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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技术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行为，统一森林资

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程序和方法，保护森林资源资产当事人合法权

益和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国价格协会《价格鉴

证评估执业规范》等制定本技术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

专业人员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森林资源资产，是指由特定主体拥有或者

控制并能带来经济利益的，用于生产、提供商品和生态服务的森林

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森林景观、森林生态等。

第四条 本规范所称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是指价格鉴

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按照规定的标准

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进行评定、估算，并

出具价格鉴证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

价格鉴定业务出具价格鉴定意见书，价格评估业务出具价格评

估报告。价格鉴定意见书和价格评估报告统称为价格鉴证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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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二章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基本程序与所需资料

第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基本程序

1. 取得委托人出具的价格鉴证评估委托书；

2. 明确价格鉴证评估基本事项，签订委托合同；

3. 指派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

4. 确定价格鉴证评估作业方案；

5. 实地勘验，进行资产核查，确定价格鉴证评估范围，核查

价格鉴证评估标的真实性与客观状态，提出核查报告。

6. 收集与整理价格鉴证评估资料；

7. 市场调查；

8. 选定价格鉴证评估方法；

9. 测算、分析、确定价格鉴证评估结论；

10. 撰写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11. 审核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12. 提交（送达）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13. 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归档。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可以根据鉴证

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及重要性原则，合理确定各基本程序的繁简程

度，但不得随意删减价格鉴证评估基本程序。

第六条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委托应当提供书面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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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效的森林资源资产清单和其他有关材料。价格鉴证评估专业

人员在进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定估算前，可以委托相关专业机构

对委托人或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清单进行

现场核查，由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

当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清单由相关专业机构为满足所进行的

价格鉴证评估需求，通过开展调查工作，以出具报告方式确定时，

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可以对调查工作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符合要求后

方可进行价格鉴证评估。

第七条 有效的森林资源资产清单：指以具有相应级别调查设

计资格证书的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单位基准日或距基准日相近

的调查资料，并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使用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

调查（二类调查）、作业设计调查（三类调查）成果，或按林业资

源管理部门要求建立并逐年更新，且经补充调查修正的森林资源档

案资料编制，并由林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森林资源清单。森林资源清

单以小班为单位编制。

第八条 其他有关资料

一、林权证书或能证明森林资源资产权属的其他法律文书。

二、林业基本图、林相图、作业设计方案及相关图表。

三、作业设计每木检尺记录。

四、有特殊经济价值的林木种类、数量和质量及分布情况的材料。

五、当地森林培育、森林采伐和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技术经济指标。

六、林木培育的账面历史成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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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的小班调查薄及相关资料复印件。

八、按照价格鉴证评估目的必须提交的其他材料，如森林景观

图片及森林旅游业主要指标资料等。

第九条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履行价格鉴证评估程序，分

析核实森林资源资产实物量及相关信息，选择恰当的评估参数进行

评定、估算，编制提交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第三章 森林资源资产核查

第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受理委托后，按照本规范第六条第

二款应当对价格鉴证评估标的进行实地勘验，核查评估标的实际情

况，对照委托书填写的内容、委托人提交的资产清单和相关资料进

行认真查验，对核查符合要求的方可进行价格鉴证评估。对于委托

人提供的资料要求账面、图面、实地三者一致。与实地勘验不符的

或资料不全的，要求委托方继续提供，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第十一条 森林资源资产的核查项目、相关要求及核查报告

一、核查具体项目

1. 林地：所有权、经营权、地类、面积、立地质量等级、地

利等级及林地经营类型等。

2. 林木按照林种相应的核查项目外，还要增加与评估目的有

关的项目划分林分类型。

3. 未成林造林地上的幼树：权属、树种组成、年龄或苗龄、

造林时间、平均树高、造林成活率、造林保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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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搜集

在进行评定估算前，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必须搜集掌握当地有关

的技术经济指标资料，主要有：

1. 营林生产技术标准、定额及有关成本费用资料；

2. 木材生产、销售等定额及有关成本费用资料；

3. 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各种规格的木材、林副产品市场价格，

以及销售过程中的税、费征收标准；

4. 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出租的价格资

料；

5. 当地及邻近地区的林业生产投资收益率；

6. 各树种的生长过程表、标准表、生长预测等资料；

7. 有关立木材积表、原木材积表、材种出材率表、立地指数

表等经营数表及测树资料。

三、其他有关的资料

1. 林业用地面积统计表；

2. 森林资源统计表（林木蓄积统计表）；

3. 森林特产调查统计表；

4. 森林调查薄、林相图、森林分布图；

5. 森林防火区划图等。

四、森林资源资产的核查方法分为抽样控制法、小班抽查法和

全面核查法，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可按照不同的评估目的、评估种类、

具体评估对象的特点和委托人的要求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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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控制法是以评估对象为抽样总体，以 95%的可靠性，

