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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的对外租地造林模式已同过去有所区别,呈现出多种模式,既有支付地租模式,也有实物分

成模式等,本文通过对各种租地造林模式的分析,归纳出各种模式的利弊,为今后林场或个人租地造林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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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西区直国有林场通过一定的方式,

将社会上农户个人或集体的林地经营权

流转到林场,由林场去经营造林,就是对

外租地造林。随着广西建设自治区直属

国有林场高质量商品林“双千”基地计

划的实施,广西区直国有林场新一轮对

外租地造林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时代在

发展,林业也在进步,如今的租地造林模

式已发生很大改变,租地造林模式呈现

出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 

本人工作于广西国有七坡林场,主

要负责对外租地造林工作。结合本人的

工作实际,对现有的主流租地造林模式

利弊进行分析,希望能给今后的林场或

个人租地造林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1 广西区直国有林场对外租地

造林的主要模式 

1.1分期支付林地租金模式 

分期分批向农户个人或集体支付林

地租金,将林地的经营权流转到林场,是

过往广西区直国有林场对外租地造林的

主要模式。由于过去广西宜造林地资源

丰富,林区交通不发达,所以,这种模式

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的条件

下,可以说是实现了林场和当地农户的

“双赢”。但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国家实施“村村通公路”战略

工程后,这种直接支付林地租金的模式

就农户的接受程度就每况愈下了。 

1.2一次性支付林地租金模式 

按林地租用年限,林场一次性将

林地租金全部支付给农户个人或集体,

将林地经营权流转到林场。这是也目

前广西通过支付地租来租用林地的主

要模式。 

1.3合作造林实物分成模式 

农户个人或集体提供林地,林场提

供资金、技术进行造林,并经营管理,双

方共同对林地林木进行日常管护,当林

木到达采伐年限后,按一定比例(目前广

西地区多数为3:7)将产出的林木进行分

配,这就是合作造林实物分成模式。这一

模式是当前广西区直国有林场主流的对

租地造林模式,也农户接受度 高的租

地模式。 

1.4支付地租加实物分成模式 

这是将支付地租模式与实物分成相

结合的一种模式,也是近期才开始出现

的一种模式,其本质是将农户 终收入

的一部分由林场提前支付,农户则在林

木实物分成的比例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既能保证农户的长期总收益,又能在缩

短农户的收益等待期。 

2 各种对外租地造林模式的利

弊分析 

2.1分期支付林地租金模式的利弊 

2.1.1有利之处 

这一模式单对林场来说是非常有利

的,因为通过一年一付或五年一付租金

的形式就可以取得林地的经营权,这对

林场的资金占用压力就相对较小。相同

资金,林场可以获取更多的林地经营权。

同时,由于广西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非

常适宜大模式发展速丰桉树种植。速丰

桉树可以实现五年一个轮伐期,这就更

加突显这一租地造林模式的优势。林场

可以在第一个轮伐期结束后,即收回地

租成本,进一步降低资金压力。 

2.1.2弊端所在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交

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林地的价值

也日益提升。因此,农户对其林地的期望

值也不断提升。农户不再接受这种五年

才支付一次,每次能拿到很少租金的租

地模式。可以说,如今在广西,除极个别

林地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外,想通过分

期支付林地租金模式租用到农户手中的

林地,可能性已经非常的低了。所以,这

个模式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2.2一次性支付林地租金模式的

利弊 

2.2.1有利之处 

这一模式可以让农户一次性拿到一

大笔林地租金。以笔者所在的广西壮族

自治区上思县为例。上思县目前的林地

租金在80元/亩.年左右,那么假如某一

农户家里有50亩林地,他愿意出租给林

场20年,那么按这一租地模式,该农户可

以一次性拿8万元的租金。按上思当前的

市场价格,这笔租金完全可以在县城首

付购买一套靠近学校的商品房或者在村

里自建一层自住房了。因此,这一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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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特别是急需大量资金的农户还是

