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ICS
CCS

23
黑 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 23/T XXXX—2024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起草单位：黑龙江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

联 系 人 ： 石艳丽

联系电话：13766819793

电子邮箱:615982052@qq.com

2024- XX - XX 发布 2024 - XX - XX 实施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23/T XXXX—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2

5 技术方法 ............................................................................. 2

6 数据核查 ............................................................................ 11

7 数据统计汇总 ........................................................................ 12

8 成果报告与归档 ...................................................................... 12

附录 A（规范性） 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经济指标采集表 ................................... 13

附录 B（规范性） 黑龙江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休系成果表 ........................... 19

附件 1 全省森林资源经济价值均质区域划分表 .............................................22

参考文献 .............................................................................. 23

I



DB 23/T XXXX—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艳丽、于桂滨、刘媛媛、马振东、潘明哲、孙佳岩、关国锋、杨胜涛、

李慧丽、姜奎志、毕诗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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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依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试行稿）》（自然资源部权益司），阐

述了黑龙江省行政区范围内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建设的目的任务、内容指标、工作方法和

成果等内容，并提出具体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黑龙江省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建设工作及黑龙江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清查工作中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经济价值估算。

注：黑龙江省集体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经济价值估算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DB23/T 870 市县林区商品林主要树种出材率表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LY/T 1812 林地分类

LY/T 2908 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资源资产

指在现有认识水平和科技条件下，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通过交易或经营利用，能够或预

期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资产属性的森林资源。

3.2

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信号

能够直接反映或用于评估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的指标，如政府公示价、交易价、流转价以

及经营收益与成本等。

3.3

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均质区域

指水文、地貌、土壤、地理区位、森林资源状况、森林植被、经营状况等因素基本一致的资

源清查区域；

3.4

森林资源资产清查均质区域价格

以价格信号为基础，按照特定程序和方法计算得到的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各均质区域的平

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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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

根据资产价格信号，建立省级估算森林资源资产的价格修正系数与相应的资产价格。

3.6

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

是指对均质区域林地和林木平均价格进行修正后的林地和林木价格。

3.7

经济价值估算

使用森林资源资产清查价格或取得成本测算对应资源资产经济价值的计算过程。

4 总则

4.1 目的与任务

4.1.1 目的

建立科学、可行的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省级价格体系，满足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经济价值估算的

需求，对全省森林资源价格水平总体把控、指导和综合平衡。

4.1.2 任务

a. 以国家划分的均质区为基础，通过计算“细划均质区调整系数”，将国家均质区价格修

正到细划后的8个均质区。

b. 计算省级调整系数，建立省级修正体系，将细划后均质区价格修正到各个县（市、区），

得出县级林地、林木平均价格，建立黑龙江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省级价格体系。

c. 选取30%县（市、区）作为样本，收集价格信号，测算各个样本林地、林木价格，对已建

立的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清查省级价格体系进行验证。

4.2 工作流程

a. 收集不同林木样本的林木价格、造林成本、苗木成本、经营成本、材种出材率、税费以

及林地租林地收益等相关价格信号。

b. 对收集的价格信号进行异常值剔除，对价格信号不充足的地区进行资料补充。

c. 进行均质区平均价格测算，制定省林价格调整系数，建立省级林地、林木价格体系。

d. 数据核查。

e. 统计汇总。

f. 成果报告与归档。

5 技术方法

5.1 基础数据收集及处理

5.1.1 选取样点采集县

以省级均质区域为单位，按照每个均质区域选取不低于30%样本县的原则，选择样本县，收集

林地、林木价格信号。

5.1.2 数据资料的获取途径

各项采集数据的来源主要有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林场、自然保

护地管理机构、森工公司、农垦公司、森林（木材）经营者、木材（林产品）收购市场及加工厂、

公共流转平台、地方年鉴等。

5.1.3 数据资料的采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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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采集技术参数、经济指标、林地流转价格及林木交易价格，主要有：