分设一定数量的样地进行实地调查，要求总体蓄积量抽样精度达到

90％以上。

（1）样方的布设，据样方布设草图及各样方之间的距离，在

现地设置样方，样方的大小视被评估对象的规格与类型确定。

（2）样方内测树或评估客体的实测，在事先设计好的实测记

录表上，记录实测数据。

（3）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方，实施 GPS定位，如果没有 GPS

定位则要记载距离明显标志物的距离。

2. 现场核查时拍摄必要的照片，展示评估对象的形象。

五、样地实测的注意事项

1. 参与实测的人员应签名；

2. 大型项目的样地实测应当有资产占有方或委托方的人员在

场，并以见证人的资格签名；

3. 注意实测项目与评估对象相吻合，不要漏项。

第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的核查报告

一、概况：说明被核查资产所在地点、资产类型、资产概况的

描述；资产占有人情况；委托方提交的资产清单简况；核查机构、

核查人员组成情况等。

二、核查依据：叙述采用的标准和各种数表。

三、核查目的：与评估目的相一致、协调。

四、核查方法：叙述核查采用的技术方法、抽查对象抽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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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因子调查方法等（如目测、实测、抽样比重、测量记录的主要

指标等）。

五、核查结论：依据被核查资产的类型、分门别类列出资产清

单及主要指标；分析评价委托方提交的清单的合格率、核查精度和

误差；确定委托方提交的清单的可信程度，确定该清单是否可作为

价格评估的基础数据。

六、参加核查人员及见证人名单，核查机构和人员签章。

七、附表，包括核查记录表、小班一览表、各种森林资产实物

量统计表。

第四章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的主要方法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以总体、森林类型或小

班为单位进行评定估算，主要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

基本方法。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应根据不同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

评估对象、评估目的，经比较论证后选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定估

算，综合确定评估标的价格。如果只能采用一种评估方法，须说明

理由。

第十四条 森林、林木

一、市场法：是以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基准日市场价或相同、

类似森林资源资产基准日市场价为基础，评定估算被评估森林资源

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包括市场价倒算法、市场成交价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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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价倒算法：是用被评估林木采伐后取得木材的市场销

售总收入，扣除木材经营所消耗的成本（含有关税费）及应得的利

润后，剩余的部分作为林木评估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P＝W-C-F ......（1）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W—销售总收入；

C—木材生产经营成本（包括采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及有关税费）；

F—木材生产经营合理利润。

2.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是将相同或类似的森林资源资产的现

行市场成交价格作为比较基础，估算拟评估森林资源资产价格的方

法。对同一评估对象应选取三个以上参照交易案例，并从评估资料、

评估参数指标等的代表性、适宜性、准确性方面，客观分析参照交

易案例，对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后，可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加权算术平均法、中位数法、众数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确定评估

结果，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所采用的方法和理由。其中简单算术平

均法计算公式为：

ibi

N

i
i GKK

N
XP  

1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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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价格评估值；

X－拟评估森林资产的实物量；

Ki－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Kbi－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物价调整系数；

Gi－第 i个参照交易案例市场交易价格；

N－参照交易案例个数。

二、收益法:包括收益现值法、收获现值法、年金资本化法。

1. 收益现值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在未来经营

期内隔年的预期收益按一定的折现率（投资收益率）折算为现值，

并累计求和得出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u

i
ni

i

r
AP

1
1)1( ......（3）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Ai—第 i年的年净收益；

u—经营周期；

r—投资收益率；

n—林分年龄。

2. 收获现值法：是利用收获表预测被评估林木资产在主伐时

净收益的折现值，扣除评估基准日后到主伐期间所支出的营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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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折现值的差额，作为被评估林木资产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

为：
















1

11 )1()1(
...)1()1( u

ni
ni

i
nu

bu
b

au
au

r
C

r
rArAAKP

......（4）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K—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Au—参照林分 u年主伐时的净收益；

