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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喻永红*的《退耕还林可持续性--基于重庆万州
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万州区的实地微观调研数据，
从定量评价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和政策实施的可持续
性两个层面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研究主要利用样本区的农户和城市家庭的选择
实验调查数据，从环境受益者的支付意愿（WTP）角
度定量评估了退耕还林的环境价值及政策的收益-成
本效率。本研究利用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主要从农
户收益改善角度和补贴期后的农户态度进行定量分析 和评价。
关于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本研究利用
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主要从农户收益改善角度和补
贴期后的农户态度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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