a. 已公布的林地出租、作价出资入股及流转价格，林木作价出资入股、林木及经济林产品

价格；

b. 近 5 年林地出租、作价出资入股及流转价格，林木作价出资入股、林木和经济林产品产

量及销售价格；

c. 营造林成本、伐区设计费、木材采运成本、经济林产品采摘运输成本、销售税费、林业

生产投资收益率、木材生产利润率等；

d. 各立地类型区（亚区）各树种生长率和出材率、材积表、生长过程表、林分生长模型、

收获预测表等林业数表。

5.1.3.2 森林资源技术参数及经济指标采集表（详见附录 A）

a. 林地林木流转价格数据采集表

b. 平均木材价格收集表

c. 森林主伐时主要林分调查因子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d. 营林生产成本采集表

e. 能源林相关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和经济林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f. 经济林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5.1.4 价格信号数据处理

5.1.4.1 数据整理分析

对森林资源价格信号数据，分类进行数据整理分析，通过K-S检验判断本次采集的价格信号属

于近似正态分布的数据。

5.1.4.2 采用“三倍标准差”剔除异常值数据

选择三倍标准差法进行价格信号异常值剔除。本方法适用于样本是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

的数据，认为95%以上的数据集中在均值上下3个标准差的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的极大或极小值

属异常值，需进行剔除。

5.2 测算省级均质区域平均价

全省森林资源经济价值均质区域划分表见附件 1

5.2.1 均质区域平均价包括：

a. 林地单位面积平均价：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的林地平均价。

b. 林木单位面积平均价：不同优势树种用材林分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

熟林）3 个龄组的单位面积林木平均价；不同优势树种经济林分产前期和初产期以上 2 个生产阶

段单位面积平均价；能源林单位面积平均价。在用材林中选 3～5 种优势树种；经济林选 2 种优势

树种；能源林 2 种优势树种。森林分类执行 LY/T 1812 的相关规定。详见下表（表 1）。

表 1 森林分类表

商品林
用材林

幼龄林

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经济林 产前期 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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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益林价格参照商品林的价格进行测算，地类为种植园用地的国有林木的价格参照地类

为林地的林木价格。

5.2.2 测算省级均质区域平均价方法

方法一

（1）林地价格测算采用林地流转价修正法、收益还原法和林地期望价法，详见表 2。

表 2 林地价格测算方法适用对象一览表

林地流转价修正法 可收集交易样本数量充足的区域

收益还原法 林地地租可获取

林地期望价法 林地地租不可获取

a. 林地流转价修正法

将林地流转交易时的价格，剔除异常值数据后，通过期日修正、年期修正从而测算林地价格

的一种方法。

计算公式：

yton EEE=E  （1）

ott /RR=E （1-1）

KY = [1 − 1/(1 + p)n]/[1 − 1/(1 + p)m] （1-2）

式中：

En——林地使用权为n年的评估值；

E0——交易时点林地价格；

Kt——期日修正系数；

Ky——年期修正系数；

Rt——待估时点平均流转价格；

R0——样点时点平均流转价格；

m——交易案例的使用年限；

n——最长林地使用年限；

p——林地收益还原率。

b. 收益还原法

将待估林地未来各期正常年地租，以适当的还原率还原，从而测算林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计算公式：

�� =
A
P
× 1 − 1

(1+P)n
（2）

式中：

En——林地使用权为 n 年的评估值；

A ——年地租；

初产期

盛产期

衰产期

能源林 ------- 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公益林
防护林 ------- 乔木林地、灌木林地

特种用途林 ------- 乔木林地、灌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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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林地使用权期限；

p —— 收益还原率。

注：确定收益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林地收益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

