴》［41］ 《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42］。此外，为消除年际间物价上涨与

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实际测算时，笔者均以 2005 年

为基准年，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国内总产值、第一产业产值

等进行了转换并均采取对数处理。部分缺失值以

线性插值法和均值法补齐。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 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LnPR）最小值为 7. 58，最大值为 10. 08，均值为 8. 81，
标准差为 0. 52，全国不同省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差异较大；森林资源数量（LnFA）最小值为

0. 64，最大值为 7. 96，均值为 6. 00，标准差为 1. 40，森
林资源质量（LnFQ）最小值为 2. 27，最大值为 5. 09，均
值为 3. 75，标准差为 0. 61，说明我国不同地区森林资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农村居民收入

森林资源数量

森林资源质量

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人均 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

耕地面积

湿地面积

村道里程

测度方法

Measurement method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对 数

（LnPR）

森林面积对数（LnFA）

森 林 蓄 积 量/森 林 面 积 对 数

（LnFQ）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林业生态

服务+林业专业技术服务+林业

公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林业

生产服务总和的对数（LnTR）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LnPG）

第一产业增加值对数（LnFI）

耕地面积对数（LnTC）

湿地面积对数（LnRM）

村道里程对数（LnPM）

单位

Unit

元/人

万 hm2

m3/hm2

万元

元

亿元

万 hm2

hm2

km

均值

Mean

8. 81

6. 00

3. 75

13. 07

10. 32

6. 71

5. 57

13. 59

11. 37

标准差

SD

0. 52

1. 40

0. 61

2. 18

0. 56

1. 14

1. 15

1. 21

0. 86

最小值

Min

7. 58

0. 64

2. 27

6. 00

8. 65

3. 91

1. 21

10. 45

8. 93

最大值

Max

10. 08

7. 96

5. 09

16. 84

11. 69

8. 26

7. 49

15. 91

1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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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富度差异较大，但平均水平并不算高。

4. 2　基准回归

基准模型的 Hausman 检验均在 1% 的水平下拒

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

型。表 3中模型 1~4分别为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及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个变量各自以及同时回归的结

果。可知：1）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及其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森林资

源数量、质量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均对农民收入增

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由模型 4的回归结果

可知，森林资源质量的回归系数为 0. 343，森林资源

数量和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数分别为 0. 224
和 0. 062，这揭示了森林资源质量的提升带来的增收

效果强于森林资源数量增加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效果。上述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 1。2）从控制变量

的系数来看，人均国内总产值、农田面积和交通便利

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均存在正向影响；但是第一产业

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第一产业增加值

Value 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

耕地面积

Cultivated land area

湿地面积

Wetland area

村道里程

Village road mileage

Constant

Hausman

Observations

R-squared

模型 1
Model 1

0. 336***
（0. 040）

0. 040
（0. 050）

0. 839***
（0. 047）

0. 139***
（0. 031）

−0. 019
（0. 022）

0. 139***
（0. 044）

−4. 543***
（0. 409）

74. 43***

465

0. 916

模型 2
Model 2

0. 405***
（0. 032）

0. 117**
（0. 046）

0. 725***
（0. 045）

0. 186***
（0. 029）

−0. 013
（0. 020）

0. 213***
（0. 041）

−4. 679***
（0. 370）

130. 27***

465

0. 930

模型 3
Model 3

0. 067***
（0. 010）

−0. 095*
（0. 052）

0. 795***
（0. 052）

0. 123***
（0. 031）

0. 019
（0. 023）

0. 152***
（0. 045）

−2. 591***
（0. 426）

27. 25***

465

0. 913

模型 4
Model 4

0. 224***
（0. 034）

0. 343***
（0. 029）

0. 062***
（0. 008）

0. 045
（0. 043）

0. 498***
（0. 046）

0. 215***
（0. 026）

−0. 009
（0. 019）

0. 227***
（0. 037）

−4. 226***
（0. 360）

283. 68***

465

0. 944

注：***、**、*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Note: ***,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with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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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参考何宜庆等［43］，

首先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市 4 个直辖市的数

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模型 1。然后，针对可能出

现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将森林资源数量、质量

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个变量分别进行一阶滞后

和二阶滞后，并重新回归，结果见表 4 模型 2 和 3。
由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剔除部分样本，还是加入