Aa、Ab—参照林分第 a、b年的间伐和其它纯收益（n>a，b时，

Aa、Ab=0）；

u—经营周期；

n—林分年龄；

Ci—评估后到主伐期间的年营林生产成本；

r—投资收益率。

在林业生产实践中，间伐的成本在间伐净收益计算时扣除了，

这阶段的营林成本主要是按面积分摊的年森林管护成本（V），其

计算公式可简化为：

]
)1(
11[

)1(
...)1()1(

11 









 nunu

bu
b

au
au

rr
V

r
rArAAKP

......（5）

3.年金资本化法：是将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每年的稳定收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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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投资的收益，再按恰当的投资收益率求出资产的价格。使用

该方法以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为前提条件，其计算公式为：

r
AP 

......（6）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A—年平均纯收益；

r—投资收益率。

三、成本法：是以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重置成本为基础评定

估算其价格的方法。包括重置成本法、历史成本调整法。

1. 重置成本法：是按现时的工价及生产水平重新营造一块与

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相类似的森林资源资产所需的成本费用，作为

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n

i

in
i rCKP

1

1)1(
......（7）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K—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Ci—第 i年以现时工价及生产水平为标准的生产成本；

n—林分年龄；

r—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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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成本调整法：是以投入时的成本为基础，根据投入时

与价格鉴证评估基准日的物价指数变化情况确定被评估林木价格

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1

1
)1( 



  in

i

n

i
i r
B
BCKP

......（8）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K—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Ci—第 i年投入的实际成本；

B—价格评估基准日物价指数；

Bi—投入时的物价指数；

r—利率；

n—林分年龄。

第十五条 竹林

一、新造竹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宜采用重置成本法，也可使用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重置成本法见公式（7），市场成交价比较法见

公式（2）。

二、已投产竹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宜采用收益现值法。

1. 结构不合理的花年竹林

花年竹林即大小年不明显的竹林，花年竹林收益现值法是将收

益值分为调整期和稳产期两段进行计算。调整期应根据竹林的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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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确定，但调整期最长不应超过 6年。花年竹林永续经营条

件下的收益现值法计算公式如下：

m

m

i
i

i

rr
AI

r
AP

)1()1(1 






......（9）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m—调整期的年数；

Ai—调整期内第 i年的净收益；

AI—进入稳定期时的年净收益；

r—投资收益率。

花年竹林有限年期的收益现值法计算公式如下：

]
)1(

1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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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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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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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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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式中：

n—有限年期。

2. 结构不合理的大小年竹林

评估大小年明显的竹林，可将其看成两个以 2年为周期进行永

续经营的总体，并将其收益现值相加，再加上调整期内的收益现值。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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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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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价格评估值；

m—调整期的年数；

Ai—调整期内第 i年的净收益；

AI1—进入稳定期后大年的年净收益；

AI2—进入稳定期后小年的年净收益；

r—投资收益率。

当竹林经营为有限年期时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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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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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式中：

n—有限年期。

3. 结构合理的花年竹林

花年竹林的竹材、竹笋产量稳定，投入也稳定，其价格鉴证评

估可直接用年金资本化法，年金资本化法见公式（6）。

当竹林经营为有限年期时公式如下：

]
)1(

11[ nn rr
A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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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有限年期。

4. 结构合理的大小年竹林

大小年竹林的收入已达稳定，但大小年的收入差异明显。因此，

可看作 2年为周期的两个总体的年金相加(永续经营)。其计算公式

为：

1)1(
)1(

2
21





r

AIrAIP
......（14）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AI1—进入稳定期后大年的年净收益；

AI2—进入稳定期后小年的年净收益；

r—投资收益率。

当竹林经营为有限年期时公式如下：

]
)1(

11[]
1)1(

)1([ 2
21

nn rr
AIrAIP








......（15）

式中：

n—有限年期。

第十六条 经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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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前期经济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

产前期经济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宜选用重置成本法，在经济林

交易市场公开、活跃、发育完善的条件下，也可使用市场成交价比

较法。重置成本法见公式（7），市场成交价比较法见公式（2）。

二、初产期经济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

1. 收益现值法

初产期阶段采用收益现值法应明确该品种经济林的经济寿命，

拟评估经济林初产期和盛产期的平均产量，并分段计算。其计算公

式为：

}
)1()1(

)1(
)1(

{ 11

1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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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AI—盛产期平均年净收益；