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可根据林业生产所遇到的灾

害性天气、病虫害、森林火灾，以及测算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林地市场等状况对

其影响程度而确定。

用材林林地收益还原率取4%，包含了安全利率2%和风险调整值（风险及数值包括造林失败风

险0.25%，火灾风险0.15%，人为灾害0.45%，病虫害及其他自然灾害1.15%）。

经济林林地收益还原率为用材林林地收益还原率加上4%的特殊风险利率，合计取8%。
c. 林地期望价法

以实现森林永续利用为前提，从无林地或有林地开始，将多个生产经营周期（轮伐期）末的

净收益（已扣除林产品生产成本、税费、合理的经营利润）全部折为现值累加求和，并按有限期

折为现值，作为林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计算公式：

E = Au− �=1
� ��×(1+P)u−i+1�
(1+P)u−1

− V
P
× 1 − 1

(1+P)n
（3）

式中：

E——林地评估值；

Au——林产品收获时的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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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林地使用权期限；

p——收益还原率。

（2）林木价格测算主要方法包括：林木交易价修正法、市场价倒算法、收获现值法、重置成

本法，详见表 3。

表 3 林木价格测算方法适用对象一览表

林木交易价修正法 可收集交易样本数量充足的区域

市场价倒算法 用材林（成熟林、过熟林）

收获现值法
用材林（中龄林、近熟林）、经济林（初产期、盛产期、衰产期）、能

源林

重置成本法 经济林（产前期）、用材林（幼龄林）

a. 林木交易价修正法

计算公式：

En = EO × Kt × Kd （4）

式中：

En——林木所有权价值；

E0——交易时点林木流转价格；

Kt——期日修正系数，是指清查时点木材平均价格与案例时点木材平均价格比较；

Kd——林木修正系数，是指能够影响林木价值的主要特性因子，例如：用材林、经济林的平

均产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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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场价倒算法

� = � − � − � − � （5）
式中：

E——林木评估值；

W——木材销售总收入；

C——木材生产经营成本；

F——木材生产经营利润；

D——木材价格包含的林地地租。

c. 收获现值法

a) 用材林

E = Au
(1+P)(u−n)

− V
P
× 1 − 1

(1+P)(u−n)
（6）

式中：

E——林木评估值；

Au——林分主伐时的净收益；

u——用材林主伐年龄；

n——估算对象现实林分年龄；

V——年管护费；

p——收益还原率。

)经济林

�� =
A
P× 1− 1

(1+P)u
（7）

式中：

Eu——林木评估值；

A——年均纯收益；

u——经济寿命周期；

p——收益还原率。

d. 重置成本法

�� = �× �=1
� ��× 1+� �−�−1� （8）

式中：

En——林木评估值；

K——综合调整系数（取1）；

Ci——第i年以现时工价和生产水平为标准的营林生产成本（不含地租）；

p——收益还原率；

n——估算对象现实林分年龄。

方法二：

对无法收集到基础资料或基础资料不完整的市、县、区，通过计算“省级均质区调整系数”，

将国家均质区价格修正到省级均质区价格。（注：“省级均质区调整系数”计算方式与省级林地、

林木价格调整系数的计算方法相同，把细划后的均质区类比做一个县即可。）

5.3 设置省级价格调整系数

根据资产评估行业经验，可比案例单项调整幅度不应超过20%，林地综合调整幅度不应超过

30%，同林种、同林龄林木价格修正不超过30%，参照以上经验值确定省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和省

级林木调整系数的区间为0.7～1.3。

5.3.1 省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林地主要调整因素为木材平均价格调整系数（Ws）、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调整系数（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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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熟林平均树高调整系数（Hs），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能体现区域林木经济市场水平，林地

的生产力水平；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能体现林木的产量水平；成熟林平均树高能体现林木收获

时的林地生产力水平。因此根据以上因素确定省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Es）

SSSS H×M×W=E （9）

式中：

ES——省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WS——省级木材平均价格调整系数；

MS——省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调整系数；

HS——省级成熟林平均树高调整系数。

Y1S1S /WW=W （9-1）

式中：

WS1——县级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县级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通过市场数据采集剔除异常

值数据后加权平均获得）；

WY1——均质区域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均质区域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通过样点采集县的

市场数据采集剔除异常值数据后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MM=M （9-2）

式中：

MS1——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是通过县级成熟林图斑面积

与图斑单位面积蓄积量加权平均得到）；

MY1——均质区域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均质区域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是通过均质区域成

熟林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蓄积量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HH=H （9-3）