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森林资源数量、质量及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始终在 1% 的水

平 下 显 著 为 正 ；因 此 ，本 研 究 估 计 结 果 具 有 稳

健性。

4. 4　异质性分析

我国不同地区的森林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发展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不同森林资源条件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组合下，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为了给不同地区政府充分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

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的

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更有针对性的参考，本研究将

通过二维分析矩阵（波士顿矩阵）将我国 31 个省

（市、自治区）分为经济发达且森林资源充裕、经济

欠发达但森林资源充裕、经济发达但森林资源不充

裕以及经济欠发达且森林资源不充裕 4 种组合类

表 4　稳健性分析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森林资源数量一阶滞后

First order lag in forest resource quantity

森林资源质量一阶滞后

First order lag in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阶滞后

First order lag in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森林资源数量二阶滞后

Second-order lag in forest resource quantity

森林资源数量二阶滞后

Second-order lag in forest resource quant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二阶滞后

Second-order lag in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模型 1
Model 1

0. 195***
（0. 051）

0. 420***
（0. 034）

0. 075***
（0. 009）

YES

−5. 939***
（0. 510）

405

0. 954

模型 2
Model 2

0. 229***
（0. 036）

0. 321***
（0. 032）

0. 077***
（0. 008）

YES

−4. 203***
（0. 388）

434

0. 940

模型 3
Model 3

0. 215***
（0. 037）

0. 284***
（0. 036）

0. 084***
（0. 008）

YES

−4. 228***
（0. 430）

403

0.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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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①（图 2），进而探究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由表 5 可知：1） 组合 3 和 4 中，森林资源数量和

质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对于森林资源不

充裕的地区而言，提升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均有着

十分显著的增收效应；其中，森林资源质量提升以

及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资源充裕但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2）组合 1 中，森林资源

数量和质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组合 2 中森林资

源质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森林资源数量增加

并没有促进资源充裕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区的农

村居民增收。3） 4 类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

系数均为正且组合 1、2 和 4 在 1% 显著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发展森林生态产业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对于

资源充裕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

4. 5　机制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调节机制和传导路径 2 个方面揭

示了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

民增收影响的作用机制，见表 6。首先，在原有回归

结果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森林资源数量、质量与生

态产品价值的交互项，由模型 1和 2的回归结果可知，

森林资源增量和提质均能正向调节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的增收效应，进而产生了“1+1>2”的正向调节作

用，这验证了研究假设 2。事实上，森林资源丰富度

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端和准备，为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发挥增收效应奠定量的基础。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发挥增收效应则是森林资源价值的飞跃。

①组合 1 为经济发达且资源充裕地区：北京、福建、浙江、广东、重庆、湖北；组合 2 为资源充裕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广西、江西、云南、海南、湖南、陕

西、辽宁、四川、贵州、黑龙江、吉林；组合 3 为经济发达但资源不充裕：上海、天津、江苏、山东、内蒙古；组合 4 为经济欠发达且资源不充裕：安徽；新

疆、青海、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宁夏、西藏。

图 2　经济发展水平与森林资源充裕度二维分析矩阵

Fig. 2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matri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orest resource abundance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Constant

Observations

Number of id

R-squared

组合 1
Combination 1

0. 155**
（0. 078）

0. 291***
（0. 050）

0. 050***
（0. 009）

YES

−0. 429
（0. 593）

90

6

0. 981

组合 2
Combination 2

−0. 029
（0. 136）

0. 492***
（0. 057）

0. 129***
（0. 021）

YES

−5. 047***
（1. 160）

165

11

0. 958

组合 3
Combination 3

0. 142**
（0. 055）

0. 353***
（0. 067）

0. 023
（0. 015）

YES

−8. 827***
（1. 278）

75

5

0. 935

组合 4
Combination 4

0. 424***
（0. 072）

0. 476***
（0. 065）

0. 052***
（0. 013）

YES

−7. 318***
（0. 736）

135

9

0.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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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模型 1、3、5 和 2、4、6 分别展示了 2 种交互

结果对于农民增收影响的传导路径。结果显示：模

型 3 和 4 揭示了森林资源数量、质量与生态产品价值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森林资源增量、提质

