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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念的有效载体与实践：

林下经济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及其协同逻辑*

光吴伟 1, 3, 4 许 恒 2 王凤婷 1, 3, 4 春熊立 1, 3, 4

摘要： 下经 是生 文 背 推 山林 济 态 明建设 景下 进 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两山”理念 重要载的 体。

本文 于基 夫惕 生产函 和里昂 数 、最优生产 刻画林下 效应 效应及其协 理论决策理论 经济的经济 环境 同的

模型， 通过并 对典 的研究型案例县 ，对林 经 效应 环境 应 展下经济的 济 与 效 协同发 的 论 制理 机 加以印证。

：研究发现 一，第 ，林 济 中下经 经营 ，给定 他 件 当其 条 不变 力劳动 投 效率入 ， 力增加时 劳动 投入先增

加后降低、 入林地投 单 增调递 ， 也 ，林下经济 济价值 是 调递增 济的生态 加的经 单 而林下经 价值先增 后

降低， 下林 经济的经济 值价 态 值和生 价 总和 ； 二， 一 于扩 型递增 第 进 步基 展模 的 ，析发现 适 经分 在 度

，模下 林下 济营规 经 产生生态反馈效应， 大 ，营主体不 经济 最 化经 再单纯追求 利润 而是通 低林地过降

要 的素 投入来提高林地资源的生态反馈 应效 ， 而从 提升 ，环境 应 现 效 和效 最终实 经济 应 环境效应协同

； 三， ， 扶 ， 、第 浙 松 的案例 析 明 府的合理 下 依靠适度 生态化种发展 江省 阳县 剖 表 在政 持 规模经营 植

三 能够 林下经济的和 产融合 实现 经济效应 。与环 效应协 此境 同发展 因 ，林下经济作为“ 山两 ” 念理 的

， ，效载 应 广 科有 体 积极推 通过 学有效 ， 济经营 能够实现经 效应和 长。环 应的协 增境效 同

关键词： 下林 经济 经济效应 境效应环 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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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 来以 ， 明建设成为 经济生态文 整个 社会发展 心 义 一核 要的 之 （ 等洪银兴 ，2018）。在此背

景下， 大 一， 了作为 产业之 林 产 确 发 定位最 的生态 业 业明 新的 展 ，特 是以 地 源和森林生态环境别 林 资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及其环境效应研究”（编号：

7200317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林业生命周期固碳能力、增长机理与政策选择研究”（编号：72273133）和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浙江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Y202045019）的资助。本文通

讯作者：熊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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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采托发 起 的 养 和 林旅 经为依 展 林下种 集 森 游等林下 济业态成为林业产业 方向发展的新
①
。党的

二十大报 确提告明 出，要“ 村进乡全面推 振兴”，“ 村乡 业发展 特色产 ，拓宽农 富渠道民增收致 ”
②
。

权而 着 林 的 化和随 集体 改革 深 “健 中国康 ” 略 推动战 的 ， 村 一作为乡 特色产 的林 经济 能业之 下 发展潜

不 激发被 断 。2021年， 下 近全国林 经济产值接 1万亿元， 明显高于亩均效益 其他 济作经 物，带动超过

3400万人 收口实现增 ， 计预 到 2030 长总产值将年 增 至 1.3 元万亿
③
。需要指 的出 是， 下 产 的林 经济 业

扶 ，高速 展离 开 学有效的政策 持 早发 不 科 在 2012年 7 ， 办月 国 院 公务 厅就 门专 发布《 于 快林关 加 下

展经济发 的意见》
④
， 在国家层首次 面明确 展林下经济发 的重产业 要战略价值；2019年 12月新修订的

《中 共和国华人民 》森林法
⑤

以国家立 形 林 济 业发展 供保首次 法 式为 下经 产 提 障；2020年 7 农业农月

村部印发的《 村 划（全 产业 展规国乡 发 2020－2025 ）》年
⑥
也 村林 经 是乡 要指出 下 济 产业的重 组成部

，分 促进是 村乡 振兴 心 业的核 产 。作为 ，新型 经营森林 生产活动 下经林 济既 展 民增收与是拓 山区农 就

业渠道以及巩固 贫 成脱 攻坚 果、 村面 进乡 振 的重 手全 推 兴 要 段，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山银是金 山理念、

态 品 服务实现生 产 和 价值以及促进山区 与环境协经济 同 有效载体发展的 。

一 。学 绕林 的经 环 已有 定研界围 下经济产业 济效应和 境效应 究积累 对于 ，经济效应 有 主既 研究 要

了 ， 对 扶 、 （析 下经济 业的 济 效 包括林下经济 于 户持 增收 的 极 用 彭分 林 产 经 绩 贫 农 续 和就业 积 作 斌和

，昌刘俊 2013； ，何文剑等 2021）。 了 （ 彩有部分研 下经济产业 的主 薛 霞另 究识别 林 发展 要驱动因素

，等 2013； ，高丹丹等 2020；方威 ，等 2020； ，坤王 2022）。 ，此外 考 发展模式 林 济虑到不同 下 下经

， 对 择 了 （ ，绩 具有差 相关 究 林下经济产业的发 式选 行 研 昆经营 效 异 研 针 展模 进 究 曹玉 等 2014；吴恒

，等 2019； ，高 晨玉娟和关 2020）。对于 ， 对部分学者 经济发展 生 境具环境效应 认为林下 态环 有负面

影响（Muler et al.，2014；Graf et al.，2022； 潼袁婉 等，2022）；也 对学 林下经济有部分 者认为 经营 森

， （ 钰 ，环境有正 效 够 生 环境向 发展 和 雪涛林 向 应 能 促进 态 好 姜 贺 2014；Ehara et al.，2016；陈幸良，

2022）； 了 （ ，还有学 注 农 参与 济 营 程中 产 芳等者关 户 林下经 经 过 的绿色生 行为等 曹兰 2015；程鹏飞

①
资料来源：《〈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年）〉发布》，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7/20211209/155

358094522905.html。
②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31页。

③
资料来源：《2030年我国林下经济总产值将达1.3万亿元》，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383/20211230/1030351194

41689.html。
④
资料来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01880.htm。

⑤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8/content_5464831.htm。

⑥
资料来源：《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7/content_55

27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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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1）。 来 ， 对看 已有研究 下经总的 针 林 济的经济 应效 一和 是 协同效应环境效应 否存在 还存在 定

