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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各种煤炭化工企业、建筑业、畜牧业、交

通运输业以及人生产生活各方面均离不开碳的排放。我国对于碳控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到二零三零年

碳污染物排放量指标达到顶峰，二零六零年实现碳中和。林业碳汇是将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开发为

可交易变现的碳资产。这是中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并被广泛认定为是节能减排的最经济、

有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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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warm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All kinds of coal chemical enterpris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imal husbandr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re inseparable from carbon emissions. 
The overall goal of China’s carbon control policy is to reach the peak of carbon pollutant emissions 
by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20. Forestry carbon sink is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rees to absorb carbon dioxide into tradable carbon assets. This is China’s main means to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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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t present, and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 and effective 
ways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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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生产生活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但目前，全球由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已

经达到了地球生态系统中对碳的最大吸收能力，此时也就是不中和或者不平衡。我国碳中和的总体目标

是在未来的四十多年之中，使超临界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逐步减少，降低至与地球生态系统中对二氧化

碳的最大吸收能力相平衡的一个状态，即碳中和。简单来说，就是自己生产生活过程中排放出来的碳，

自己要想办法再吸收回去。我国目前的碳排放量占全世界的 28%，总量大约等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碳排

放的总和，基于我国国情和人口基数，实现碳中和的任务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发展绿色能源

行业是大趋势。 
碳汇，一般指从大气环境中排除二氧化碳的流程、活动方式或制度，但主要是指森林中吸纳或贮存

了大量二氧化碳的能力。林业碳汇是人类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所增加的森林碳汇，以林木为载体，运用林

木的固碳能力，经过植树造林、维护和修复林木植物等活动，吸附并固定了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碳，进

而减少二氧化碳含量的过程、活动及机理。林业碳汇产品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路

径，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尝试。 

2.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林业碳汇的尝试与发展 

2.1. 林业碳汇相关概念 

《联合国国际气候框架公约》中“碳汇”的概念为“从大气环境中排除二氧化碳等温室废气的途径、

行为以及机理”。与此相对的，从自然大气条件中排出二氧化碳等高温气体的途径、行为以及机理，即

所谓“碳源”。为便于计算，人们通常将上述高温气体折算为超临界二氧化碳，而折算后的排放量单位

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当量。 
林业碳汇项目的实施需要严格按照项目方法学，同时具有额外的，并根据国家政策与法律加以的评

估和确认，才有机会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与对林业碳汇项目的确认，从而才可以完成碳汇项目。 

2.2. 林业碳汇的交易方式及优势 

林业碳汇交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交易方式，当项目获得国家减排总量确认后，可以在碳交易所

公开买卖或者交割，主要作为重点排污单位的履约和对相关组织机构进行碳中和或者碳补贴；二是预售，

在工程项目备案期间，购买各方均可签订认购协议，并交纳了预收款，而在此以后，当工程项目取得了

减排量确认以后，工程业主将核证减排量付款给工程项目买方[1]。 
林业碳汇的两大优势：一是森林固碳效果很突出。因为森林是陆地生态体系中较大的“储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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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科学家估计，树木储藏着世界上大约 80%的陆上碳储备和约 40%的地下碳储备。同时，科学研

究也证实，树木每成长约一立方米，就能够吸附约 1.83 吨二氧化碳，经过植树造林、再造林以及森林管

护，尽量减少毁林等行为可以有效地降低大气环境中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储量，是促进国家达到减排目标

的关键动力。二是林业碳汇的开源式增汇。与节能减排所谓的“节流”有所不同，森林碳汇指森林植被

经过光合作用吸附二氧化碳、排出空气，并把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碳稳定在植被体和泥土中，从而形成

的碳汇增汇现象，是间接减排，但对于解决节能减排所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保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3. 林业碳汇的开发与尝试 

以下均为林业碳汇项目的第一批尝试者，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统一经营，大获成功。这为林业碳

汇项目后续的壮大与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2.3.1. 浙江省安吉县：竹林碳汇 
如何在竹海跨越困境，安吉始终都在寻找。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厅颁布《有关整体准确全方位落实新发展观抓好碳

达峰碳中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确定把国际碳汇交易作为国家的碳排放权益贸易，并建立健全真正

反映国际碳汇价格的国家保护补贴制度。随后，中国国务院林草局等十部门共同发布了《有关加快推进

竹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引导全国各地建立竹林产品碳汇交易网络平台，并进行碳汇交易试验。 
安吉县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浙江北部一个极其具有发展特色的生态县，有“中国第一竹乡”“中

国竹地板之都”的美誉，森林资源丰富，其中竹林面积约 7.0 万公顷毛竹林面积约 5.5 万公顷，占竹林面

积的 78.57%，立竹量 1.71 亿株，是当地最重要的适生竹种[2]。 
自二零一零年开始，由安吉县政府和浙江农业大学竹林碳汇重点实验室等组织合作，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国际毛竹林的碳通量监测体系。通量塔分别在不同高度配备了二氧化碳感应器、风湿度传感器等，