式中：

HS1——县级成熟林平均树高（县级成熟林平均树高通过县级成熟林图斑面积与成熟林树高加

权平均得到）；

HY1——均质区域成熟林平均树高（均质区域成熟林平均树高通过均质区域成熟林图斑面积与

成熟林树高加权平均得到）。

5.3.2 设置省级林木调整系数

设置省级林木调整系数的目的是通过已有价格的某种优势树种扩展求算未知的某一种目标树

种的价格，各类林木具体的调整系数计算如下：

5.3.2.1 用材林林木

a. 幼龄林林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测算

幼龄林林木调整因素为主要树种的造林成本、平均树高和单位面积株数。因此省级幼龄林林

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Ls）由目标树种造林成本调整系数（Cs）、平均树高调整系数（Hs）、单

位面积株数调整系数（Ns）综合确定。

SSSS N×H×C=L （10）

式中：

LS——省级幼龄林林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

CS——省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调整系数；

HS——省级目标树种平均树高调整系数；

NS——省级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调整系数（造林株数达到或者大于合格标准株数时，调整

系数取最高值1）。

Y1S1S /CC=C （10-1）

式中：

CS1——县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县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通过市场数据采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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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造林成本（均质区域目标树种造林成本通过样点采集县市场数据采

集获得）。

Y1S1S /HH=H （10-2）

式中：

HS1——县级幼龄林平均树高（县级幼龄林平均树高通过县级幼龄林图斑面积与幼龄林树高加

权平均得到）；

HY1——均质区域幼龄林平均树高（均质区域幼龄林平均树高通过均质区域幼龄林图斑面积与

幼龄林树高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NN=N （10-3）

式中：

NS1——县级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县级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通过县级目标树种图斑面积

与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加权平均得到）；

N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通过均质区域目标

树种图斑面积与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加权平均得到）；

b. 中龄林以上林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测算

中龄林以上林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为目标树种木材平均价格调整系数（Ws）、单位面积蓄积

量（Ms）和平均胸径调整系数（Ds），木材平均价格越高，收益越高，体现了林木产值也越高，

单位面积蓄积量越高林木质量越好，平均胸径越大林木质量越好。因此确定以上三个调整系数作

为省级林木调整系数（Fs）。

SSSS D×M×W=F （11）

式中：

FS——省级林木目标树种调整系数；

WS——省级目标树种木材平均价格调整系数；

MS——省级单位面积蓄积量调整系数；

DS——省级目标树种平均胸径调整系数。

Y1S1S /WW=W （11-1）

式中：

WS1——县级目标树种木材平均价格（县级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通过市场数据采集获得）；

W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木材平均价格（均质区域主要树种木材平均价格通过样点采集县的

市场数据采集剔除不合理因素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MM=M （11-2）

式中：

MS1——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通过县级成熟林图斑面积与

成熟林蓄积量加权平均得到）；

MY1——均质区域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均质区域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通过均质区域成熟

林图斑面积与成熟林蓄积量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DD=D （11-3）

式中：

DS1——县级目标树种平均胸径（县级目标树种平均胸径通过县级目标树种图斑面积与目标树

种胸径加权平方平均得到）；

D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平均胸径（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平均胸径通过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图斑

面积与目标树种平均胸径加权平均得到）。

5.3.2.2 经济林林木

a.产前期经济林林木调整系数

主要调整因素为主要经济树种的造林成本、单位面积株数和平均树高，因此省级产前期经济

林林木调整系数（JS）由目标树种造林成本调整系数（CS）、平均树高（冠幅）调整系数（HS）、

单位面积株数调整系数（NS）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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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 N×H×C=J （12）

式中：

JS——省级产前期经济林林木调整系数；

CS——省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调整系数；

HS——省级目标树种平均树高调整系数；

NS——省级单位面积株数调整系数。

Y1S1S /CC=C （12-1）

式中：

CS1——县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县级目标树种造林成本通过市场数据采集获得）；

C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造林成本（均质区域目标树种造林成本通过样点采集县市场数据采

集获得）。

Y1S1S /HH=H （12-2）

式中：

HS1——县级目标树种平均树高（冠幅）（县级目标树种平均树高是通过县级目标树种图斑面

积与图斑平均树高（冠幅）加权平均得到）；

H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平均树高（冠幅）（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平均树高是通过均质区域目