议争 。少数研究 为 经 业 展尽管 够认 林下 济产 发 能 给 来一 ， 对边 户带 定经济效应 但周 农 森林生态 境的环

长 存破坏 期 在（Muler et al.，2014；Graf et al.，2022； 潼袁 等婉 ，2022）。有 认部分研究 为，林下经济

大 ，产业的主 在不破坏森 境的 经济导作用是 林环 情况下扩 其 效应 因此林 产业发展下经济 对 环森林生态

（ ，境存在 限 面 高 芳等有 的负 影响 承 2018； 韦 ，侯 丽和伟 洁 2019）。 ，另 研究认为 林下经济 的有 产业

必发展 须 ，考 与 境 平衡 济 经营开发 当地森林生 境的虑经济 环 的 当林下经 经营或森林 行为处于 态环 承载

力 ，之内 能够则 实现经济效应与 境环 效应的协调 ；一旦林下经 经 森 营 发行为 出当发展 济 营或 林经 开 超

力森 生态环境的承载 时地 林 ，当地经济 应与效 环境 应 协 发展效 的 调 现将难以实 （Ehara et al.，2016；王

，会等 2017； ，光等吴伟 2019； ，吴娟和陈建成 2022）。 ， 未遗憾的是 相 究并 加以关研 在理论层面 深

，林 的经济化分析 下经济 效应 。效应均衡 展 论 有 继续完与环境 发 的理 机制 待 善

一 ，鉴于 下 济的经济效应与环 应是 存在 应 存 定分 虑 已林 经 境效 否 协同效 仍 在 歧 同时考 到林下经济

村 落 心 ，成为乡 地的核 产业振兴战略 是 水青 银山绿 山就是金山 理念 ，要的重 载体 并在国家层面得到大

力 ， 必 一 找广 因此有 在 束 下 生产要 投入推 要 定约 条件 到 素 的均 值衡 ，从而实现林下经 优济最 生产
①
选

择，并 下 济 经济揭示林 经 的 效应 境 展的理论和环 效应协同发 机制。 ， 也 本有研究相比 文的与既 这 是 创

新点。 ，本 择 ， 、此 研 林 最优经营 构建林下 济 济 环 效应以基于 究尝试以 下经济 选 为目标 经 的经 效应 境

两者 同 理论模型及 协 的 ，并依托 2021 布年 林业 草原 林 经 典型国家 和 局公 的 下 济 案例
②

分进行 析，梳理

经济最优林下 生产决策 ， 对 议。的理论逻辑 林下 质量 建提出 经济产业高 发展的 策

二、林下经济最优经营的理论演绎与分析

按照《 术下经济 语林 》（T/CSF 001－2018） 义的定 ， 经济是指 托林下 依 森林、林 其 态环境地及 生 ，

， ， 、循可 续 营原则 以开展复合 为主 特征 友 型 林业 包 林遵 持 经 经营 要 的生态 好 的 经营活动 括林下种植

、 采 、 。 类下养殖 集加工 森林 利用 同 型 济 动在要素相关产品 景观 等 考虑到不 的林下经 经营活 投入的种

类 较大 ，和产出上 在存 差异 且 种 是林下 植 当前 国林 经中 下 济经营活动 类最为主要的 型 一，之 本因 文此

以 植林下种 作为 察与考 分析的对 。 一 小适 经营活动 是郁闭度 于象 宜林下种植 的林地 般 0.7、 小于坡度

25°、 大土层厚度 于 30 米 。 ，的林 农 活动或工 动不同 林厘 地 与传统 业经营 业生产活 下种植 动 合活 在其

一 对 ； ，的经营 度范 内 不会 既有的林业资 生破 作用 度 林 种植 提理 强 围 般 源产 坏 相反 适 的 下 不仅可以 高

， ， ，效率与经 可改善林地 功能 业 产 环 和社会效林地利用 济效益 还 生态 增加林业就 生明显的 境效益 益

（ ，等张连刚 2013； ，曹玉昆等 2014； ，何 等文剑 2021）， 、 长现 地经营 短期 期 期效益并实 林 的 中 和

①
本文中的“林下经济最优生产”主要是指，在正常生产经营的约束条件不变以及一定的林下经济生产要素投入下，林

下经济经营的边际收益为零时的经营状态。

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12月印发了《林下经济发展典型案例》，https://www.forestry.gov.cn/search/1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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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以及经济 应效 和 境环 效应互促
①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描述

一假 在 给定 在定 个 的地区存 若干 济经营主林下经 体，通过 关相 要素投入开展林下经济经营 动活 ，

林下经济的主 要素要生产 包含 力（劳动 L）、 本（资 K）和林 （地 T ）等。 ，其中 较 力，相 动于劳

在 期不变林地 短
②
。 外此 ，考 政 补贴虑 府 （s）对林下经济产出 响的影 ，本 钰文 鉴杨借 莹和 伟司 （2023）

术 ，于 业产 和 研究关 农 品技 模式 补贴政策的 将政府补贴 定界 术 （ 、 、为技 层面 贴 例 加的补 如种植 农机

），工 服 当政府补等方面的 务供给 贴提高 ，林下经济 营时 经 主体 术 。的 平 随之提技 水 将 升 基于 述上 生

产要素投入， ，结合林 济的 营特 定 地 用规下经 经 征 在给 林 使 模下刻画林下经济 活动经营 ，此时 力劳动

地两种要素 存在和林 之间 互补关系， 营主经 体 本 入 不变的资 投 在短期 。基于 要素的互 关上述两种 补 系，

下 最林 经济 优生产 力需 在劳 与要 动 地林 一 来按照 定比例组合 础上的基 配匹 。本 力文 注 动 林主要关 劳 和

对地 经 经营林下经济 营主体生产 ， 力 夫 ，的影 产函数设定 于劳 里昂响 故将生 为关 动 和林地的 惕 函数 表

：示为

 TnLAKTLY ,min),(Q  （1）

（1）式中：A 术是技 ；K 本是运 经济中的营到林下 资 ；n（n＞1） 力为 投 率劳动 入效 ， 示表 1

单位 出在 定 地产 给 林 规模基础上所 力需 劳动 量要的 数 ； ）（ 1,0 ， 力表示劳动 和 地林 一这 要素组合的

出产 弹性系数， 符合且 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林地要素� 表示 经济 地可用于林下 经营的林 ； 为林地

