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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信阳市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指出林下经济发展存在开发广度和深度不够； 管理水平差， 科技
含量低； 林下种养规模小、 场点分散； 资金筹措、 信息收集渠道不畅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林下经济发展
的几点建议， 如政府引导， 做好宣传； 统筹规划， 突出重点； 培育龙头， 示范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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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是指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阴
优势从事林下养殖、 种植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
从而使农林牧各业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循
环相生、 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1～2�］。 近年来，
信阳市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农村充足的劳
动力资源优势， 坚持以科技为支撑， 以林为主、
种养为辅的原则， 因地制宜， 积极发展林下经济，
已初步探索出适合信阳地方特色的林下种养殖模
式， 形成了近期得利、 长期得林、 远近结合、 林
农牧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产生了明显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
1���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1.1 提高了林地综合效益， 增加了农民收入

信阳市是林业大市， 有发展林下经济的传统
习惯， 但早期发展的林下经济品类较单一， 效益
较低， 直到近几年， 林下经济才有了长足发展。
信阳市发展林下经济的主要模式有林菌模式、 林
禽模式、 林畜模式、 林茶模式、 林菜模式、 林药
模式、 林农模式、 林草模式等。 经初步统计， 目
前全市发展各种林下经济 1.69 万 hm2， 年产值

4.36 亿元， 品类涉及食用菌、 禽类、 畜类、 蔬菜、
茶叶、 药材、 牧草、 花生、 小麦、 油菜等。 林下
经济的快速发展， 既提高了林地综合效益， 又增
加了农民收入。 如近年来， 油茶等经济林下套种
桔梗、 麦冬和金银花等中药材， 每年可增加经济
纯收入 1.5 万元 /hm2 以上。
1.2 优化了农业结构， 调动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
极性

由传统单一的营林模式向林下养殖、 林下种
植等多种林农牧高效复合经营模式发展转变， 使
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型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效
益， 发展林下经济已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 林下
经济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全市牛、 羊、 鸡、 鸭、
鹅等畜禽饲养量和中药材、 农作物等经济植物产
量的明显增加。 发展林下经济带来的显著效益，
增加了林地经济收入， 激发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
极性， 促进了信阳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1.3 提高了林分质量， 巩固了林业生态建设成果

发展林下经济， 农民加大了对林地水肥、 劳
务投入， 达到了以耕代抚的目的； 有效提高了林
木抚育管理质量， 促进了林木生长， 改善了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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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增强了林木抗性， 维护了林业生态安全，
使林业的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更加协调统一。
同等条件下， 发展林下经济的树木与未发展林下
经济的相比生长速度可提高 15%以上。 经测算，
豫南地区杉木、 杨树等速生丰产林造林后的前 3
年套种花生、 中药材等经济作物， 累计可增加套
种净收入 1.0 万元 /hm2， 节约幼林抚育投入 1.2 万
元 /hm2 和增加木材收入 0.5 万元 /hm2， 合计增效
达 2.7 万元 /hm2。
1.4 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畜禽养殖、 食用菌和中药材等种植带动了产
品加工、 保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培植了一批龙
头企业。 发展林下经济， 将养殖业由庭院转移到
林地， 不仅扩大了养殖规模， 增加了经济收入，
而且改善了庭院卫生条件， 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由于发展林下经济带来了良好的效益， 激发了更
多的农民学科技、 学管理、 学经营， 涌现出了更
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企业家。
2���存在的问题

虽然信阳市发展林下经济已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但相对于全市近 60 万 hm2 林地资源的充分利
用来说， 利用率很低［3～5�］， 与先进的地市相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
2.1 开发广度和深度不够

林下资源的开发广度和深度不够， 绝大部分
可利用的林下土地仍处于闲置浪费状态， 并且已
利用起来的土地综合利用率不高、 效益较低、 模
式单一。
2.2 管理水平差， 科技含量低

在种养过程中尤其是在养殖方面， 大多沿用
传统的养殖方式， 对科学养殖技术掌握不够， 致
使饲养成本高、 效益差， 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在
发展新模式、 新品种、 深加工和延伸产业链条等
方面创新不足， 生产的科技含量较低。
2.3 林下种养规模小、 场点分散

目前林下经济在发展规模上一直无法做大、
做强， 大部分为个体家庭种植、 饲养， 没有形成
规模效益和产业优势，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高。
2.4 资金筹措、 信息收集渠道不畅

农户缺乏充足的资金和信息， 加上种养基础
设施不完善， 导致农户发展林下经济信心不足，
积极性不高。
3���林下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3.1 政府引导， 做好宣传