标树种图斑面积与图斑平均树高（冠幅）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NN=N （12-3）
式中：

NS1——县级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县级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通过县级目标树种图斑面积

与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加权平均得到）；

N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通过均质区域主要

树种图斑面积与目标树种单位面积株数加权平均得到）。

b.初产期以上经济林林木调整系数

林木主要调整因素为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和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初产期以上省级经

济林林木调整系数（KS）由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调整系数（WS）、单位面积产量调整系

数（VS）综合确定。

SSS V×W=K （13）

式中：

KS——初产期以上省级经济林林木调整系数；

WS——省级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调整系数；

VS——省级单位面积产量调整系数。

Y1S1S /WW=W （13-1）

式中：

WS1——县级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县级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通过市场数据

采集获得）；

W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均质区域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平均价格通过

样点采集县的市场数据采集剔除不合理因素加权平均得到）。

Y1S1S /BB=V （13-2）

式中：

BS1——县级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县级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是通

过县级目标树种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得到）；

BY1——均质区域目标树种经济林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单位面积产量是通过

均质区域目标树种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得到）。

5.3.2.3 能源林

能源林主要调整因素为能源林产品平均价格和单位面积产量，因此省级能源林调整系数（RS）

由主要能源林产品平均价格调整系数（RS1）、单位面积产量调整系数（RS2）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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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S1S R×R=R （14）

式中：

RS——能源林调整系数；

RS1——省级主要能源林产品平均价格调整系数；

RS2——省级单位面积产量调整系数。

Y3S3S1 /WW=R （14-1）

式中：

WS3——县级目标树种产品平均价格（县级目标树种产品平均价格通过市场数据采集获得）；

WY3——均质区域目标树种产品平均价格（均质区域目标树种产品平均价格通过样点采集县市

场数据采集获得）。

Y2S2S2 /BB=R （14-2）

式中：

BS2——县级目标能源林树种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县级主要能源林树种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是通

过县级目标能源林树种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得到）；

BY2——均质区域目标能源林树种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均质区域目标能源林树种单位面积产量

是通过均质区域目标能源林树种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得到）。

5.4 制定省级价格修正体系

5.4.1 总体思路

a. 根据均质区域林地、林木平均价，以及省级调整系数，对均质区域内各市县平均价格进

行修正。林地地价修正为区域范围内每个县（市、区）的乔木林地、灌木林地、竹林地、其他林

地的平均价。林木按林种细化为用材林（5～10种主要树种）、经济林（3～5种主要树种）、能源

林（2～3种主要树种）的林木平均价。

b. 制定县级修正体系，指导地方开展县级单位图斑价格测算。

5.4.2 技术流程

（1）根据均质区域林地平均价，用林地省级调整系数，修正到均质区域内各县（市、区）林

地平均价。

（2）根据均质区域用材林林木、经济林、竹林、能源林单位面积平均价，用林木省级调整系

数，修正到均质区域内用材林、经济林、竹林、能源林的主要树种林木平均价。

（3）制定县级修正体系。将县（市、区）林地平均价修正到图斑林地平均价，设置如下修正

办法：

a. 设置县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根据均质区域林地、林木平均价，以及省级调整系数，对均质区域内各市县林地主要调整因

素为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调整系数（EX2）和成熟林平均树高调整系数（EX3），成熟林单位面

积蓄积量越高林地生产力越高，成熟林平均树高越高林地质量越好。根据以上两个调整系数，确

定县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EX）的数值。

��=��2 × ��3 （15）

式中：

EX——县级林地价格调整系数；

EX2——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调整系数；

EX3——县级成熟林平均树高调整系数。

��2 = ��1/��1 （15-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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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1——图斑单位面积蓄积量（通过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获取）；

