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Journal of Forestry 林业世界, 2020, 9(1), 35-3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0.91005  

文章引用: 张嘉然, 苏建兰. 中国林业碳汇期货交易市场研究综述[J]. 林业世界, 2020, 9(1): 35-39.  
DOI: 10.12677/wjf.2020.91005 

 
 

Research and Review on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Jiaran Zhang, Jianlan Su*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Dec. 21st, 2019; accepted: Jan. 3rd, 2020; published: Jan. 10th, 202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world. A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cli-
mate change, forestry carbon sink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Fac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this paper 
uses the document analysis to collat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ontent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pot market, 
and a small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futures market. In the future, 
they can further study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futures and build a forestry carbon sink future 
market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inks to promot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words 
Forestry Carbon Sink,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Research Summary 

 
 

中国林业碳汇期货交易市场研究综述 

张嘉然，苏建兰*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21日；录用日期：2020年1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1月10日 

 
 

 
摘  要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热议话题，林业碳汇作为气候变化的有效解决方案备受关注，并引起国内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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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关注与讨论。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林业碳汇市场的研究现状和内容进行整理，并

尝试提出研究新方向。目前林业碳汇市场研究主要集中在现货市场方面，另少量学者对林业碳汇期货市

场进行研究，未来可在林业碳汇期货方面深入研究，构建林业碳汇期货市场，以实现林业碳汇可持续发

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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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各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以及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随即催生了“碳汇”，尤其是 2001
年《伯恩政治协议》的签署，正式将碳汇项目纳入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能源发展

机制)项目，并限于造林再造林即林业碳汇交易。国内外学者也持续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于林业碳汇

概念提出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森林碳汇等同于林业碳汇，二者无显著区别都包括人工林交易机制[1]；
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不等同，认为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 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

从而减少大气中 CO2浓度的过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林业碳汇是通过造林再造林、森林管理与森

林经营等活动，吸收空气中 CO2 并与碳汇交易结合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具有自然和经济双重属性[2]。
并从各个视角对其进行界定，从林业碳汇作用方面，学者认为林业碳汇是指通过造林、再造林和减少毁

林、森林管理与森林经营等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以及通过森林碳汇相关管理

减缓气候变暖的活动[3]；从其实现过程角度，学者认为林业碳汇是通过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少

毁林等活动，吸收大气中的 CO2并与碳汇交易结合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经

济属性[4]，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林业碳汇定义范围；从市场机制角度，学者王冰认为林业碳汇为 CO2排放

量和森林增殖量的交易，形成了 CO2排放量和森林增殖量的市场，将这一交易的主要目标物称之为林业

碳汇[5]。本文认为学者王冰基于市场机制提出的定义较为客观。 
为了全面了解林业碳汇研究进展，本研究通过查询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运用文献分析法，

以“林业碳汇”为检索关键词，对近 30 年的文献进行整理并评述，并尝试提出研究新方向，以期为突破

目前林业碳汇现货发展瓶颈，实现林业碳汇可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支持。 

2. 林业碳汇现货市场的研究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CDM 下碳汇项目正式启动。林业碳汇的研究也在不断

深入，各个专家学者不断探索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并解决问题，并分别从林业碳汇现货市场、林业碳

汇产权、林业碳汇法律制度、林业碳汇金融以及林业碳汇交易成本方面深入研究。 

2.1. 关于林业碳汇产权的研究 

我国学者孙明轩(2017)指出我国林业碳汇产权制度不明确，市场需求量低，交易成本高的问题[6]。
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明晰了我国林业碳汇产权确定了林业碳汇产权归属，创新了附碳汇收益的林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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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实现了林业外部生态效应内部化[7] [8]。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因林业碳汇产权不明确导致我

国林业碳汇交易发展缓慢的问题。目前对于我国现有林权制度只评估树木或者林地经济价值忽略了其本

身所具有的天然价值，学者周炎青结合森林蓄积量转换法对收益净现值模型进行改进，将林权经济价值

与其生态价值童冲评估，以实现林业产业外部效应内部化[8]。 

2.2. 关于林业碳汇交易法律制度的研究 

在林业碳汇交易法律制度方面，林业碳汇市场法律及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林业碳汇市场与其他减排手

段相互竞争[9]。对此一些学者从林业碳汇交易主客体机及交易行为价格等方面构建了我国林业碳汇交易

法律制度[10]。同时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林业碳汇交易平台因缺少法律规制，致使各种法律问题产生，并造

成一系列的连环效应，认为我国应尽快构建林业碳汇交易平台法律体系、支付结算法律体系及健全行政

法律监管体系[11]，并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跨越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明确林业碳汇权法律地位，从出质

人及其责任、质权实现时间和方式以及质权登记与公示方面完善林业碳汇权质押融资法律制度[12]。各位

学者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林业碳汇交易的进行。 

2.3. 关于林业碳汇现货市场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林业碳汇市场是一种政策诱导性、需求拉动型的市场[13]。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林业对于 CDM 碳汇交易项目参与度不够[14]。对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应该主动参与国际有关 REDD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

放)问题的谈判，并建立国内林业碳汇补偿和交易机制的建议[15]。目前学者已构建出林业碳汇交易运行

机制模式图和基于林业碳汇交易的碳票市场交易模式以及林业碳汇市场运行机制，包括供求机制、价格

机制、竞争机制、融资机制、风险保障机制[16] [17] [18]。在我国发展林业碳汇上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

信息披露方面，对此学者王妍(2011)构建出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并进行具体指标设计[19]。使得我国在林业