与生态产品价值协同均能够提升乡村的宜居宜业

水平；而通过对比加入中介变量前后的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对

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小于加入中介变量前的

影响系数，且模型 5 和 6 中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的影响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森林资源增量、提质与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协同均能够通过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这证实了假设 3。

5　进一步分析

森林资源增量、提质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证实了“绿水

表 6　机制分析结果

Table 6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

变量

Variable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Level of livability and 
employment in rural areas

森林资源数量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协同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coordinated

森林资源质量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协同

Quality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coordinated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农村居民收入

Rural resident income

模型 1
Model 1

0. 014***
（0. 005）

0. 202***
（0. 049）

0. 215***
（0. 041）

0. 095***
（0. 009）

YES

−4. 435***
（0. 461）

330

0. 945

模型 2
Model 2

0. 022**
（0. 008）

0. 168***
（0. 045）

0. 204***
（0. 041）

0. 100***
（0. 009）

YES

−4. 484***
（0. 465）

330

0. 944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Level of livability and 
employment in rural areas

模型 3
Model 3

0. 003**
（0. 001）

0. 012
（0. 013）

0. 011
（0. 011）

0. 008***
（0. 002）

YES

−0. 625***
（0. 120）

330

0. 685

模型 4
Model 4

0. 010***
（0. 002）

0. 012
（0. 011）

0. 014
（0. 010）

0. 010***
（0. 002）

YES

−0. 678***
（0. 118）

330

0. 701

农村居民收入

Rural resident income

模型 5
Model 5

0. 805***
（0. 221）

0. 011**
（0. 005）

0. 193***
（0. 048）

0. 206***
（0. 041）

0. 088***
（0. 009）

YES

−3. 934***
（0. 473）

330

0. 947

模型 6
Model 6

0. 780***
（0. 228）

0. 014*
（0. 009）

0. 158***
（0. 045）

0. 196***
（0. 040）

0. 093***
（0. 009）

YES

−3. 975***
（0. 483）

330

0.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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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区域的森林资源及其生

态产品优势能否缩小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收入

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呢？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

究将进一步分析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对不同收入水

平农户以及城乡差距的影响，以期为我国有效利用

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居民增

收、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5. 1　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不同收入

水平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

参 考 王 鹏［44］，本 研 究 选 取 了 0. 1、0. 25、0. 5、
0. 75 和 0. 9 这 5 个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就森林资源

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不同收入水平上

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表 7）。可知：

1） 森林资源数量回归系数在 0. 1、0. 25 和 0. 5
这 3 个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 0. 9 分位数上为正，这

说明当农村居民收入分位数点低于 0. 5 以下时，森

林资源增量对农村居民增收具有显著负影响，这与

基准结果不一致；这是因为，对于农村低收入人群

而言，由于其个人资本和家庭资本相对较弱，森林

资源增量在为其提供就业机会时往往以牺牲务工

等机会为代价，而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护等工资

水平相对较低，进而总体上减少了低收入人群的收

入。而对于农村中等特别是高收入人群而言，由于

其个人资本和家庭资本相对较好，森林资源增量一

般不会牺牲其非农就业等工作机会，从而不会直接

影响其收入变化。

2） 5 个分位点上，森林资源质量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且差异不大，也就是说，森林资源提质对

于各个收入水平的农民而言差异并不明显。具体

而言，森林资源质量的提升能够美化乡村的生态环

境，为全体农民带来福祉。对于各个收入水平的农

民而言，森林资源提质能够创造不同的增收效应，

如为中低收入农民增加了回报更高且门槛较低的

工作机会，高收入农民则可以凭借手中的资金活化

乡村业态，从而增创收益。

3） 5 个分位点上，森林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0. 1、0. 25 和 0. 5 这 3 个分位

点的系数显著性更强，这说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

于各个收入水平上的农民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

种影响对中低收入水平的农民更加明显，这与假设

4 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具体而言，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过程能够强化低收入人群的森林资源及其生