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关联度高， 覆盖面广， 是

一项新型的复合产业， 需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
和政策扶持， 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 调动社
会各界的积极性。 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等新闻媒
体， 对发展林下经济的重要意义、 技术、 模式及
成功典型进行全面、 深入、 广泛的宣传， 通过邀
请专家开展技术讲座、 科普宣传、 科技示范、 参
观学习等方式， 激发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情。
3.2 统筹规划， 突出重点

按照“因地制宜， 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突出
特色， 发挥优势， 讲求实效”的原则， 结合信阳市
的林地面积、 立地条件、 群众传统种养习惯和技
术基础， 坚持发展林下经济与农业结构调整、 畜
牧业发展、 农业科技推广相结合， 多角度、 深层
次地挖掘林下经济的发展潜力， 确定林菌、 林畜
（禽）、 林药、 林茶、 林农等 5 种主要林下经济发
展模式。 在新县、 商城县、 罗山县和浉河区山区
林地重点发展林畜（禽）、 林菌、 林药、 林茶 4 种
林下经济； 在淮滨县、 息县、 固始县和潢川县平
原区重点发展林畜（禽）和林农等林下经济； 在光
山县、 平桥区和罗山县等县丘陵区重点发展林畜
（禽）、 林农、 林药等林下经济。 对林下经济发展
区域进行科学合理布局， 以带动全市林下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
3.3 培育龙头， 示范带动

要将培育壮大产业龙头作为推进林下经济发
展的突破口， 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大力推广“龙
头企业+基地+农户”产业化发展模式， 建立林下经
济示范基地。 根据信阳市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
合理布局种植、 养殖和加工基地， 同时依托生产
基地大力发展深加工业， 建立一批起点高、 规模
大、 效益好的龙头企业， 实行专业化、 基地化、
规模化生产。 开发茶叶、 食用菌、 畜禽、 中药材、
经济作物等系列加工产品， 提高产品附加值， 形
成市场带龙头、 龙头连基地、 基地连万家的林下
经济发展格局。 为提高林下经济的产品市场竞争
力， 信阳市的华英公司、 羚锐公司、 三高公司、
安泰公司、 新民公司、 五云和文新茶叶公司等一
批与林下种植有关的企业， 应更进一步充分发挥
其技术优势， 充当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纽带， 形成

“公司+基地+农户” 的健康有序生产格局， 做大做
强林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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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 发展之基， 致富之
要。 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大的“民生”问题， 土地制
度是农村各项制度的关键与核心， 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
未来二三十年， 我国仍将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
期，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也随之凸显， 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涉及到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的内容很多， 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及与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 由此可以
看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涉及到方方面面。 现就农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出几点思考。
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
1.1 宅基地管理

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是建立在计划
经济福利思想之下的产物， 是国家在农村地区实
行的住房保障性政策， 为维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和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现行
的宅基地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宅基地向本集体

经济组织以外成员流转， 另一方面又缺失宅基地
退出机制， 不利于城镇化发展和土地的高效集约
利用［1�］。 且目前宅基地利用普遍存在规模大、 超
面积、 一户多宅、 闲置低效及部分地区农村居民
点规模存在不减反增现象。 同时有权享有和使用
宅基地的人员类别， 宅基地分配标准如何按规定
操作， 宅基地如何进行流转和再分配、 再利用，
都是亟需解决且复杂的问题。
1.2 与土地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
础构建的。 但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
制度改革， 农村居民户口变动情况日益增多， 如
农民流动导致的人户分离现象， 部分农民已转为
市民， 却在农村同样拥有宅基地及土地承包经营
权等； 还有一些城镇居民因历史原因在农村拥有
宅基地（含房屋）， 从而使这些人与其原有土地的
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但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
的关系来看， 两者有着共同的一面， 那就是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越来越不
能适应日益增多的人、 户口和土地分离及转化的
现实。 虽然为了解决因此发生的土地纠纷和问题，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关法律和政策，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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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出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是宅基地管理、 与土地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 提出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集体土地的价格体系， 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 加强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提高管理
水平。 在介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后， 提出改革建议， 如综合改革配套措施， 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
等。

关键词： 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 改革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1463（2015）04-0065-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4.022

［2］ 彭国营， 周立林． 适合我省发展的几种林下经济模式
［J］． 河北林业， 2008（6）： 34．

［3］ 唐慧芳， 谭子幼. 泸溪县林下经济发展初探［J］. 湖南
林业科技， 2012（3）： 82-84.

［4］ 孙 毅. 豫西黄土丘陵地区林下经济发展研究［D］.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2011.
［5］ 罗金丁.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发展林下经济探析———

以广西田林县为例［J］.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11
（2）： 19-22.

（本文责编： 金 苹）

）））））））））））））））））））））））））））））））））））））））））））））））））））））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