AJ—经济寿命末经济林木材的净收益；

Ai—初产期各年的净收益；

u—经济寿命期；

n—林分的年龄；

n1—盛产期的开始年；

K—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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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投资收益率。

2.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见式(2)。

三、盛产期经济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

1. 收益现值法

盛产期是经济林资产获取收益的阶段，这一阶段产品产量高、

收益多且相对稳定。其计算公式为：

1

1

)1(
1)1( 1








 nu

nu

rr
rAIKP

......（17）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AI—盛产期内年净收益；

K—林分质量综合调整系数(见附录 1）；

u—经济寿命期；

n—林分的年龄；

r—投资收益率。

2.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见公式（2）。

四、衰产期经济林资产价格鉴证评估

衰产期经济林的产量明显下降，一年不如一年，继续经营将是

高成本低收益，甚至出现亏损，因此，应及时采伐更新。这个阶段

的经济林资产可用剩余价格法进行评估。特别是乔木树种的经济林

中，其剩余价值主要是林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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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林地

一、市场法

1.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是以具有相同或类似条件的林地的现

行市价作为比较基础，评定估算林地价格的方法。评估时应选取三

个以上与拟评估的林地条件相似的参照交易案例，并从评估资料、

评估参数指标等的代表性、适宜性、准确性方面，客观分析参照交

易案例，对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后，可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加权算术平均法、中位数法、众数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确定评估

结果，并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披露所采用的方法和理由。其中简

单算术平均法计算公式为：

ibi

N

i
i GKK

N
SP  

1 ......（18）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S－拟评估林地面积；

Ki－林地质量调整系数；

Kbi－物价指数调整系数；

Gi－参照案例的单位面积林地交易价格；

N－参照交易案例个数。

2. 林地期望价法：是以实现森林永续利用为前提，并假定每

个轮伐期林地上的收益相同，支出也相同，从无林地造林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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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将无穷多个轮伐期的净收益全部折为现值累加求和作为拟评

估林地资产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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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rA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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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式中：

P─林地期望价；

Au─林分 u年主伐时的净收益；

Aa、Ab─分别为一个轮伐期内的第 a年、第 b年间伐或其他净

收益；

Ci─各年度营林直接投资；

V─平均营林生产间接费用；

u─轮伐期；

r─投资收益率。

有限年期林地期望价法公式：

......（2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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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林地使用权期限。

3. 年金资本化法：是以实现森林永续利用为前提，且林地每

年有稳定的收益，按恰当的投资收益率求出林地资产价格的方法。

见公式（6）。

有限年期年金资本化法公式：

]
)1(

11[ nn rr
AP




......（21）

式中：

Pn—林地使用权为 n年的价格评估值；

A—年平均纯收益；

n—林地使用权期限；

r—投资收益率。

4. 林地费用价法:是用取得林地所需要的费用和把林地维持到

现在状态所需的费用来确定林地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1

1
)1()1( 



  in
n

i
i

n rCrCIP
......（22）

式中：

P—林地价格评估值；

CI—林地购置费；

Ci—林地购置后第 i年的林地改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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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林地购置年限；

r—投资收益率。

第十八条 森林景观

一、市场法

1. 市场成交价比较法：是以相同或类似森林景观资产的市场

价格作为比较基础，评定估算评估对象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ibi

N

i
i GKK

N
SP  

1 ......（23）

式中：

P－价格评估值；

S－拟评估森林景观资产的有效利用面积；

Ki－森林景观质量调整系数；

Kbi－旅游消消费水平调整系数；

Gi－参照案例的单位有效利用面积的市场价格；

N－参照交易案例个数。

2. 年金资本化法：对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年均收益相对稳定，

景观资源开发、建设和管理已日趋完善的森林景观资产的价格鉴证

评估宜选择年金资本化法。见公式（6）。

二、重置成本法

森林景观资产的重置成本包括森林和旅游设备的重置成本。

森林景观资产重置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为：

CIrCKP in
n

i
i  


 1

1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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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价格评估值；

K—森林景观质量调整系数；

Ci—第 i年的营林投入;

CI—旅游设施价格评估值；

n—林龄；

r—投资收益率。

第五章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基本要求

第十九条 执行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应当具备森

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胜任所执行

的森林资源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当执行某项特定业务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时，应当采取弥

补措施，包括聘请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相关专业机构协助工作等。

第二十条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中对森林资源资产的权属状况、自然条件、地理分布、生产经营情

