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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业碳汇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旨在通过人类有目的性的造林和森林经营等活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经济价值的机制和过程，在我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过程有着重

要作用。本文旨在基于我国双碳目标，从“摸家底-促发展”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首先，

介绍了碳汇经济的概念，并分析了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内在要求。其次，分析研究了国内外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

再次，结合我国森林资源禀赋，从政策制度、创新技术、优化市场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策略。最后，提出

了我国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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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

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fully utiliz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

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ole of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as a new emerging econo

my, which aims to absorb and fix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rough purposeful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alizes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economic value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

omoting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afforestation, and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China's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

ation economy based on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and promoti

ng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concep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is introduced, and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

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are analyzed. Second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the develop

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 Thirdly, based on China's forest resource

endow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from policy syst

em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market optimization.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st

ry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nomy are proposed.

Keywords: Forestry carbon sink; Carbon sink economy; Carbon sink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Carbon sink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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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候变化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重大课题。森林碳汇

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兼具“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属性的最经济的解决方案，不仅是我国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其它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抓手，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和普遍关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高质量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

研究成为当前热点。本文旨在探讨我国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策

略与政策建议，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双碳

目标如期实现。同时对我国开展林业碳汇经济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林业碳汇经济的概念和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

必要性

1.1林业碳汇经济的概念

林业碳汇经济是指通过人类有目的性的植树造林和森

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实现森

林生态系统价值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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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展林业碳汇经济的内在要求

(1)林业碳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经。森林作

为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储存着大量的有机碳。有研究

表明[1]，2010-2020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 10亿~1

5亿吨二氧化碳，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大力推进植树造林、退

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2014-2018年森林资源报

告显示，我国森林面积 220.45万平方千米，森林植被总生物

量 188.02亿吨，总碳储量 91.86亿吨。同时，森林生态系统

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性价比最高的固碳方式，林业碳汇

具有比其它减排方式更高效和更经济的特点，已成为很多国

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经[3]。

(2)林业碳汇经济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

的重要手段。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讲，碳排放领域存在较为

突出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利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能有效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进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

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1年 7月，全国

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市，标志着全球最大的碳排放配额（CE

A）交易市场启动；2023 年 2月，北京绿色交易所作为国

家级绿色交易所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标志着 CCER 交易

市场即将重启。

（3）发展林业碳汇是国家自主贡献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向世界宣告了国家自主贡献（NDC），

力争 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年实现碳中和。

碳汇经济既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

要手段[4]，也是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控制碳排放总量，确保

《巴黎协定》和国家规划中相关目标如期完成的有力保障[7]。

因此，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展碳汇经济

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二、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

2.1国内外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碳汇经济发展受到了国内外政府和企业的高度

重视,正在加大投入，推动碳汇经济的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挑战。森林碳汇作为陆上最大的碳库，是碳汇经济的

主要领域之一。林业碳汇具备“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重优势，世界各国不断推出新的林业碳汇项目；世界主

要经济体，包括欧盟、美国、中国等，建立了相关的碳交易

机制和市场，林业碳汇市场已经逐渐成熟；“恢复性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通过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以达到

碳汇目的新型林业碳汇项目被广泛关注和不断涌现，林业碳

汇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碳信用、碳税、碳补偿等，这些政策

为林业碳汇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碳汇激励政策的不

断完善，促进了林业碳汇的发展； 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 27次缔约方大会提出，进一步明确国际合

作方式，推进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及时运行，这标志着，为实

现更大规模碳交易，国际林业碳汇合作不断加强。

2.2国内外林业碳汇经济发展趋势

我国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

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8]，

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机制，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提

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未

来中长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9]。

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把林业发展作为

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并承诺到 2030 年森林积蓄

量较 2005年增加 60亿 m3[6]，同时发布了一系列增汇目标。

未来我国将高度重视在森林和红树林等碳汇项目的开发和

市场发展，推动生态碳汇发展和强化森林固碳功能，这已成

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

选择。

林业碳汇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内 CCER

市场重新启动及国际碳市场机制逐渐成熟，林业碳汇经济将

获得长足发展。

三、我国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策略

林业碳汇经济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政策制定、创新技术、

优化市场等方面。

3.1政策制定方面

3.1.1完善立法体系，深化制度改革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林业碳汇市场的良好发展

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在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框架下，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颁布兼具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生

态修改保护修复、贴息贷款、税收豁免、生态损害补偿、林

权改革、林权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

3.1.2加大政策引导，提高项目开发积极性

国家层面，需要建立碳汇部际联动机制，联合研究制定

完整有效的林业碳汇政策；地方层面，积极落实国家碳汇政

策的同时，发布相关政策保障林业碳汇项目健康发展。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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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产品产权的归属、碳汇利益的分配、碳汇流转方式等方

