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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属制度安排的第三条道路：西南地区集体林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在分析西南地区森林资源经
营管理的特殊性、集体林经营管理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西南地区具有多民族和生态重点的特点，
森林资源除了具有一般性商品的特征之外，还具有文化的价值、环境的价值以及发挥着穷人生计的保
障作用。
传统的二元管理模式（政府与市场）不能成为集体林产权的唯一制度安排，而必须容许并探讨集体林
产权的多样性实现形式，如国有民管、国有民用、共有共管、共有民管、私有共管、私有国用、私有
共用、民有民用等，走权属制度安排的第三条道路，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共有与私有谁好谁坏的问题，
从而超越“私有”与“共有”的简单二元对立，反映多元复杂的现实集体林权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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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鸭桥，男，1966年生，云南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任香港乐施会西南办事处的高级项目官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参与性农村发展、社会林业和小额信贷。
获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菲律宾大学社会林业学硕士学位，并在菲律宾大学辅修发展管理学。
先后主持研究项目7项，其中包括云南省政府项目1项和国际合作项目5项；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项
；为外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15项。
出版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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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总论　　1.1　西南地区集体林林权制度改革调查研究报告　　1.1.4　西南地区集体林林权管
理呈现的一般性特点　　1.集体林比重高　　西南集体林的比重占了非常高的比例，云南省、贵州省
、四川省集体林所占林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80.4％、94.7％和49.4％，尤以贵州省为最。
根据贵州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五次复查成果（1995～2000年），贵州省林业用地的比例为：国有林
业用地面积39.38万hm2，占总林业用地面积的5.3％，集体林业用地面积701.3万hm2，占总林业用地面
积的94.4％；有林地面积比例为：国有有林地面积为26.9万hm2，占总有林地面积的7.32％，集体有林
地面积为304.4万hm2，占总有林地面积的92.68％（缪光平，2004），集体林占有绝对高的比重。
　　2.集体林与国有林的界限模糊　　与东北的国有林区相比，西南地区虽然也有国有林和集体林之
分，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历经多次变化。
尤其是随着国有森工企业的兴衰而变化，同时随着林区人口的增加，国有林总是存在被蚕食的情况。
一些地区对国有林的管护采取了让当地社区代管的方式，再加上天保政策实施之后，任何森林的商品
性采伐被禁止，所以人们普遍对二者的区分不是很清楚，在一些地区界限也很模糊；或者即使界限清
楚，但人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国有林的实际使用，如放牧、采集非木材林产品、找烧柴等。
所以，形成了国有林与集体林边界的模糊性。
普遍的情况是：人们可能在地形图上或法律文书中确定某个地区集体林与国有林的分界。
但现实中必然存在当地人对国有林资源的实际利用，国有林权属往往仅表现为一种木材权属，就是在
国有林之内，许多当地村民认为“除了不能砍大树之外，其他都能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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