况进行恰当描述。对评估范围内具有典型代表性或者经济价值高的

森林资源资产，应当进行重点描述。

第二十一条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

告中披露利用森林资源资产核查报告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专业人员应当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

中披露重大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林地使用费用支付

方法的影响、森林资源资产存在的抵押及其他权利受限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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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采用市场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1. 森林资源资产市场的市场活跃程度，市场提供足够数量可

比森林资源资产交易数据的可能性及其可靠性；

2. 森林资源所在地域的差异性对森林资源资产交易价格的影响；

3. 森林资源资产的用途和功能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4. 不同林分质量、立地等级、地利条件、交易情况等因素对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的影响。

第二十四条 采用收益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1. 森林资源结构、功能、质量、自然生长力等对收益的影响；

2. 森林资源管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财政补贴政策、采伐

制度等对收益的影响；

3. 根据森林资源资产的特点、经营类型、风险因素等相关条

件合理确定折现率；

4. 森林资源采伐方式和采伐周期对收益的影响。

第二十五条 采用成本法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时，应当考虑：

1. 森林资源培育过程的复杂性对成本的影响；

2. 森林资源经营的长期性对价值的影响；

3. 森林资源质量对价值的影响；

4. 森林资源培育技术、林地利用方式等造成的影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由中国价格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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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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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林分质量调整系数的确定

一、林分质量调整系数的主要因素

影响林分质量调整系数的因素主要有，林分生长状态因素、立

地质量因素和地利等级因素三大类。

1. 林分生长状态主要由林分的平均树高、平均胸径、单位面

积株数和单位面积蓄积、主要组成树种材积生长率等森林生物生产

力指标构成。

2. 立地质量等级通常按地位指数级、地位级或立地类型来划

分，或用林分的环境因子，如坡位、坡向、坡度、海拔、水分、土

层厚度等来确定。

3. 地利等级主要反映不同地点林地上林木的获利能力的差

别。影响立木获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森林采伐成本、集材成本、

运输成本、仓储成本、销售成本（含仓储成本），以及税金和利润

等。其中集材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变化较大的因素，是影响地利等级

的主要因素。

二、林分质量调整系数由各分项调整系数值综合确定。其计算

公式为：

K =f（K1，K2，K3，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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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林分质量调整系数；

K1、K2－林分生长状态调整系数；

K3―林分立地质量调整系数；

K4―林分地利等级调整系数。

其中：

1. 林分生长状态调整系数 K1和 K2通常以基准日林分中目的

树种的主要生长指标（如株数、树高、胸径和蓄积等）与参照林分

的生长状态指标相比较后确定。

2. 参照林分在不同的测算方法中其涵义不同，在各种成本法

的计算中参照林分是指当地同龄级的平均水平的林分；在预期收益

现值法中是各种主要成林树种的标准林分；在市价法中是指作为对

照案例的原交易的林分。

3. 在幼龄林和未成林造林地的林木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中，以

株数保存率（r）与树高两项指标确定调整 K1和 K2。

幼树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中依照树种类型等级调整 K1、K2。

当 r＞85％时，K1=1；当 r≤85％时，K1=r。

K2=评估标的林分树高/参照林分平均树高。

4. 在中龄林以上的林木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中，以单位面积蓄

积和平均胸径两项指标确定林分生长状态调整系数。

K1=评估标的林分单位面积蓄积／参照林分单位面积蓄积。

K2=评估标的林分平均胸径／参照林分平均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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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分立地质量调整系数 K3按地位指数级、地位级或立地类型

确定。

K3=评估标的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在主伐时的蓄积／参照林地

的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在主伐时的蓄积。

地利等级调整系数反映林分采、集、运的生产成本，一般按评

估标的林分与参照林分采伐的立木价（以倒算法估算）比值确定。

K4=评估林地的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在主伐时的立木价／参照

林地的立地等级的标准林分在主伐时的立木价。

5. 在经济林木价格鉴证评估中，如采用重置成本法时，K=

K1×K2；如采用其他方法时，K= K1。

K1=评估标的林分单位面积产量/参照林分单位面积产量；

K2=1-评估标的林分已收获年数/林分正常可收获总年数。



— 30 —

附录 2

森林资源资产的基础知识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定义，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

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

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一、森林资源资产是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生态系统中划分