态产品优势，进而为中低收入群体手中的资源与生

态产品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提供了现实路径；这蕴

含的政策启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缩小农村

内部的收入差距有着积极意义。

5. 2　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

参考聂长飞等［45］，选取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公式

如下：

URIG = URDI RRDI （2）
式中：URIG 为城乡收入差距；URDI 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RRDI 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 7　不同分位点处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增收效应

Table 7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fores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at different loci

变量

Variable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Observations

分位点  Quantile

0. 1

−0. 069***
（0. 003）

0. 111***
（0. 004）

0. 094***
（0. 002）

YES

465

0. 25

−0. 054***
（0. 001）

0. 097***
（0. 002）

0. 090***
（0. 003）

YES

465

0. 5

−0. 041***
（0. 001）

0. 114***
（0. 003）

0. 105***
（0. 001）

YES

465

0. 75

−0. 010
（0. 008）

0. 149***
（0. 021）

0. 045***
（0. 015）

YES

465

0. 9

0. 149
（0. 011）

0. 120***
（0. 017）

0. 076**
（0. 010）

YES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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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比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表 8 为森林资源丰富度提升及其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由表 8 可

知：森林资源提质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提升森林资源

的质量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有效缩小城乡

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与研究假设 4 的理论预期一致。

另外，森林资源数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这也暗含了一味增加森林资源面积

并不会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必须要协调好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关系，助力生态产品的价

值转换。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森林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基础上，

利用 2006—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宏

观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与检验了森林资源丰富度及

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森林

资源增量提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研究结果稳健；这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理念一致。2）异质性分

析结果发现，森林资源质量提升以及森林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对于资源充裕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

更为明显；而森林资源数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该地区

的农村居民增收。3）机制分析结果来发现，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发挥增收效应的过程中，森林资源增

量提质能够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二者的协同作用

能通过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促使农民收入增加。

4）进一步分析发现，森林资源提质对各个收入阶层

的农民均有着正向作用，但影响程度差别不大。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民有更

加显著的增收效应。同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森林

资源丰富度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亦能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

6. 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更好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

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

裕，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部门在推进森林

资源数量增加的同时，重视森林资源质量提升，并

多措并举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方面，政

府部门应该根据当地土地资源状况，在有序开展植

树造林的同时，重视森林经营与管护，提升森林资

源质量，进而激发森林资源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另

一方面，尽管我国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林业生态

服务等生态产业已经得到建立并发展，但是目前尚

不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

挥。因此，未来还应该培育、发展森林生态产业，完

善优化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森林生态

产品价值的资金变现。

2）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本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度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促进

农村居民增收。对于森林资源并不充裕的地区，要

继续推进林业生态工程，增加森林资源丰富度以及

林业生态产品供给，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造条

件。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而言，应转换发

展重心，着重提升森林资源质量。同时，各个地区

都要合理发展生态产业，健全和完善森林资源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制定生态效益向经

济和社会效益转换的路径与对策。

表 8　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效应

Table 8　Effects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its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变量

Variable

森林资源数量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森林资源质量

Forest resource quality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squared

城乡收入差距

URIG

−0. 039
（0. 054）

−0. 084*
（0. 046）

−0. 039***
（0. 012）

YES

12. 46***
（0. 570）

465

0.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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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部门还应有序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补齐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打造更加优美且更适宜

居住的乡村环境；加快乡村产业融合，畅通城乡要

素流动渠道，完善乡村产业业态，焕发乡村经济活

力，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

增收。

本研究聚焦农村居民收入，从森林资源丰富度

出发，充分考虑其为人类提供各类生态产品所具有

的经济价值，利用 2006—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面板数据，从森林资源丰富度、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两个角度探究了其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

以及该影响的异质性与机制，研究可为不同地区有

效利用区域森林资源及其生态产品优势促进农村

居民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制定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参考建议。但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

标测度时，本研究主要以林业旅游休闲服务、林业

生态服务、林业专业技术服务、林业公共管理及其

他组织服务以及林业生产服务 5 类产业的产值加总

来表征；上述测度方式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森

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真实情况，因此，如何更加

精准度量区域层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未来需要进

一步探索。同时，不同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种

类、路径与规模也不同，为更加精细探究森林资源

丰富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农村居民增收的研

究，未来还需要从县域、村或农户微观层面开展实

证研究或案例分析。当然，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与路径也是未来一个重要的扩展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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