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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磐安生态资源本底较好，林业碳汇发展前景广阔。基于磐安县林业碳汇现状，本文对其潜力及发展情况

进行分析，指出当前磐安林业碳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积极开展森林资源增汇、继续加强森林保护

稳汇和逐步探索价值转化促汇三个方面提出了下一步磐安林业碳汇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和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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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an has a good background in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in Pan’an Count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potential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in Pan’an.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for the next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sink in Pan’an forestry we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actively carrying out forest resource expansion,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forest 
protection and stable carbon sink, and gradually exploring value conversion and promotion of 
carbon sink,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elping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other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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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正前所未有地影响着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 
[2]，这对人类健康和日常生活都会产生较大影响[3]。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减少人类活动碳排放、增加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减缓全球增温趋势，已经成为全球共识[4] [5]。当前，林业碳汇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

用已受到全球高度重视[6] [7]，通过增加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质量增加全球碳汇、吸收工业二氧化碳排放，

减缓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主要途径[8] [9]。因此，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理、森林

保护等活动增加林业碳汇更加具有主动作为空间。 
磐安是生态大县，天然氧吧，素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是钱塘江、瓯江、曹娥江、灵江

四大水系的共同发源地，是天台山、括苍山、仙霞岭、四明山等山脉的发脉处，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国家生态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10]。磐安是典型的山区县，在浙

江山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目前对于碳汇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层面，对于县域层面林业碳汇如何发

展方面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立足磐安县林业碳汇现状，分析其发展潜力，并针对从目前发展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发挥磐安林业碳汇在实现“双碳”战略行动中的先行示范作用，为浙

江省第一批低碳试点县创建贡献林业力量，同时以期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为其他地区林业碳汇发

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林业碳汇概况 

2.1. 林业碳储量与碳汇量概况 

1) 森林植被碳储量。根据 2022 年度林草湿数据与第三次国土调查对接融合成果数据分析，2022 年

磐安县全域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371.3453 万 tC，其中：乔木林碳储量 327.3461 万 tC；竹林碳储量 39.3044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4.1310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海清 等 
 

 

DOI: 10.12677/ije.2024.131002 16 世界生态学 
 

万 tC；灌木林碳储量 3.9375 万 tC；其他林地碳储量 0.7573 万 tC。 
2) 森林植被碳汇量。根据 2021 年和 2022 年度林草湿数据与第三次国土调查对接融合成果数据分析，

2022 年磐安县全域森林植被碳汇量为 45.5383 万 tCO2e，其中：乔木林碳汇量 37.8740 万 tCO2e，竹林碳

汇量 5.4970 万 tCO2e，灌木林碳汇量 1.8998 万 tCO2e，其他林地碳汇量 0.2675 万 tCO2e，森林植被碳排

放为 0.3736 万 tCO2e。 

2.2. 森林植被固碳潜力评估 

1) 基线情景。在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情况下，至 2035 年，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620.9392 万 tC，其中：

乔木林碳储量为 478.8806 万 tC，单位面积碳储量达到 64.6306 tC/公顷；竹林碳储量为 110.2199 万 tC；
灌木林碳储量为 28.6352 万 tC；其他林地碳储量为 3.2035 万 tC。森林植被碳汇量为 49.9356 万 tCO2e/年，

其中：乔木林碳汇量为 42.2414 万 tCO2e/年，单位面积碳汇量为 5.7009 tCO2e /公顷；竹林碳汇量为 5.4970
万 tCO2e/年；灌木林碳汇量为 1.8998 万 tCO2e/年；其他林地碳汇量为 0.2974 万 tCO2e/年。 

2) 项目情景。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情况下，至 2035 年，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849.4834 万 tC，其中：乔

木林碳储量为 625.3142 万 tC，单位面积碳储量达到 84.3936 tC/公顷；竹林碳储量为 191.6119 万 tC；灌

木林碳储量为 28.6352 万 tC；其他林地碳储量为 3.9221 万 tC。 
森林植被碳汇量为 133.0512 万 tCO2e/年，其中：乔木林碳汇量为 118.8253 万 tCO2e/年，单位面积碳

汇量为 11.2765 tCO2e/公顷；竹林碳汇量为 11.8061 万 tCO2e/年；灌木林碳汇量为 1.8998 万 tCO2e/年；其

他林地碳汇量为 0.5200 万 tCO2e/年。 
3) 固碳潜力分析。对两种情景下的固碳潜力进行对比分析，相比没任何项目活动的情况西，有项目

活动碳储量及年碳汇量均比较大，说明磐安县林业碳汇潜力较大，按地类分，其中乔木林的固碳潜力最

大，其次为竹林，其他林地最小。这主要是由于乔木林的分布面积最大，单位固碳能力最强，其他林地

面积最小，单位固碳能力最弱。对于现存乔木林，项目情景的重点任务为森林经营，项目情景相对于基

线情景的固碳能力略有提升；对于其他林地，由于经营面积较小，项目情景的固碳潜力提升效果较弱。 

3. 林业碳汇发展现状 

3.1. 碳汇本底资源丰富 

磐安素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拥有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盘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浙江磐安七仙湖省级湿地公园、磐安大盘山省级森林公园、大盘山省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长期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不懈抓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工作，努力构建“城在林中、

居在林中、人在林中、城市与森林相互交融”的城乡森林生态体系。2022 年，磐安县森林覆盖率达 76.83%，

森林蓄积量 757.6084 万立方米，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371.3453 万 tC，县域负氧离子平均值 3567 个/立方厘