的不同林种、不同树种组成的各类林分，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林区

植物与动物，主要成份是乔木、灌木、草本、苔鲜等。

二、森林资源资产是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结构，以森林资源为

物质财富内涵的财产。主要由林地、林木、林区野生动物和植物资

产，及森林环境资产等构成。

三、森林资源资产按照林分可以划分为针叶林、阔叶林、混交

林、灌木林、红树水浸林、生态景观林等。

四、林地资产的划分：

1. 宜林地：立地条件适宜于造林、土地利用规划列为营林土



— 31 —

地，因某种原因尚未营造林木的土地；

2. 未成林地：已经造林成功，保存率符合规定标准，尚未郁

闭成林，但造林保存率在 41%以上，切分布均匀；

3. 成林地：林木集中生长，形成乔木森林群落，连续面积大

于 1亩，林分郁闭度在 0.2以上；包括林带不少于 2行且冠幅达 10

米以上宽度。林带间距超过 30米的视为两条林带。

4. 灌木林地：林木集中生长，林木无明显主干，形成灌木林

群落，覆盖度 30%以上；

5. 疏林地：面积大于 1 亩，虽有乔木中龄以上树种，不能构

成森林群落，林分郁闭度 0.10—0.19之间；

6. 采伐迹地：林木被采伐，超过 3年无立木的林地；

7. 火烧迹地：地上林木遭森林火灾，尚未恢复森林的林地；

8. 苗圃用地：固定的林木、花卉育苗用地；

9. 其它林业用地：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各类土地、建筑物、设

施等具有林业部门权属证明的土地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林业用

地；

五、林木资产的划分：

1. 林木按其区位特征可分为：孤立木、散生木、行道树、林

木等。

2. 林分按林木的年龄阶段分为：

（1）幼苗：年龄 5年生以下，成活的幼年林木；

（2）幼树：年龄 6年生以上，有明显主干、分枝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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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龄林：造林成功，进入透光抚育阶段的林木；

（4）中龄林：进入生长抚育采伐阶段的林木；

（5）近熟林：主伐年龄前 1-2个龄级的林木；

（6）成熟林：已达主伐年龄的林木；

（7）过熟林：已超过主伐年龄 1个龄级的林木。

六、林区野生植物

是除林木以外的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资产，包括：林下药用

植物、藤本缠绕植物，寄生植物，附生植物，草本植物，活立木衍

生品等。

七、森林环境资产

是经营管理林区的山、水、土、石、地质景观，生物景观，水

体景观、温泉、溶洞，形态特异的地貌等。凡具有观赏、经营、开

发价值的环境要素，部分（景点）或整体（公园）均属于森林环境

资产。

八、优势树种（组）及冠名种类

1. 有林地、疏林地：非经济林的中龄林以上按蓄积量资产比

重确定；经济林、幼龄林、未成林造林地依株数组成比例确定。人

工林在优势树种（组）前冠以“人”字。

2．纯林：红松、水曲柳、胡桃楸、黄菠萝、椴树、山槐等珍

贵树种单一树种蓄积量（株数）占林分的 45%以上，其它树种占林

分的 65%以上为纯林，以该树种命名。

3. 混交林：两种树种以上林分，分不清树种的优势时为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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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针叶树种占 65%以上为针叶混交林；水曲柳、胡桃楸、黄菠萝、

椴树、山槐等珍贵阔叶树合计达 65%以上为珍贵阔叶混交林，一般

阔叶树种为阔叶混交林，针阔都有的为针阔混交林。

九、森林资源资产的价值结构

在资产评估中，被评估资产的价值通常只有一项，即商品交换

价值，用市场价格表示。而生物资产评估则不同，它的价值是复式

结构，价值构成不只一项，所以在评估中必须分析其价值结构，确

认其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价值构成由哪几部分组成。森林资源资

产评估的价值构成如下：

1. 被评估森林资源资产的现值：即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投入

市场交易变现的价值，其高低取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商品量与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交易价格。

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预期收益值：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属于

生物资产，其价值高低随生命发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预期收益就

是未来生长发育阶段所形成的价值带来的收益。

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增值：

增值是以现值为基数合理增加的部分，又分为：

1. 政策性增值：法律规定补偿标准要增加若干倍，评估时应

遵照执行。

2. 环境区位性增值：环境的改善能提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

价值，如交通的改善使某景点增值。

3. 生物生态性增值：生态公益林高于商品林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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