使用效率。

与传统 林生产经 活农 营 动 ，同 经 经营不 林下 济 是 不损在 害已 木林 资源的有 情况下，在 立体森林 闲

置空间内 开 产 业展 生 作 。因此， 体林下立 空间 率即为的利用 经营主体 定用于林下 经营确 经济 的林地面

与其积 所拥有的林地总 模规 的 ，比例 当 （体林地使 效 高经营主 用 率提  于趋近 1） ，用于经 的林时 营

也规 与比例 会增加地 模 ，经营 在林 上主体 地 开展经营活动 来所 的价带 值将会 之随 提高。当 TnL  时，

现均衡条实 件， 术 本资在技 和 不变的情况下，仅是n增加时， 林地给定 规模能够达 生产目标到既定 所

力 少， 力劳动 数量 劳 率需要的 越 动 效 越高；反之， 力劳动 效率越 。低

定给 下经济林 产品的市场价格，林下 济的 体经 经营主 择 来 大 。过 要素 利通 选 投入 实现 润最 化目标

， 一需要明确 林下经济产 有 般的是 虽然 品具 农产品的 质化同 特征， 品 营使不同但是 牌化经 的 体经营主

在市场 具 同中 有不 的 势力场市 。 于此鉴 ，假 林下 济 品价格定 经 产 ）（kp 为内生，是产 异化 度品差 程 k
的函数，且 p k（ ）＞0：k越高，说明经营主体 的运作 水平越高产品差异化 ，经营主体 势力的市场 越大，

获 利润得高 的可能性也 大越 ； 。 ，反之 此则反 基于 可以将经营主体 ：数表示为的利润函

①
本文中，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林下经济产生的经济价值，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林下经济的生态价值。经济效应与环境

效应的总和即为林下经济的总效应。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考虑林下经济经营活动的供给侧均衡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环境效应，因此本文不对林下经济产

品的市场结构进行严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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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wLTLQkpTL  ),()(),( ＝ （2）

（2）式中，w和r 力别 动 资和分 为劳 工 林 租金地 ， 地 金取决于可用于林 济经 的林林 租 下经 营 地

存量。虽然经 主体营 ，分 地 但是经 要仅使用部 可利用的林 营主体需 支付全部 空间林地 的租金。

一 地进 步 ，本文考虑 对经林下 济发展 林下经济的 值经济价 和生态 值价 产生的影响，即 察考 林下经

济的双 价重 值：一是林下经济给经营主体带来的 济价经 值， 指 下 济经具体 林 经 营主体 过通 生产林下经

济产品 来所带 的收益；二是林下经济 地给林 来带 的生态价值，即在 闲森林立体 置空间中开展林下经济

营经 活动，不 可 造 价仅 以创 经济 值，如果经 适当 可 促进森林质量提升 成生 价值营 还 以 并形 态 。基于此，

本文将林 经济下 的 值经济价 设定为 主体经济 ，的福利水平 将 。生态价值设 当地 平 涉定为 生态保护水 及

济林下经 参与者
①

，的收入主 收入和地 收要为工资 租 入 示表 ：为

rTwLW  （3）

（3） 中式 了述描 林下 济经 参 者与 于基 力劳动 和林地要素 获得投入 的 。直接收入

态生 值价 E 表示可 ：为

)()( fTTefeTTeE   （4）

（4）式中：e＞0， 了画 模下每单 够产生的生 值刻 给定林地规 位林地能 态价 ， 为 率林地使用效 。

，具体而言 令T 为林地总 ，量 这部分林地实现了 本林地的基 ， 力态 如 保 能 等生 价值 水土 持 ，即 Te ；

T 了 。 ，述 可 于 下经济经营的林地描 用 林 此外 )1,0(f ， 了刻画 下经林 济经营活动对林 的损地 害程

度。 下林 经济经营对 有林地现 一般不会造成损害，并且能 现有够使 林地资源 生新产 的 值生态价 ；但林

下经济经营如果超过一 ，定强度范围 就会对 地林 资源 一产 定的生 ，损害 例 对如 地 水土保持功能或林 的

，生 样性 产生 响 现物多 等 负面影 表 为 本生态成 的增加，即 )( feT  。

（二）生产最优决策理论模型

策理论模 逻辑是先生产最优决 型的主要 厘清 大下经 在其林 济经营主体 利润最 化目标下的最优要素

投入决策，再 一进 步分析要素 衡 下均 投入 下经济林 的 。经济 值 生态价值价 和

考虑林下经济经营 体的主 入 策要素投 决 。 据根 （1）式， 力关 地在经营主体 于劳动 和林 要素均衡投

入时的最优要素 入投 遵循如下均衡 ：条件 TnL  ， ：示或可以表 为

nLT  。 ，因此 （2）式中的

利润函数 以可 改 ：写为


  rnLwLnLpAKL  )()( （5）

①
本文中，林下经济参与者主要是指被经营主体雇用的农户和转出林地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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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 （5） 大利 化 件为式的 润最 条 ： ）（L ＝0。则 力衡时 最 劳动 投入均 的 优
*L 和最优林 入地投

*T ：分 为别




 













1
1

rnw
AKpnL （6）






















1
1

rnw
AKpnnT （7）

对
L 和

T 于进行关 n 较 ， ：比 态分的 静 析 即

1
1

1

2

( ) (1 )

(1 )( )

wpAK rnL n
n w rnw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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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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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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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w
pAKw

n
T

（9）

上基于 述公式推导，得出引理 1：给定 条件不变其他 ， 力当劳动 投入效率增加时， 力劳动 投入
L

，加 林地先增 后降低 投入
T 单调递增。

引理 1 了揭示 力动劳 和 地 要林 两种 素投入在 下经林 济经营中随着 力劳动 投入效率的变化 变化而 的

势趋 。 理引 1也对 营 体经 主 了利 路 上的解释润目标的 径做出 逻辑 ，即在 术技 和 本资 短期固定 况下的情 ，

需要明确 下经林 济 禀 ， 力赋 调配劳动的要素 应有效 和林 间的地之 要素 例比 。 ，林 济 营首先 下经 经 主体

的 力 力劳动 入 平与劳动投 水 投入 。 ，效率 存在 单调 次 地 入之间 非 关系 其 林 投 与 力劳动 投入效率之间的

向关系反正 映了 济经营活动林下经 力 ， 力动 与 性 当中劳 林地的互补 劳动 投入 ， 了效 时 为率提升 达到利

润 大最 化 ，目标 经营 需者 要 度适 力林 投入以 足林 与 动 之间增加 地 满 地 劳 的 ，相互补充 实现 持续进而 可

。 ， 一经 最 由于 用 会造成资的生产 营 后 林地的使 在 定程度上 源的占用，提高林地使用 对模可规 能会 林

地 生产 潜在的破坏。 一 一 了这 步解释 林 创造经济 值 时结论进 下经济在 价 的同 能有可 对 态价值生 生潜产

在的 。面效果负 ，因此 从生态 和生 价值保护 态 提升的角度 ，出 当林 营 给定林地发 下经济经 活动可以在

高规模下提 力劳动 投入 ，时 应 值之效率 协调两种价 间的相互补充 ，从而关系 实现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