碳汇风险评估及处理上更进一步，一定程度加速了我国林业碳汇的发展。但是目前对于参与林业碳汇项

目开发标准不一，使得能够进行林业碳汇交易的合格品较少，需要创新合理的林业碳汇发展策略[20]。 

2.4. 关于林业碳汇交易成本的研究 

在林业碳汇交易成本上，一些学者认为林业碳汇交易成本会降低《京都议定书》机制吸引力，特别

是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执行机制(JI)，并就此提出关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商与

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碳补偿交换模型，认为这种补偿交换模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1] [22]。降低林业碳汇市

场交易成本，激励各个企业主动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推动我国绿色事业的发展。 

2.5. 关于林业碳汇金融的研究 

在林业碳汇金融方面，一些学者对金融风险方面提出建议，认为防范林业碳汇交易融资风险应该建

立林业保险制度，培育国内投资主体，提高林业碳汇计量、认证技术水平，促进中介市场发展并强化信

息服务[23]。其他一些学者则相继建构出具体林业碳汇交易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提出通过发展绿色碳

金融和低碳基金等方式解决碳汇市场融资难问题，建立专业机构来增加林业碳汇经济来源，及确定林业

碳汇市场化融资机制建立重点，构建出林业碳汇市场化融资机制基本理论框架[24] [25] [26]。在融资方面

学者 Emanuele Campiglio (2016)认为因创造和分配信贷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导致银行拒绝贷款[27]。金

融制度的完善及融资机制的建立，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同时从 Emanuele Campiglio 的研究分

析，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林业碳汇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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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业碳汇期货市场的研究 

随着我国林业碳汇的发展，研究不断深入，为了更好的在林业碳汇上与发达国家接轨，拓宽我国绿

色事业的发展道路，专家学者提出了发展我国林业碳汇期货交易。在林业碳汇期货概念上，学者崔丽娟、

黄凤、贾丽等人(2015)认为林业碳汇期货是指以林业碳汇为标的标准化合约，交易的可以是林业碳汇量，

也可以是林业碳汇金融工具，投资人可以在期货合约规定的一周、一个月或一年之后进行林业碳汇期货

交割[28]。但是目前关于林业碳汇期货的研究微乎其微。 
在我国林业碳汇期货交易发展过程中，对于交易机制，学者提出碳期货期权市场的建立是我国掌控

碳定价权的重要市场机制，并有学者设定了从林业碳汇商品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到林业碳汇交易完成的

融资求机制和风险机制的林业碳汇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模式[29] [30]，而对于交易现状，郭苗苗，郭正炉

(2014)则认为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碳产品仅限于碳排放配额、自愿减排量等碳现货，由

碳期货带来的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等功能也让渡给了国外投资者[31]。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大强度挖掘林

业碳汇期货产品，作为林业碳汇期货发展基本条件，推动我国林业碳汇期货市场发展。同时在价格方面

学者认为 EUA(欧盟碳配额)期货价格对 CER(核证减排量)期货价格变动有较强的引导作用，且配额市场

供求失衡下导致 EUA 期货价格低迷以及无法有效反映市场交易情况，随着价格互动关系传递给 CER 期

货价格，进而影响项目市场碳交易，也有学者对于林业碳汇期货发展提出质疑，认为碳贷款市场可能是

林业碳市场最方便的形式而不是远期或期货市场[32]。在林业碳汇期货市场的发展上，各个学者都对于林

业碳汇逐步深入研究。 
林业碳汇期货市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我国林业碳汇期货交易市场建立和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实现我国林业碳汇资源有效配置，而且为生态文明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动我国金

融业发展。 

4.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 1997年 2月在日本京都三次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

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林业碳汇交易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多，尤其是在全球针对 CO2、CH4 等温室气体排

放的减排、限排的认识不断加强以及相关产业不断深化改革，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深入。2005 年《京都议

定书》的正式生效，加速了学者对碳汇交易的研究，碳汇交易在全球迅速兴起。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上来看，关于林业碳汇的文献研究数量相当可观，就国内外文献对比而言，国外

文献研究较为深入，研究上已完成从林业碳汇理论探索到实践上的跨越，且国内对于林业碳汇定义各学

者已提出不同视角下的观点，但未有权威方对其最终定义进行敲定；对于已经进行林业碳汇现货交易瓶

颈问题，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现货市场的法律制度、金融及交易成本等方面。对于其解决办法，林业碳汇

期货的研究(国内外研究)微乎其微，国内目前还停留在理论上分析设计林业碳汇金融产品，能够实现林业

碳汇可持续发展上，未能设计出林业碳汇金融产品，并且缺乏林业碳汇金融机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而国外目前主要集中于森林碳汇的研究上，暂未对林业碳汇期货展开研究。 
就目前已有研究内容，本文尝试提出研究扩展，以期拓展研究方向和领域。未来应当在以往研究学

者的基础上，对林业碳汇定义进行最终敲定，统一定义以便学者进行研究及林业碳汇相关人员学习；并

深化林业碳汇市场研究，突破林业碳汇现货交易困境，结合我国林业碳汇实际情况，设计出林业碳汇期

货交易产品，设计林业碳汇期货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林业碳汇期货市场保障体系，构建成我国林业碳汇

期货市场及运行机制，为我国林业碳汇期货市场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从根本上实现林业碳汇可持

续发展，推动我国气候治理的发展，加速实现我国的减排承诺，彰显我国大国形象，提高我国在世界气

候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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