MX1——县级成熟林单位面积蓄积量（通过县级成熟林图斑面积与图斑单位面积蓄积量加权平

均得到）。

��3 = ��1/��1 （15-2）
式中：

HT1——图斑成熟林平均树高（通过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获取）；

HX1——县级成熟林平均树高（通过县级成熟林图斑面积与成熟林树高加权平均得到）。

b. 将图斑树种归并至省级主要树种，归并的原则为特性类似、价值相近、利用方式相近。

c. 根据资产价格测算总修正系数不超过30%的原则，确定图斑林地价格调整系数的区间为

0.7～1.3。

5.5 县级单位子图斑价格估算

在省级价格体系控制下，各县根据具体情况，可选择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县级清查经济价

值估算：

方法一：已完成县级单位子图斑价格测算的地区，可根据实物量清查数据，及树种归并原则

将图斑内除主要树种外的其他树种，调整归并至主要树种，利用图斑林地、林木价乘以对应图斑

面积，加总得到县域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量，逐级汇总得到省级和全国森林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总

量。

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各图斑林地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图斑面积

县域林木经济价值=∑各图斑林木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图斑面积

县级森林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县域林木经济价值

方法二：已完成省级价格体系建设，未开展完成县级图斑价格测算的地区，可根据实物量清

查数据，将县内除主要树种外的其他树种，调整归并至主要树种，利用县林地、林木平均价乘以

对应面积，加总得到县域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量，逐级汇总得到省级和全国森林资源资产的经济价

值总量。

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县域林地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面积

县域林木经济价值=县域林木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面积

县级森林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县域林木经济价值

方法三：未完成省级价格系统建设的地区，可根据实物量清查数据，将县域范围内除均质区

域优势树种外的其他树种，调整归并至优势树种，利用均质区域林地、林木平均价乘以对应面积，

加总得到县域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量，逐级汇总得到省级和全国森林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总量。

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均质区域林地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面积

县域林木经济价值=均质区域林木平均价×县域清查范围面积

县级森林资源资产经济价值=县域林地经济价值+县域林木经济价值

6 数据核查

6.1 对基础资料的检查

对直接使用的基础性数据及资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权威性。因为有相应职能的部门对外正式公布或经过第三方技术审查后的成果数据。

（2）全面性。应覆盖全部估算单元，或经合理的技术处理后能够覆盖全部估算单元。

（3）规范性。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4）现势性。应具有良好的现势性，数据时点与估算时点一致或者接近，或者具备可修正到

估算时点的必备条件。

6.2 对估算过程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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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全民所有森林资源清查价格内涵的界定、估算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关键参数的测定进

行全面检查，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清查价格内涵的界定。依据本次经济价值估算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检查对本次估算的资

产量内涵的界定是否清晰、准确，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2）估算方法的选择。选择的估算方法应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果精度，并能够与基础资料完备

情况相匹配，在本次估算工作中具有整体较好的可操作性。

（3）关键参数的测定。参数的取值和测算应符合相关技术规程，用于测算参数的数据应客观

合理，测算过程应完整、规范。

7 数据统计汇总

黑龙江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成果表，详见附录B

8 成果报告与归档

8.1 成果内容要求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成果包括数据汇总表、数据集类非空间数据和报告类文档数据。

8.2 成果文件命名

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成果文件命名规则如下：

1) 空间数据

——内容：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成果表；

——格式：*.SHP；
——命名：“行政区划代码”+“表格名称”+“.SHP”；

2) 非空间数据

——内容：森林价格体系成果表；

——格式：*.DB；+“表格名称”

——命名：“行政区划代码”+“表格名称”+“.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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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经济指标采集表

A.1 林地林木流转价格数据采集表

林地林木流转价格数据采集表

样本编号： 采集县（市）： 采集时间：

林地位置：县（市、区）乡镇（场）村 林地所有权人

流转前林地使用权人 流转后林地使用权人

地类 林种 林班 小班

面积（公顷） 主要树种
林地使用期

（年）

终止日期

（年/月/日）

流转时间 流转方式 流转用途

林地

流转费用

支付方式

支付金额（元）

林木流转费用（元）

林地使用到期后地上物处置方式

备注

注：

a. 林地流转方式包括转让、出租、入股及其他方式；

b. 支付方式包括流转时一次性支付、采伐时一次性支付、逐年支付以及其他方式，逐年支付包括年租

金固定、年租金按常数递增或递减、年租金按一定比率递增或递减等多种情形，要备注；

c. 林地使用到期后地上物处置方式：林地所有者无偿收回、有偿收回、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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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林木经济数据采集表