的 长增协同 。

素在要 入投 变化 过程的 中，经 主体营 可能会适度增加或 少减 对 力劳 和动 林 求地的需 。 理引 1 出指

两 在者之间存 相互补充 。 ，关系 因此的 要素投入变化所引发的 营主经 体对要素的 态动 对配 经置会 当地

产生两个济变化 方向相反的作用。本文 合结 （6）式 （和 7）式 素的要 衡投入均 导推 得 以到 下 。命题

命题 1：给定其他 不变条件 ， 力劳动当 率投入效 度适 加时增 ， 的林下经济 经济价值 调递增单 。

图 1 了描述 命题 1，当劳动力投入 增加效率 ，时 林下 的经济 经济价值 势。现呈 增加趋 结合引理 1

可知， 力 ， 力 ，动 投入效 增 劳 入 平先增 后降 林 投入水平增加当劳 率 加时 动 投 水 加 低 地 ； ，那么 动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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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来 力投 水平 由 林 持续 经 充分补偿入 降低时 于 地 投入带 的 济价值能够 劳动 投入水平降低而 的价造成

，值降低 最终使林下经济 。生 价值提升产 的经济

图1 劳动力投入效率对林下经济的经济价值的影响

注：①本文将 数值参 设置为： =0.8， =2， p =5，A =2，k =1，w =2，r =10；② 对图 值 相中数 均为 数，表

。示变 变化 程量 的 度

根据（4）式， 来生态价值的 自使 林地变化 用 的程度，即 占 更多当 用 林地资源时，一 地般不会严重

； ，破坏生 经营不当态 但如果 则有 一 ，能产 破坏可 生 定程度的 从而降低预期的 。地资源生林 态价值 虽

力 对 ，然劳动 投 生 值 有 接影响入 态价 并没 直 但根据 理引 1， 力着劳动随 投入效率 ，持 加续增 考 到虑 林

力动地与劳 在林 经济下 经营活动 较 ，过 的互补关程中具有 强 系 当林 投入地 超过适 模时度规 ，林下经济

生态的 价值会 现呈 势下降趋 ， 。由此引出以下命题

命题 2： 术 本给定 和 条 变技 资 等 件不 ， 力 ，劳动 投 效率 加当 入 增 时 林下经济的生态价 现先值呈 上

势升后 趋下降的 。

题命 2 来自 力 。 ，林地 随 效率增加 结果 具体而投入水平 着劳动 投入 而增加的 言

nTef
n
TE




 


/）（
＜0。 一进 步 济这 反映林下经 经营 经 和生态价 产活动在 济价值 值两者间

生共振 响影 ，促使本文 研深入 究林下经济经营 体主 权 。效率和公平之间的 率主 体现 经在 衡 效 要 在林下

的 会总济 社 福利方面，而公平则是 虑考 如何在效率的提高 。下实现经 值向 转移济价 生态价值的 考虑到

会 是由经济 态价值共社 总福利 价值和生 同组成 ， 力 ，而 在 营中具 短期 变 灵活性的 劳动 经 有 可 的 即短期

内劳动力 入效 越高投 率 ， 值 升 快经济价 提 越 ，而 则生态价值 逐渐下降。本 将上文 述两 行整合种变化进 ，

。可以 以下得到 命题

命题 3： 定给 其 变他条件不 ， 力当劳动 投入效率 ，增加时 对林下经济 态若 生 的 害 低 特定损 程度 于

，值 么那 林 经下 济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总 单调和 递增， 且并 下 济林 经 产生 总 劳的社会 福利是随着

力动 投入效率 高的提 。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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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面 于由 林 分下经济的部 经济价值 用将 于支付 力 ， ，劳动 收入 金 因此 上 两 素和林地租 述 种要

入 平增加 提升 地的投 水 将 当 户的收入农 。 一 ，水平 另 方 营主 在生 赖面 经 体 产中依 多更 的林地资源，林

经下 济对生态 也害 会相的损 应增加， 本产生生态成因而 。因此， 对 较小当林 损害仅 下经济 生态 程度 时，

才能实现 经济林下 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 和 升与 总 的提 。

图 2 加 观地描更 直 述了命题 3。图 2中， 一象限第 曲线W 表示林下经济产生 经济的 价值， 线曲 E
示表 态价生 值。 题根据命 1和命题 2， 力 ， ，动 投入效 经济价值与 价值当劳 率提升时 生态 呈反向变动

即前 后者增加而 者降低。上述两者的变化 和体现总 在图 2的 象第四 限中，当 下经济林 成的 态 害造 生 损

程度 f 较小 小并 于特定值 f̂ ， 当时 即 ff ˆ ， 。时 态价 降 以 经济 升生 值的下 可 被 价值的提 充分补偿

是但 ，当林下 活动经济经营 造成的 损害生态 程度逐渐 大加 ，以至于 ff ˆ 时， 价 低程度生态 值的降 加

大（如图 2 一 ）限的虚线 示第 象 所 。此时，由 态 值降低于生 价 度程 大，过 至以 于经济价值无法补偿，

造成最终 济价 态 值 和经 值和生 价 总 。 ： 一，的 结降低 这个 果说明 第 下经济经林 营活动 来然可以带 经虽

值的济价 提升， 存在 坏但是它 着生态破 的风险， 了为 寻求经 生态价值 协 升 实济价值和 的 同提 以及 现“两

山”理念 ， 对 ，的目 应 科学合理地评估林 济 林 的破 进 在 产经标 当 下经 地 坏程度 而 生 营过程中 少有效减

这些 ； 二，在损害 第潜 即便 经济经营活林下 动 来以带可 社会总福利 ，的提升 也应当在福利 的同时提升

兼顾 均衡投入要素的 ， 而从 实现林 济 营活动下经 经 。可持 性的 续

图2 林下经济产生总效应趋势

（三）扩展模型：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

讨了述基础理论模型探 主体 要素上 经营 的 均衡 入投 ， 及 素均以 要 衡投入对 下 价值和林 经济的经济

生 影响态价值的 。但需要 的是指出 ， 以通 源 态旅游经营主体可 过生态资 开展生 、提 等途径高产品品质 ，

，实 林 济 价 的转化 经营 体现 下经 生态 值 即 主 的经济价值会随着林 源地资 的 态生 价 而 到 效提值转化 得 有

升。本 种 化文将这 生态价值转 的经济 义 。 ，本生态反馈效 刻画 应 文价值定 为 应 为 生态反馈效 将基础模

型 主体的中经营 生态价值 义 一 来为 种 自林 经 营 值定 下 济经 的价 再 ，创造 将 营主 的 润函数改写为经 体 利

如下 模型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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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T   )()( （10）

