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林业生态建设筑就绿色家园

浙江：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浙江省财政厅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继农村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经

营制度的又一重要变革，是一项惠及

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浙江省作

为全国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试点省份

之一，自 2003 年启动改革以来，紧紧

围绕“ 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

处置权、保障收益权”这一核心，不

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着力构建稳

定的林 业 生 态建设 财政投入 机制，

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切

实加强林业资源保 护，推动林农增

收和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森林

生 态效益补偿标准。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浙江各级财政部门按照“量力而

行、分 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

建立分 类补偿 与分档补助相结合、

补偿标准基 本合理的森 林 生 态效

益补偿制度并积极筹措资金，逐步

提高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标准。2009

年，将公 益林补偿标准由 20 05 年的

每亩 8 元 提 高 到 17 元，其中，国 有

林场重点公 益林 补偿标准提高到每

亩 19 元。2010 年 将 2009 年增扩的

1000万亩符合标准的公 益林纳入财

政补偿范围。2010 年全省（含中央）

各级财政安排 公 益林 补偿资金 达

5.3 亿元，其中省财政安排资金 3.59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 0.61亿元。为

规范资金的使 用管理，2005 年，省

财政厅会同省林业厅制定了《 浙江省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

度的主体为县级人民政府，县级人

民政府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对森林

自然灾害损失、护林人员劳务费、森

林 防火、森 林 病虫害防治、森 林资

源监测等支出进行补偿。要求各县

（市、区）财政部门必须设 立“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对补偿基金实行

专户管理、专账核算。2009年，又以

省政府令的形式发布了《 浙江省公 益

林管理办法》，使公 益林建设和资金

管理工作迈 入了法制化轨道。

2 .积极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试点。从 2007 年开始，浙江省级财

政设 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专

项资金，在临安市、开化县开展以“

分

类补偿、分档补助”为重点的试点工

作，提出了“区位从重、质量从优、规

模从大、管理从严”的划分原则和拉

大补偿差距、提高补偿标准的方案，

对不同林分质量、不同区域（位）的

公 益林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如临

安市在试点中按照公 益林的生态区

位、林分质量、区块规模等要素，将

公 益林分成三档进行补偿。

3.实施缓征 林 业“ 两金”政 策。

20 08 年，省财政厅会同省林业厅、

省物价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暂缓征收

集体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的通

知》，明确规定缓征林业“两金”后，

公 益林建设、管理和重大林业基础

设 施建设资金由财政供给，林业管

理单位人员经费和公 用经费统一纳

入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省级财政对

欠发达地区、林业大县（市）等给予

适当财政补助。为此，浙江省级财政

专门设 立了“林业‘ 两金
，
转移支付”

专项资金，每年转移支付额达1.6 亿

元，惠及全省 84 个市县的 3262 万农

村人口，实现了山区林农“零税负”。

4.加大林权抵押贷款财政贴息

扶持力度。2009 年，省级财政设 立

林权抵押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1000万

元，利用财政贴息的方式扶持林权

抵押贷款的推广，帮助林农筹集 生

产发展资金。在此基础上，2010 年

出台了《 浙江省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

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重

点支持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对木

本粮油及大田粮油作物等生产经营

与加工项目、林业 生产设 施建设项

目和森林休闲产业发展项目给予贷

款贴息。其中，省财政对符合条件且

未享受省以上财政补助和贴息的林

权抵押贷款按年利率 3% 给予贴息。

贴息期限在抵押贷款合同规定期限

内，按贷款实际使用期限计算，一

年一贴，最长不超过 3 年。用于农村

经济发展的生产性项目的农户和林

业职工个人小额贷款，贴息期限可

延长至 5 年。全省各地也相继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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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抵押贷款优惠政策，积极开辟

林农融资新渠道。据不完全统计，截

止到 2009 年末，全省已有 35 个县

（市、区）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累计发放贷款 15.73 亿 元，贷款余

额 12.53 亿元，借款农户超过 3万户，

贷款银行从最初的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已扩大到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

5.建立健全政策性林木保险制

度。2006 年，浙江省启动了政策性

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并将林木火灾

保险列入 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 点险

种，省级财政对林木火灾保险保费

给予 30 % 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已

提高到 45% 。200 8 年 12 月，浙江省

发出《 关于增设政策性林木油菜奶

牛保险险种的通知》，实施政策性

林 木 综合保 险。自 20 09 年 1 月 1 日

起，浙江省内所有生 态公 益林、用

材林、经济林和竹林均可获准投保，

保险责任包括火灾、台风、暴风 暴

雨、洪水、泥石流、冻害、暴雪、雨

淞等，省、县（市、区）两级财政给

予 45% 的保费补贴，同 时，试行政

策性公 益林林木火灾保险。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以县（市、区）为单位

对公 益林实行政策性林木火灾保

险，保险金 额为 每亩 200 元 至 800

元，保费由省、县（市、区）两级财政

全额补贴。此外，为保证林业 生产

经营者灾后迅速恢复 生产，确保保

险赔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20 0 9 年

6月 1日，浙江省制定了《 公 益林政策

性林木火灾保险赔偿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规定保险公 司履行赔偿义务

时，应将赔偿金额划入投保人开设

的“林木保险专户”，被保险人要及

时恢复受损森林资源，经县级林业

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由投保

人根据验收单向被保险人支付林木

火灾保险赔偿资金。

浙江农民喜领林权证

6.完善林业信贷担保政策。一直

以来，浙江省林业企业普遍规模偏

小，抵御风险能力弱，面临着融资难

题。为打破林业融资瓶颈，破解林

业企业发展困境，2005 年省级财政

安排林业担保机构启动资金 50 0 万

元，并在 200 6 年以后每年给予一定

数量的贷款担保风险补偿资金支持，

其中 20 09 年安排了 157 万元。在省

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林业担保机构

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如省竹

产业协会 牵头成立的政策性担保机

构浙江信林担保有限公 司成立五年

多来，注册资金从首期 20 00 万元增

加到目前的 8000万元，实际担保资

本 1.3 亿元 ；已累计为 30 0 多家林产

品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提供融资

担保 26.2 亿 元，受保企业新增产值

91.7 亿 元，新增利税 14.3 亿 元，新

增就业人数 27600人，带动 86万户

农户创业增收。

几 年来，浙江各级财政部门发

挥公 共财政职能，保障林业生态建

设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实现了资源

增长、农民增收、生 态良好、林 区

和谐。一是森林 生 态效 益显著。实

现了森林面积、活立 木蓄积量、森

林覆盖率“ 三增长”。据全省森林资

源动态监测，森林面积由 1979 年的

342 .89万公 顷增加到 2008 年 593.55

万公 顷，森林蓄积量从 7918.3万立

方米增加到 2 .04 亿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从 36.4% 提高到 60.92% 。2009

年全 省森 林发挥 生 态效 益 总价 值

2509.59 亿元，其中 ：年吸收二氧化

碳 60 88.79万吨，释 放氧气 4395.45

万吨，为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缓解

“温 室效应”、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发

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社会效 益明显。

重点公 益林面积的扩大，大批森林

公 园、自然保护区、林业观光园区的

建立，以森林旅游业、林产品贸易为

主的三产增幅高于一、二产的增幅，

公 民的生 态文明观得到强化，环境

保护意识提高。三是经济效益提高。

20 09 年，全 省林 业行 业 总产 值 达

1576 亿元，山区林农 50% 以上的收

入来自于林业，为全省农民增收作出

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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