有一定吸引力的。 

对于林场,这一模式有利之处在于

可以在租期内安心经营林地,免去一些

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 

2.2.2弊端所在 

农户方面, 大的弊端在于其无法

享受到林地升值带来的收益。这也是这

一模式如今无法大规模推行的根本原

因。林场方面,一是资金占用大,回收成

本周期拉长。二是地租收入要交纳20%

个人所得税,而这部分税费,通常都是会

被农户转嫁到地租价格上,实际还是由

林场承担了这部分费用支出,增加了租

地成本。三是这一模式农户接受度也不

高,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并不能很好的促

进租地工作的开展。 

2.3合作造林实物分成模式的利弊 

2.3.1有利之处 

这一模式是如今广西地区租地造林

的主流模式,也是比较能实现农户和林

场“双赢”的一种模式。它的优势非常

明显。首先,林场不需要支付租金就可以

取得林地的经营权。林地的租金对林场

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笔者所有

的七坡林场上思分场为例,上思分场总

林地约23万亩,按当前的市场租金80元/

年.亩价格来计算,定五年一个轮伐期,

那么每个轮伐期我们就需要支付的林地

租金9200万元。实物分成模式就可以帮

助我们在前期造林时省下这笔开支。其

次,林木是归农户和林场共同所有的,因

此,农户和林场都会尽心去管护,可以

大限度的避免林木被盗或森林火灾等损

失的发生。也可以 大限度的避免林地

纠纷的产生。第三,农户的收益显著增

加。仍以笔者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上

思县为例。前文举例的那位一次性收取

租金的农户,20年租期内可以拿到8万元

收益。假如他采取的是合作造林实物分

成模式将林地出租给林场,那么按照目

前七坡林场在上思县种植速丰桉1.67m³

/亩.年的出材量计算,该农户的50亩林

地,20年总出材量应该在1670m³。如果双

方约定的分配比例为3:7,则农户可以分

到的实物木材为501m³。2019年上思当地

的桉原木单价平均为710元/m³,以这价

格简单换算,这名农户20年租期内的收

益将达到35.571万元,是租金收入的

4.45倍。这就是如今农户普遍愿意接受

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2.3.2弊端所在 

对于林场主要弊端在于造林利润相

对于支付地租的模式要低,但这也是不

可避免的,要实现林场与农户“双赢”,

作为经济实力较强的林场一方,势必要

让利于农户。 

对于农户而言, 大的问题在于市

场的不确定性。正如前文所举例子中提

到的农户收益,也是在以2019年的桉原

木价格作为测算依据而得出的。但市场

的不确定性,让人也无法保证桉原木的

价格永远都是上涨的,如果价格下跌,农

户分到的实物原木价值也会下跌。此外,

对于急需大笔资金的农户而言,等待一

个轮伐期才得拿到分成收益,时间也过

于长久。这也是会出现支付地租加实物

分成模式原因所在。 

2.4支付地租加实物分成模式的利弊 

2.4.1有利之处 

该模式是在对实物分成模式的创

新升级,也是未来广西地区租地造林工

作的趋势。这一模式既继承了实物分成

模式的所有优点,又妥善的解决了实物

分成模式农户收益期较长的不足,对农

户而言可以说是实物分成模式的完美

升级版。 

2.4.2弊端所在 

对于林场而言,主要问题在于会增

加前期的资金投入,同时,由于事实上

已经是让采伐收益提前支付,因此,对

林场的造林、管护工作都会提出更高的

要求,必须要高质量造林才能确保林场

的收益。 

然而,林场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在有

效益的前提下扩大经营规模。在总支出

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租的形式,提前将

农户在采伐时的收益支付一部分给农户

以换取农户租地意愿的提升,是完全可

行的。特别是现阶段,也是林场助力国家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应有的

担当。 

3 总语 

通过对目前广西区直国有林场对外

租地造林的主要模式的利弊分析,可以

看出“支付地租加实物分成模式”,农户

的利益可以实现 大化,既有短期收益,

又能保证长期总收益,农户的接受度也

是 高的。林场采用这一模式虽然收益

不是 高的,但却可以更好的开展租地

工作,能更快的扩大经营规模,在当前广

西林业“双千”基地计划实施阶段,能租

用到优质的林地资源,才是完成计划的

首要条件。因此,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广西国有区直林场或是社会自然人

会采用“支付地租加实物分成模式”进

行租地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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