（10） 中的式 符号 （前和 文 2）式 的中 符号 义样具有同 的含 ，其中 ，示利润边 数表 际递减指

）（ 1,0 ， 来由于经营 的利 下经 的 源主体 润主要 自林 济经营中 林地资 ， 了为 刻画 的商业收经营主体 益

与林地 ，资 间 关联源之 的 本文 （将 4） （式引入 10）式， （到得 11） ，式 ：可以表达为

   
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

eTfTTerTTT  )()()(  
（11）

（11）式中， 示林 的生 程表 地 态反馈 度。（11）式 明说 ， 术在 平既定技 水 下， 利用林经营主体

了 。 （地 经济经营后 直接 间接 求进行林下 产生 经济效益和 经济效益 解 11） 大经营主体 化式中 的利润最

：条件可 得以 到




 













1
1

)1( fer
T （12）

，于 公 推导 得基 上述 式 出引理 2：当林地的生态反馈程度 ，提 经营 体利 的 度升时 主 用林地 程 降

，低 即


 T
＜0。

引理 2证明了上述逻辑，即当林地对 较大经营 价值的反馈 时主体经济 作用 ， 了为 实现利润 大化最 ，

。经 不 强的动机 的林地资 尽 营 使 林地资 开展 下 济经营的营主体并 会有极 使用过多 源 管经 主体 用 源 林 经

心 ，核 目的是 经济 润 但获得 利 是当 下 济林 经 的生态价值提升能够 来一体带 定程为经营主 度的 价值经济

，回报时 主体经营 的营利 较 丰 ， 了则相 馈 情况下更 营主体弱路径 于没有反 机制的 富 引致经 化 通过 展开

来经 经营 提 经济 润 动机林下 济 升 利 的 ，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4：当林地的生态 ， ，反 效 提升 体 即馈 应 时 经营主 的利润提高


 ）（T
＞0。

基于引理 2，命题 4 了述描 经营主体 的获得 利润与 态林地生 反 间馈效应之 的关联。即从单纯的“投

入－ 出产 ” 来 ，视角 看 经 体当 营主 使用一定 地开展 下经 经 的林 林 济 营 其他要素 ，投入降 其利 降低时 润

。 ，低 但是 林 经当 下 济 少经营 林所使用的 地数量减 ，时 则经营主体 的所经营 林下经济 价值生态 才可能

会 ，而在提升 适当的 态生 ，制下反馈机 林下经济 一态价值会 定 上 为的生 在 程度 转化 接经济 益间 效 ，使

经 主体降低林地利用在 营 的 况下情 下经 济 值 会得林 济的经 价 仍 到 。提升 图 3 较中 比 直观地的数值模拟

了刻画 命题 4，横坐标表示 资源林地 的生态 ，效应 水反馈 水平 当该 平提升 ，时 经营主 降低林体会逐步

地 使 模的 用规 ； 来 ， 未 势， 。经 主体的 润水 看 呈现降低的趋 反而 增加 便说但从 营 利 平 并 持续 这 明经营

来 对主 的 润并 自体 利 不单纯地 林地 ， 来使用 还 自资源的 林地 对 。 ，其产生的生 馈效资源 态反 应 因此 生

了反馈态 效应反映 林下经济对 大 。一 ，经营主体 价值贡献 面利润更 的 方 资林地 源 一 料够 种生产能 以 资

来 ； 一 ，的形 为 营主体的利润带 直 益 另 面式 经 接增 方 林地 一的 量 以通 的资源 存 可 过 定程度 生态反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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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一应为经营 步的主体带 进 经济 。价 量值增

图3 林地资源的反馈机制与林下经济利润水平

： 对 ， 。注 为相 量 程度图中数值均 数 表示变 变化的

命题 4 一 启示是的 个重要 ，实 林现 地 对源 态 值资 的生 价 林下 济的 济 值产生生态反馈效应经 经 价 时，

以产 两方 化 果可 生 面的优 效 ； 一其 ，林地 丰 了 ，态 经营主体 利润的路径资源的生 反馈效应 富 获取商业

大 ， 来不再 经济 化 过降低林 高使其 单纯地追求 价值的最 而是通 地使用 提 林地 ，资 的 价 过源 生态 值 通 林

地 来资源 态价 的 馈效应 获取商业利生 值 反 润； 二其 ，当经 主体营 适当 低降 地林 源资 的使用强度 ，时 林

地 济效益间接经 一可进 步提高。

三、林下经济的地方实践：浙江省松阳县的案例

考虑到理论 是在 件下模型 给定约束条 构建的， 一 ，出 结论与现 能存在 定 差得 的相应 实情况可 偏 为

，本 一文 通 典型案 分析 证 述理论模型此 进 步 过 例 印 上 分析 ，与 学逻 的合 为 确 分析经济 辑 理性 更 准 地 林

。 料 丰 ，的 环境效应 按照案例材 程度下经济 经济效应和 协同机制 的 富 和代表性 本文在国 草家林业和 原

局 2021年 12 布月公 的《林 展典型案下经济发 例》 择中选 下林 经济以 下种植 主的 江 松阳县作林 为 浙 省

为典型案 行剖例进 析。 了为 确保 料材 真 性和案例 的 实 可靠性， 题课 组成员在 2022年 12月至 2023年 1

月 对期间 县松阳 划自然资源 局和规 主 的行 行 谈管林下经济 政人员进 线上访 ，并梳理 料相关资 和 。数据

（一）松阳县林下经济基本情况

松阳 位 江 南县 于浙 省西 部，总面积 1406 方平 米千 ， 口人 23.91万人，林地总面积 170万亩，森林

覆盖率 80.13%， 九大 一是浙 点 区 之江省 重 林 县 。 丰依 生 的森林资托优良的 态环境和 富 源， 以林松阳县

， 、 ， 榧、 茶下经济 破口 间空 源 香 油为突 充分利用林 地 林下资 摸索出 、 、 芩、 芨林下黄精 黄 白 、茶叶

等林下 植 产种 的生 经验。截至 2021年 12 ，月 全 林下 济 值达县 经 产 1.73 ，亿元 惠及林业 主体经营 156

、农户家 超 1200 ，人 增余户 均 收 4500 ， 、 、 村元 为 就 保护和乡农户增收 业 生态环境 振兴做 了重要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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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实践与理论验证