对毛竹林进行全天候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观测，得出试验林每亩平均净碳汇功能为 1.6 万吨。安吉县政

府将农民分散经营的 5425 亩山毛竹林资产全部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在两山竹林碳汇收储交换管理中

心收储后分别支付了两次款项，一次是三年期的山竹林碳汇收储资金 27.55 亿元，另一次是山竹林碳汇

出售后的反哺贷款 1.99 亿元[3]。 

2.3.2. 福建省蒋乐县常口村：中国“碳票”第一村 
碳票，是指以森林生长量增量为计算基数，并按照传统计量方式折算后形成的碳低耗量，在通过国

家森林管理机构、地方生态环保部门核对后，以“票”的形式出具给林地产权人。如今，在“双碳”政

策的大环境下，我国的企业被设置属于自己的且有一定限度的碳排放配额，超出最大限额时，企业就需

要拿钱来购买碳票平衡自己的碳排放指标。 
几十年来，常口村走出了一条独具常口特色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存的乡村振兴之路。常口村经

营的山林帮助吸收二氧化碳这件事能够卖钱！村里的“空气”能够卖钱！碳票可以卖钱！福建通海镍业

科技有限公司便以 4.0845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 2723 吨碳减排量，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吨 10 元

的价格收储 1 万吨碳减排量。常口村民通过“打包空气卖钱”，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福建省蒋乐县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便是编号为“0000001”碳票的拥有者，常口村就是通过这样一张

张碳票，一次次的生态改革，才成为如今的“碳票”第一村。以张林顺在自家林地的这张碳票为例，该

碳票涉及 3197 亩生态公益林，在过去五年里，监测期的碳减排量为 12723 吨[4]。 
二零一九年，常口村村财收入已达 122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为 2.3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

现脱贫摘帽[5]。如今的上海碳汇交易市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截止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

海市碳交易所的统一成交价位是 60.38 万元/吨，而根据如今的物价趋势和价格提升，常口村的碳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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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常口人已经将村里的空气化为了可提升、可买卖、可质押的有价资产。 

2.4. 林业碳汇的发展与长远意义 

2.4.1. “双碳”目标下林业碳汇的发展 
随着中国碳市场的完善、“双碳”措施的进一步实施和森林碳汇政策的实施，林业碳汇建设取得较

好进展。当前的中国林业，碳汇贸易方式大致分三类：一是依靠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相互抵消方式的森林

碳汇项目；二是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体系(CCER)下的林业碳汇项目中，它也可作为与国家碳贸易项目排

放企业合同履约的抵消条件使用；三是另外的林业碳汇贸易投资项目。尽管林业碳汇种类很多，但林业

碳汇金融市场的成交并不活跃、且成交规模较小、成交比较散乱。 
国家力争到二零二五年，我国的林木覆盖率将超过 24.1%、林木蓄积量将超过 190 亿立方米，按照

第七次国家森林资源监测抽查的结果，中国目前林木蓄积量将达到 137 亿立方米。由于目前我国总体森

林质量不高，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森林质量提升有着巨

大空间，可进一步通过碳汇市场化机制设计，激励营林主体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和固碳能力，为加快实现

国家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更多的理论成果[6]。 
碳中和不是简单的多种树、少开车。要实现碳中和就要淘汰掉那些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老牌

工业化企业，进而选拔出一些高效、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新型现代化制造业。换言之，就是用环保的尺

子量出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产业，这才是碳中和最终意义。 

2.4.2. 国内外“双碳”目标的长远意义 
从国内来看，“双碳”目标的宣示加快推进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整准确地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一般认为，气候

行动主要是指化石能源、钢铁火电等工业生产的减排问题[7] [8]，由于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

最大、最丰富、最具系统性的碳库，基于森林固碳而开展的林业碳汇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被提上议程。具体来说，林业碳汇是通过人类活动增加森林的固碳储能，与工业减排不同的是，它是以

生态保护与林农(实施主体)得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具，是“碳去除”进而“碳中和”的重要

途径[9]。 
从国际上看，“双碳”目标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国

担当，提高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扩大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提升了中

国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3. 结论与展望 

1) 碳中和是一种经济范畴，是贯穿中国未来 40 年的国策。林业碳汇是经济有效的碳中和方法之一。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考虑，我国林业碳汇仅在试点地区、林地资源比较富集和当地政府较为关注我国林业

碳汇经济发展的地区才有一些交易活动。 
2) 目前看来，还没有全国性市场，仍需研究林业碳汇市场化运行机制，完善林业碳汇生态补偿制度，

尤其需要探讨在林业碳汇项目与我国碳交易背景下，推进林业碳汇产品纳入国家统一的碳市场交易，强

化林业碳汇金融路径理论与实践研究，健全林业碳汇产业为核心的产业扶持政策[10]，加强林业碳汇产品

价值实现的保障机制和林业碳汇的市场运作、定价与投融资体制的建设以及促进林业碳汇生态价值实现

与林木资源低碳化使用有关的市场化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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