面的制度不成熟，资本方及其他参与主体，对林业碳汇项目

收益的不确定性较谨慎，抱有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要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制度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林

业碳汇项目的开发，同时进行相关的政策引导以及交易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

3.1.3加强宣传推广，提高社会认知和公众参与度

加强对林业碳汇交易的宣传推广，为林业碳汇经济健康

发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利用传统媒体、互联网新媒体等宣

传阵地，提高社会认知和公众参与度及林业碳汇经济价值的

公认度。

3.2创新技术方面

3.2.1开展基础研究，开发林业碳汇方法学

碳汇造林、森林经营等碳汇项目的计量、监测、测绘技

术是林业碳汇经济的基础，但目前的 CCER方法学中的《碳

汇造林项目方法学》《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等缺乏推

广使用价值和应用场景，难以满足当前工作需求，需安排专

项资金，组织有实力、有条件的科研单位和高校，完善或更

新相应方法学。加强我国主要造林乔木树种生长模型、生物

量模型和碳计量参数研究，并建立相关数据库[10]，以满足大

规模发展林业碳汇项目的需求。

3.2.2摸清森林碳汇量，提高森林固碳能力

深入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摸清底数，基于林分结构

筛选优势树种进行科学经营、精准经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

固碳能力。

3.2.3构建林业碳汇项目库，定期开展评价

根据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构建林业碳汇项目评价指标体

系，使用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林业碳汇项目，择优纳入项目库，

并实行分级经营管理。同时定期开展项目评价，实现动态分

级经营管理，科学、高效按区域、分类别组建项目库。

3.3优化市场方面

3.3.1完善森林补偿机制和保险产品

2017年以来，CCER项目已停止备案，同时碳信用减排

量交易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尚未形成，需

要采用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林业碳汇项目价值。林业碳汇项目

开发周期长、风险大，需要通过开发林业碳汇项目保险产品，

提高经营主体开发积极性，降低项目开发风险。

3.3.2完善林权机制，制定科学的交易制度

完善林权结构，为林业碳汇项目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

创造有利条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交易制度，

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对于准备时间长、交易成本高的项目，

简化交易流程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国家在交易制度方面

制定标准化的合同，高交易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风

险。

3.3.3健全碳交易市场，提高林业碳汇经营水平

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机制和制度，实现碳市场价格发现

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激励重点控排企业通过购买林业

碳汇实现履约；倡导重大活动等通过购买林业碳汇实现碳中

和。

四、我国林业碳汇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4.1政策制定方面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制度机制，支持造林、森林经营

和林分更新，支持开发固碳优势明显的林业碳汇项目，并引

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林业碳汇项目的投入；优化碳交易履约机

制，适度提高林业碳汇项目核证减排量用于控排企业履约的

比例；制定有利于提高林业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用制度保

障促进林业碳汇的发展；开发林业碳汇经营项目保险产品，

提高经营主体开发积极性，降低项目开发风险；建设林业碳

汇项目库，梳理林业碳汇资源，跟踪林业碳汇项目进度，持

续开展林业碳汇项目效果评价；重点开发一批质量高、示范

性强、可持续的林业碳汇项目，带动林业碳汇高质量发展；

积极组织国家级碳汇开发试点示范基地，促进形成符合国情

的碳汇经济发展策略。

4.2创新技术方面

基于立地条件，按树种、以自然保护区为单元，开展实

地调查监测，建立并维护全国统一的林木生长方程库，为制

定科学的森林经营管理措施、评价经营成效和生态成效提供

技术支撑，同时也为森林生态系统蓄积量、生物量和碳储量

的科学预估提供科学基础；完善并更新不同树种的生物量方

程和相关参数，提高碳汇量监测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准确

性；基于碳汇造林、森林经营碳汇方法学，开发创新林业 C

CER项目方法学，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开发风险；加大资金

投入，研发森林生态系统保育、修复和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技

术，优化林分结构，提高林分质量；提升林业碳汇项目数字

化水平，数字化赋能林业碳汇发展。

4.3优化市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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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林权工作机制，利用金融手段促进林业集约化

经营、科学化抚育、规模化交易，提高经营效益，降低经营

成本；优化林业碳汇项目商业模式，制定全国统一的制式商

业文书、服务标准，管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风险，提高项目

开发交易效率，降低开发交易成本；优化林业碳汇项目的营

商环境，引导林业碳汇项目有序开发，实施 CCER项目审定、

核证、注册、交易绿色通道制度；加强市、县级林业碳汇计

量监测人才培养，推动省级与国家级碳交易人才培养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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