1.落实 ，产业 政策与资金发展 保障 经济效应 。渐显现逐 ，在林下种 初期 为解 经 体植业发展 决 营主

户 展林下 济和农 发 经 资金 ，问 松阳县建立题 以 、市场 为主投入 以 、 三政府 辅 融 品支补助为 金 产 持的 元

。 了《 榧、 茶金 阳县先后 县人民政府 印发 产业 济资 支持体系 松 出台 松阳 关于 松阳县香 油 和林下经 发展

“ （一类） 三山 建设 年 的通知两 行动方案 ”》（松政办发（2017）203 ）号 、《 榧、 茶、阳 油松 县香

下经济林 （ 药材中 ） 产 链区域协调财政专 励政全 业 项激 策 2020－2022年 》建 方 等 要林设行动 案 重 下

扶 ， 、 、 办 ，金 过招商引 资 财政奖补 行信 经营 户经济资 持政策 并通 资 企业投 和银 贷等 法 解决 主体和农

来济资金 源林下经 问题。 策奖补方在政 面，自 2017年 12 到月 2022年 12月， 计松 县累 安 省级阳 排 “两

山（一类）” 扶政激励政策 持资金财
①3200 ， 、 榧元 包 开展 转 规 化种 和余万 括 林地流 和 模 植补贴 香 油

茶 木 ， 计 榧等 累 向经 农户赠送香苗 免费送 营主体和 苗 33 、 茶余株万 油 苗 145.54 。 了持续万株 为 支撑

， 来种 展 保障经 营资金 源 多林下 植业发 营主体经 的 元化， 了 ， 权该 化 融产品 给 开 林 押贷县强 金 供 展 抵

款、 小农民 额信用 等业贷款 务，自 2008年起到 2022年 12月， 阳松 县 计 权累 发 贷放林 抵押 款 3585笔，

总金额 5.69 ， 大亿元 极 缓解了 体和农户经 融资经营主 营性 难的 。问题

在 ， 未 ， 力松阳 济 期 林下经 著提高 其 要 在 动 入在林 种植县林下经 发展初 济收益 显 主 原因 于劳 投 下

未 ， 力 来 未程 尚 实现规模经济 劳 入带 收益 补过 中 动 投 的 并 充分 偿支 的出 ，林地租金 仍处 投于生产要素

。 ，入期 例如 2009－2012 林下经济产年全县 值为 0.6 ，亿元 亩均收益为 2000 ，元 总收益低于 2009－

2012年的 经济林下 投入资金。 产业政策 资 持 撑但在 和 金的 续支 下，同时林下经济 植 物逐步进入生种 作

长收获期， 阳县 下经 由松 林 济产值 2017 的年 0.91 长元增亿 到 2021年的 1.73 元亿 ， 大于每总收益开始

年的 本成林地投入 。 一 ， 了进 步地 企 合作 济主 体 购统销措 户业和 社等林下经 要经营主 实施统 施保障 农

，的林下 营经 收益 同 供时提 大量 、务工机会 长带动 边 户收入增周 农 以及促进村 大经济集体 壮 。此时，

。 ， 力济 业 入收 随 产业发展 金投入和劳 入向林下经 产 进 益期 综上 着林下经济 逐步由资 动 投 经济产出不

，断转 动 的提升换 以及劳 生产率 （例 术练程度和 掌如工人熟 技 握等）， 大投 产 的情形 步扭入 于 出 逐 转

小 ，为 入 于产出的情形 经 值逐 凸显投 济价 渐 和提升。 也松 县阳 在 2021年成为浙江省“一亩山万元钱”

型案例典 并 ，广向全省推 符合命题 1 出的所提 “ ， 力件不 投 适度增加给定其他条 变 当劳动 入效率 时，

济的经济 值 递林下经 价 单调 增” 征特 。

2.实 生 种施林下 态化 植，环境效应不断凸显。松 成为 江省阳县 浙 “一 元亩山万 钱”典型案例的原因

仅不 是 收益的提林地亩均 升， 要的是更为重 该县 重视极其 林下种植的生态价值。早在 2009年，松阳县

了《 扶 榧 》， 榧政府就出 持香 产业 展 把 为 阳台 松阳县 发 意见 香 作 松 县 ，农 产业 展 重点 实施林 发 的 “以

耕代抚”、适 模经 和人 方度规 营 工管护 式，以 少减 林下种植对 林 坏周边 地环境的破 。同时，在全县约 3

较 榧亩立地条件 香 林万 好的 下开展 （药中草 例 、 芩、 芨 ）白如黄精 黄 等 的 态化种植生 。 植生态化种 可

一 ，在 定 度 养 保 林下生 环境程 上涵 水土 护 态 ， 升提 被覆盖植 率，实现林下 多样 保护 栖生物 性 和生物 息

①
该扶持资金是指支撑县域“两山”理念的专项补助资金，由浙江省财政兜底，其中浙江省26个山区县获得一类财政资

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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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扩充的 因此 。 ，种 态价值不 此基础上 多 下经 森林林下 植基地的生 断提升 在 数林 济所依托的 蓄积量