A.2.1用材林

A.2.1.1平均木材价格采集表

样本编号： 采集县（市）：

单位：元/立方米

年度

树种 1 树种 2 …… 备注

规格材 非规格材 规格材 非规格材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

注：

a. 数值为县域平均值。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可填写在备注栏；

b. 木材价格为交货地点的原木价格；

c. 树种1、树种2指具体树种名称，例如：杉木、马尾松；（不少于3种树种）

d. 采集的树种应覆盖均质区域主要树种，可以扩展。

e. 树种出材率执行DB23/T 870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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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 森林主伐时主要林分调查因子及相关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样本编号： 采集县（市）： 采伐方式： 年度：

项目 指标 单位 树种 1 树种 2 树种 3 备注

主伐时主要
林分调查因
子

面积 公顷

年龄 年

小班蓄积量 立方米

小班出材量 立方米

平均胸径 厘米

平均树高 米

公顷株数 株

主伐时技术
经济指标

木材生产成本
合计 元/立方米

采伐造材成本 元/立方米

集材距离 千米

集材成本 元/立方米

运输距离 千米

运输成本 元/立方米

伐区设计费 元/立方米

其他费用 元/立方米

木材生产经营
利润 元/立方米

主伐时支付的
地租 元/公顷/年

林地使用年限 年

注：

a. 采伐方式分为皆伐、择伐、渐伐三种；

b. “主伐年龄”栏，执行 GB/T26424相关规定。

c. 木材生产成本包括采伐、造材、集材、运输及其他各项成本合计，不能细分的可以直接填报合计数；

d. 采伐年度是指最近五年，即分别 2020 年、2019 年、2018 年、2017 年、2016 年填写该表；

e. 集材距离是指伐区至木材堆积区域的距离；运输距离指木材堆积区域到原木交货地点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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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 营林生产成本采集表

营林生产成本采集表

样本编号： 采集县（市）： 营林生产年度：

营林作业项目 单位 树种 1 树种 2 …… 备注

第一年造林
和抚育成本

第一年成本合计 元/公顷

林地准备费 元/公顷

苗木费 元/公顷

种植费 元/公顷

施肥成本 元/公顷

抚育成本 元/公顷

其他成本 元/公顷

第二年抚育成本 元/公顷

第三年抚育成本 元/公顷

第四年抚育成本 元/公顷

第五年抚育成本 元/公顷

年管护费 元/公顷

注：

a. 林地准备费包括整地、劈杂、挖穴等费用，苗木费在备注栏注明苗木单价和造林密度，施肥成本包括

肥料费和人工费；

b. 抚育成本在备注栏说明每年抚育次数、抚育作业内容、每次抚育成本，在备注栏说明；

c. 年管护费是指管理、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各项费用按年均分摊的平均费用；

d. 其他成本是指除上述作业项目外发生的费用，在备注栏说明其他费用的作业内容；

e. 营林生产年度是指最近五年，即分别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填写该表；

f. 第一年无分项成本，可直接填写成本合计数。

g.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可填写在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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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能源林

能源林相关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样本编号： 能源林品种： 营林生产年度： 采集县（市）：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采伐产量 千克/公顷

产品价格 元/千克

采伐成本 元/公顷

运输成本 元/公顷

其他费用 元/立方米

采伐周期 年

年管护费 元/公顷

年地租 元/公顷/年

林地使用年限 年

注：

a. 产品价格为交货地点的价格；

b. 采伐产量为近 3年单位面积平均产量；

c.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可填写在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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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经济林