米。 

3.2. 党政领导高度重视 

磐安县高度重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2021 年 5 月，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双牵头，专门成立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局)，并明确碳达峰碳中和 6 + 1 领域责任分工，启动碳达峰碳中和相关

研究谋划工作。磐安县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于 2021 年获得了浙江省第一批低碳试点县。县政

府积极组织编制了《磐安县低碳试点县建设方案》并于 2021 年底印发实施，更好地指导磐安县碳汇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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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碳汇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磐安县不断加强林地保护利用管理，严格落实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加强公益林和天然

林保护，优化公益林布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持续推进国土扩绿增绿，积极开展各项生态修

复和国土绿化工作，实施了平原绿化、珍贵彩色健康森林、“百万亩”造林、“千万亩”提质、森林抚

育、松材线虫病除治、“一村万树”、古树名木保护、国家级森林城市创建等一系列工程，全县林业碳

汇能力得到不断提升。特别是打造的森林康养、古树名木保护品牌，不但有效提升了磐安生态产品供给

服务价值，还得到了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其经验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典型参考。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绿化发展空间不足 

磐安是典型的山区县，建设空间规模小，绿化空间不大，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76.83%，宜林、宜

绿地段较少。近年来，随着“百万亩”造林、城区绿化造林、一村万树等一系列国土绿化提升工程实施，

全县林地绿化率(林地内森林面积占比)已达到高位，增绿扩绿后劲有限，生态绿化发展空间不足，绿化造

林成本越来越高。在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各类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用地需求也不

断挤压林地空间。 

4.2. 森林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磐安县森林纯林多、混交林少，针叶林多、阔叶林少，全县针叶林面积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48.61%；

杉木、马尾松等林分占比较大，整体森林林分结构、林龄结构、树种结构不合理。全县森林覆盖率和林

木绿化率虽较高，但森林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4.3. 资源保护形势依旧严峻 

磐安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磐安县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列为松材线虫病疫区，目前全县乔木林中优势树种为松木类面积占乔木林总面积的 24.56%，松材线虫病

防控压力较大。再加上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情况时有发生，森林火灾风险较大，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仍

需进一步加强。 

4.4. 碳汇基础支撑能力有待加强 

目前浙江省在市县层级没有形成系统的碳汇核算评价方法与年度监测架构。建立浙江特色的碳汇计

量模型参数体系还有待突破。对湿地碳汇、木质林产品碳汇，以及林业碳汇增汇减排关键技术与应用的

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同时省内各部门、各单位的碳达峰行动方案仍在制定当中，形成全省完整体系尚需

时日。 

4.5. 林业碳汇交易机制尚不成熟 

我国实行碳排放自愿减排交易，碳排放主体自愿购买碳汇的积极性不高。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和交易

具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和偏高的交易成本，开展的林业碳汇项目以政府推动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有待调动提高。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不够健全，林业碳汇与碳排放配额价格协调机制尚未建立。林业

碳汇交易政策体系不完善，缺少碳减排交易鼓励机制。林业碳汇交易的社会认知度不高，社会参与度低。

同时，林业碳汇产品开发与管理能力还亟待加强，开发碳金融产品经验不够丰富，碳汇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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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业碳汇发展对策和建议 

5.1. 积极开展森林资源增汇 

一是通过开展科学绿化造林，有效增加绿地面积。在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基础上，围绕林业重

点工程，积极开展造林绿化工作，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确保各类迹地及时造林更新的同时，推广种植高

固碳树种，增强生态系统功能，提高森林碳汇能力。二是开展森林抚育和低质低效林及各类林地绿地质

量提升。通过开展科学森林经营，采取间伐修枝、择伐改造、补植套种、割灌除草等人工措施，加强中

幼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调整林分密度、树种组成，引导形成复层、混交、异龄林；加强近成过熟林退

化修复工作，对未成林造林地、低质低效林等进行封育，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固碳能力。 

5.2. 继续加强森林保护稳汇 

一是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全面加强资源保护、林地使用和森林采伐管理，减少碳库损失。全面

推行林长制，持续加强森林资源督查执法监管，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和森林碳汇目标考核评价，

切实巩固林业碳汇建设成果，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促进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严格林地用途管制，实

施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强化林地定额调控。继续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强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有

效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二是构建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森林防火机制，加大重点区域森林

防火能力建设，使森林火灾预警监测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8‰以内，重大森林

火灾得到有效控制。三是以“监测预警网络化、检疫执法规范化、防治服务社会化”为抓手，建立健全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和宣传体系，强化林业灾害防控，重点抓好松材线虫病和美国白蛾的防控工作，

确保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5.3‰以下。 

5.3. 逐步探索价值转化促汇 

推进多元生态保护补偿模式，积极探索将林业碳汇纳入生态保护补偿范畴，因地制宜出台引导性政

策和激励约束措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巩固提升林业碳汇能力，促进绿色发展。推进林业碳汇建设、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工程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完善地方居民参与方式，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

的积极性。探索碳汇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化购买等价林业碳汇进行补偿，巩固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加强林业碳汇产品开发，探索建立更符合碳中和目标需求的林业碳汇产品培育、

开发机制。探索构建林业碳汇产品供给，以及使用林业碳汇产品进行自愿减排的激励机制，努力打造林

业碳汇交易储备资源库。积极推动将具有生态、社会等多种效益的林业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纳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6. 结语 

县域层面发展林业碳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2022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

文章通过测算了磐安县碳储量现状，对其固碳潜力进行了评估，并立足林业碳汇发展现状，指出了当前

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林业碳汇建设的发展对策，以期为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贡献力量，同时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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