始开 增加， 林质量不森 断提升， 也县森林覆 率全 盖 由 2010 的年 75.20% 长增 至 2022年的 80.13%。2015

年和 2018年， 了江省 业 分别印发浙 林 厅 《浙江省“一亩 元钱山万 ” 三 计划技推 动林 广 年行 （2015－2017）》

《 江浙 省“一亩山万元钱” 计划（年五 行动 2018－2022 ）》。 ，大力县积极响 下经济年 松阳 应 推进林

，标准 地建化基 设 创新性地 了 榧 茶 、 榧 、 茶发展 叶 种黄精 薄 套种 叶等 下香 林套种 香 林套 壳山核桃 林 种

。新植 模式 松 县阳 、 、 ，采 ， 杀以绿 有机 效 植为标准 用人工和 除草 装太 灯 生色 高 种 物理 安 阳能 虫 等 态

化举措， 学 药和化肥杜绝化 除草剂等农 使用， 提出同时 “短期发 菇展香 、 菜高山蔬 ， 笋展 竹中期发 林、

，长 榧、 茶发 套种的山 态产业思水果 期 展香 油 区林下生 路”， 大极 顾地兼 了 经 发展过 中的林下 济 程 生

。态 值提升价

2017－2021年，松阳县林 植业 均经 有 提下种 亩 济价值 所 高，但亩 值 的均生态价 与发展初期 亩均生

态价值 。 ：比略有下降 要原相 其主 因在于 林地 ，开发 提 生态强度不断 升 林下 化种 强度不断植规模和 扩

大，林 济下经 化 植生态 种 面积由 2017年的 1.20 长亩 到万 增 2021年的 1.78万亩，林下生 境保 出态环 护

对 。 ，现 现 综 基于相 弱化 象 上 适度 ，化 松阳县林规模 的生态经营 下经济的生态价值呈 上升现先 后下降

势，符合的趋 命题 2 出所提 的“ 术 本 ， 力 ，技 和资 等 当劳动 投 效 加给定 条件不变 入 率增 时 下 济林 经 的

势生 价值 现 上升后下降的趋态 呈 先 ” 。特征

了除 注重 ， 较 ， 大力植环 生 化 阳县 林 质量安全 建设 如种 节上的 态 松 还 为注重 下经济产品 溯源体系

推动 食品森林 、 品和 的林下绿色食 有机食品 认证。截至 2022年 4月，松阳县有 17 经营主体 通家 已 过

、林 绿 食品和 机食 等森 食品 色 有 品 “三 认证品 ”，有 22家经营主体 成质 安全 系 建已完 量 溯源体 的 设。

，此外 松阳县 2020－2022 扶共 可溯中药 地年 持建设林下 材种植基 22 ，个 面积 3929 。 ：亩 其中 2020

扶年 持种植基地 8 ，面积个 1400 ；亩 2021 扶 植年 持种 基地 11 ，面积个 2156 ；亩 2022 扶年 持种植基

地 3个，面积 373亩。基 品 安 溯源体 建设 生 化种植于产 质量 全 系 和 态 ，松阳县林下 质不 提升产品品 断 ，

大 了林 产 的知极 提升 下 品 名度和 的新 经济价值。 如例 ，2018－2021年， 义在中国 乌森林博览会和浙江

农业 的推省 博览会平台 广下，有 20 经家 营主体加入“ 耕丽水山 ”品牌，有 51种农产品 得 市获 丽水 “生

精态 品农产品” ，号 分 有称 别 9种和 24种 义 、 州农产品荣获中 森林 览会国 乌 博 杭 农业博览会 博览等

。 ，优会金奖和 质奖 综上 着随 松阳县 产品主打的 品牌林下经济 生态 的 力 ，提升影响 不断 经济价值也逐

， 大， 了 ，产品市场 年扩 总体 实 济 和 态价值 协同 升 合命题步提升 和销量逐 上 现 经 价值 生 的 提 符 3“给

定其他条 变件不 ， 力当 动劳 投入效率 ，增 时加 对林下若 经济 生态的 ，于特定值损害程度低 那么 经林下

济的经济 和生价值 态价值的 和单总 调递增， 且并 济林下经 产生 力的 利是随着 动 效社会总福 劳 投入 率的

提高而增加的” 。特征

3.加 林强 下三 ， 境产融合 经济与环 逐渐 调协 发展。松阳县 ，林 种 的主 中下 植 要作物为 药材 2016年

来以 ， 门阳县林业 医药振兴发松 部 紧抓中 展的 ，机遇 围绕“ 养胜全域康 地”“ 医 胜地国际中 药康养 ”

， 对 ，建设 下中药材 度 经 不 态环境 生负 影 的前提下 积极与制 司在保持林 适 规模 营且 生 产 面 响 药公 、县

门 ， 膳游部 地 宜 展药旅 合作 因 制 发 产品精 、 、加 植观光 药 验和花海景 发等深 工 中药材种 材基地体 观开

三产融合项目，推进 药 业链延伸 态旅游发松阳县中 材全产 和全域生 展。例如：2022年该 植 林下县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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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年产精 70 吨余 ， 中其 ，90% 料作为原材 茶用于浙 通宏江振 业有限 茶黄 生 制作公司的 精 产 ；种植的黄

芩有 80% 料作为原材 腥于浙江康 股份有限公 复方 产制用 恩贝制药 司的 鱼 草合剂生 作；同时， 阳松 县还

州东 ， 划 、 、 、 、 膳 、业内知名 中医馆合 谋 集 养 中医药 制 文 研 药 饮食与 的郑 济堂 作 建设 诊疗 生 炮 创 发

、 一 。 了购物展示 传 学等 能为 医 活 合体 链 农户林下 品承教 功 体的中 生 综 上述产业 的延伸拓展 中药材产

， 了 ，销路 提升 种植 产业林下 的经济收入 经济价值得以 。提升不断

2021年，松 业阳县旅游 总收入为 30.8亿元
①
， 中其 ， 旅 占比高森林 游 达 80%以上。 如例 ， 设面建

积达 1800多亩的 龙 茶松 山红 油 体阳钱 花 验园有 500多亩的 茶 ， 来花油 该 造生红 连片基地 基地近年 打

、 、 村 ， 、态公 经济 农户乐 林场 游 积 林 闲摄影等园和林庄 家庭 等特色乡 旅 极开发森 探险 休 项目，不断

，满足居民 生 值 促的 态价 需求 进了森林旅 业的 展游 发 和 。农户增收致富

， 三 ，综上 于松 县林 化 植 林下 展 境的保护 反馈到得益 阳 下生态 种 和 产融合发 林下生态环 不断正向

产业 展和 中的发 产业链延伸 ， 势 大林 业 壮下文旅产 借 逐步 ， 了开辟 传 植以外的 态 渠统林下种 生 收入 道，

升提 了 （域生态 统生 总县 系 产 值 GEP），使得该县林下经济 济价 与的经 值 生态 ，实 协 提升价值 现 同 符

合命题 4“ ，当 反馈效应 营主体的利 高林地的生态 提升时 经 润提 ”特征。

图 4 三大 。县林 营 现的具体为松阳 下经济 经 效应实 过程

图 4 松阳县林下经济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协同发展机制

： 头 长 ， 头 。上箭 表示 标 趋 下 表示指 下降 减注 向 指 增 或 好 向 箭 标 或 弱

①
资料来源：《2021年松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ongyang.gov.cn/art/2022/3/10/art_1229360146_