经济林技术经济指标采集表
样本编号： 采集县（市）：

经济林品种： 采集时间：

序号 经济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各产期年龄范围

产前期 年

初产期 年

盛产期 年

衰产前 年

2 经济林产品平均产量

初产期 千克/公顷

盛产期 千克/公顷

衰产前 千克/公顷

3 年培育成本

第一年 元/公顷

产前期 元/公顷

初产期 元/公顷

盛产期 元/公顷

衰产前 元/公顷

4 收获成本
采摘成本 元/千克

其他费用 元/千克

5 林产品价格 元/千克

6 年地租 元/公顷/年

7 林地使用年限 年

注：

d. 经济林产期范围按第 年至 年填写

e. 年地租若一次性支付或其他支付方式，请在备注栏提供支付方式和金额；

f. 经济林产品价格为交货地点的价格；

g. 经济林产品平均产量为近3年单位面积平均产量；

h. 年培育成本包含施肥、深翻抚育、除草、病虫害防治、修剪、管护成本。

i.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可填写在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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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黑龙江省全民所有森林资源资产价格体系成果表

表 B.1 省级森林均质区域属性结构描述表

资产清查标识码 要素代码 国家级均质区代码 所在省份行政代码 所在省份行政名称 县级行政代码 县级行政名称 区域扩展代码

1 2 3 4 5 6 7 8

注：

a.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填表。行政代码执行GB/T 2260相关规定。

b. 国家级均质区域代码编制规则，G+省级行政代码+01 开始的顺序码，如 G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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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省级价格体系林地扩展属性结构描述表

资产清查标识码 县级行政代码 县级行政名称 用地类型名称 县级林地平均价 备注

1 2 3 4 5 6

注：

a.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填表。

b. 用地类型包括乔木林地、灌木经济林地、一般灌木林地、其他林地5类。

c. 具体情况，可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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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省级林地均质区域林木扩展属性结构描述表

资产清查标识码 县级行政代码 县级行政名称 林种 省级价格体系优势树种 产期 起源 龄组 省级价格体系林木价格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

a. 以县级行政辖区为单位填表。序号5-9填报条件为：当林种为经济林时，序号5、6为必填；当林种为用材林时，序号5、7、8为必填。

b. 龄组分别填写幼龄林（对应代码1）、中林龄（对应代码2）、近熟林（对应代码3）、成熟林（对应代码4）；产期填写分为产前期（对应代码1）和产果期（对应代码2、3、

4），执行LY/T 2908相关规定。

c. 具体情况，可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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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表一 全省森林资源经济价值均质区域划分表

均质区域 县（市、区）

大兴安岭北部伊勒呼里

山

立地类型亚区

呼玛县、漠河市、塔河县、呼中区、新林区、加格达奇区、松岭区共 7个县（市、区）

小兴安岭北坡立地类型

亚区
爱辉区、逊克县、孙吴县、汤旺县、嘉荫县、萝北县以及鹤岗市区共 7个县（市、区）

小兴安岭南坡立地类型

亚区

嫩江市、五大连池市、北安市、铁力市、丰林县、南岔县、大箐山县、巴彦县、木兰县、

通河县、汤原县、海伦市、庆安县、绥棱县、讷河市、克东县、克山县以及伊春市区共

18 个县（市、区）

长白山北部张广才岭西

坡立地类型亚区
阿城区、宾县、五常市、方正县、尚志市、延寿县共 6个县（市、区）

长白山北部张广才岭东

坡立地类型亚区

穆棱市、海林市、东宁市、林口县、绥芬河市、宁安市以及牡丹江市区共 7个县（市、

区）

长白山北部完达山立地

类型亚区

佳木斯郊区、依兰县、桦川县、桦南县、鸡东县、密山市、虎林市、宝清县、集贤县、

饶河县、友谊县、勃利县以及鸡西市区、双鸭山市区、七台河市区共 15 个县（市、区）

松嫩平原立地类型区

呼兰区、双城区、拜泉县、富裕县、甘南县、龙江县、泰来县、依安县、杜蒙县、林甸

县、肇源县、肇州县、北林区、安达市、兰西县、明水县、青冈县、望奎县、肇东市、

哈尔滨市区、齐齐哈尔市区、大庆市区共 22 个县（市、区）

三江平原立地类型区 抚远市、富锦市、同江市、绥滨县共 4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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