4890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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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林下经济的 表明 下经 营 仅 在经案例 林 济的经 不 存 济效应和环境效应， 、方政府财在地 政

贷金融信 扶持 术 ， 耕 三 ，和种植 导的 经营 态 产融合的 还存在技 指 基础上 通过 主体的生 化 作和 经营策略

。对两 的 效 经者 协同 应 于 济效应与 境环 效应 ， 了 本的 同发展而言 除 林下 产品 具有 品协 经济 身 生态产 属

， 。 来性 最重 科 营 而科学 的关键在于 运用 节经外 要的就是 学有效的经 有效经营 合理 要素投入 调 济收益

。环 之间的关与 境保护 系 即在 度适 ， ，的经营 模 保 素 入处于 优区 使 营活动处于环规 下 应 证要 投 最 间 经

力 ， 扶 ， 大境承 内 同 在政 下 够 好地 经载 之 时 府的 持 能 更 促进林下 营主体壮 ， 与理论模这 型的 与命引理

题 一 。趋于 致

四、结论与启示

本 基于文 夫 函数里昂惕 生产 和 产最优生 决策 论刻画林 营的经济理 下经济经 应效 、环境效应 其及 两

， 对者协同 应的 论 型 并 国家林业和草效 理 模 原局 2021年 12 布月 的公 《林 发 典 案例下经济 展 型 》中的

。 ，本 。省 案例剖析 与案例相结 得出浙江 松阳县进行 通过理论 合 文 以下结论

，本 夫 ， 一先 文 经 昂惕 生产 给定 定首 构建林下 济的里 函数 分析 术技 和 本 力资 况 动 林地的情 下劳 和

，要 投入 变 情况 以及经济素 的 化 价值 态和生 价值 。的变 研 发化情况 究 现： ，给定 不其他条件 变 当劳动

力 入效率投 适度 ， 力劳动 投入先增加时 增加后降低、 单调林地投入 递增， 引从而 致林下经济的经济价

值也 单调递增是 ，而林 济下经 的 态 值先增 后降生 价 加 低；同时， ， 力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动 投 效当劳 入

，率增加时 林 经下 济 。的经 生 单调递增济价值和 态价值总和 这说明， 下经济经营 在创林 活动 造经济价

，的同值 时 同样会创造 价值生态 。

， 一 ，其次 扩展模型 现 下 所 成的生进 步通过 发 当林 经济 形 态价值 利有 于当地生态环境提升时，经

营主 经营 经 及 周边 的体 的林下 济 其 生态环境 经济 也 ，显现 即价值 会 产生正向的生态反馈效应。 生态当

， ，升时 利 的程度降反馈效应提 经营主体 用林地 低 此时 下经济林 的 济经 价值将获得 。 ，提 因此 科高 学

有效 林 经济的 下 所产生的生态 机制 经营 再 纯 追求反馈 使 主体不 单 地 经济 大 ，的 过降低价值 最 化 而是通

来林 使用 提高地要素的 林地 源资 的生态反馈 应效 ，从而获取 含 价值隐 的经济 。

， 对最后 通过 县松阳 ，典型案 的 在例 分析 科学有效 扶 ，的经营 政府 适 帮 下和 的 度 松阳县林下经济

合给符 定 术、技 本资 条 不等其他 件 变情况下， 力动 要素随着劳 要素和林地 的均衡投入 步实现逐 林下经

的济 经济价值不断 长，增 经 过营主体通 整林地适度调 投入能够 现经济实 效应和环境效应 。协 发展的 同

，本 。基 以上 究 论 文得出以下启示于 研 结

一， ， ，也握林 经济 开 强 既要 地 重要性 要 生态环第 把 下 的经营 发 度 考虑到林 要素投入的 注重森林

力境的承载 。一 ，方面 加快林地“三权” 置分 ， 扶 ，改 定 转 持政策 向新型经革试点 制 林地流 促进林地

，主 中营 体集 实现产 化的适业 度 。规模 营经 一 ，方面另 实现公益林林下 利用 策的 用空间 政 灵活运 ，在

，不 响区 全影 域生态安 的前提下 快尽 对地方生态公益林的 。林下空间 限制 正利用 进行适当修

二， 扶 ，第 帮 补贴的效 济重视政府 和资金 能 秉持经 效应与 境环 效应 。协 展 可持续 营理同发 的 经 念

一 ，方面 扶 ， 扶优化政府资金帮 的 区间 现政 金合理 实 府帮 资 的“锦 添花上 ”而非“ 送雪中 炭”。 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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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对 、索绿色发 补机制 林下 的经 生态 发 补导向而探 展财政奖 经济 营主体强化 优先 绿色 展的奖 非

“ 补资金直 ” ， 双 。的激励 式 保 下 济经营 政府 贴 重持续性方 从而 障林 经 和 补 的

三， 一 势 必 。 本第 建立全 的林 经济 场 行 于 文 林 侧的国统 下 产品市 在 鉴 考察的是 下经济供给 经济价

值和 ，未来 。 一态价值创造 可结 求侧 即 过数字交 立全国统生 研究 合有效的需 进行分析 如何通 易平台建

， ， ，场 林 济 场价值 通过 场 引回流到供给侧 从 动林 经济 内 环 至市 激发 下经 市 再 市 牵 而带 下 市场的 循 甚

。是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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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Carrier and Practice of “TwoMountains” Concept: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Under-forest Economy andTheir

Synergistic Logic

WUWeiguang XUHeng WANGFengting XIONGLichun

Abstract: Under-forest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realizing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Leontief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optimal production decision-making theory to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and their synergy. Through the study of typical case counties, we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We find that, first, in the management of under-forest economy, all else equal, when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input increases, labor

input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and forest land input monotonically increases. The economic value of under-forest economy

also monotonically increases, while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under-forest economy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and the sum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values of under-forest economy increases. Second, further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model reveals

that under moderate operating scale,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generates ecological feedback effects. The operating entities no

longer simply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economic profits, but increase the ecological feedback effect of forest resources by

reducing the input of forest elements, thereby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ird, the case study of So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that with reasonable

government support, relying on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ecological plant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can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Therefore, as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the under-forest economy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Through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it can achieve synergistic growth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Keywords:Under-forest Economy; EconomicEffect; Environmental Effect; Synergistic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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