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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企业】解析林权碳汇发展前景及相关问题

碳汇是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

氧气，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固定在植被与土壤当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
过程。

01 林业碳汇的意义

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源和
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是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如何进一步做好林场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森林生
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可以为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多空
间，是中国政府自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所以，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综合考虑森林的固碳能
力，林业碳汇的快速发展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危害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02 林业碳汇的定义



林业碳汇是指通过市场化手段参与林业资源交易，从而产生额外的经济价值，包括森林经营性碳汇和造
林碳汇两个方面。其中，森林经营性碳汇针对的是现有森林，通过森林经营手段促进林木生长，增加碳
汇。造林碳汇项目由政府、部门、企业和林权主体合作开发，政府主要发挥牵头和引导作用，林草部门
负责项目开发的组织工作，项目企业承担碳汇计量、核签、上市等工作，林权主体是收益的一方，有需
求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实施购买碳汇。

03 林业碳汇概念的发展历程

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公约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志性的
就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正式通过后，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规定了二氧化碳、甲烷等6种温室
气体减少目标。共有三种履约机制：（1）联合履行机制JI；（2）清洁发展机制（CDM）；3）排放交易
（ET）。其中CDM只限于造林项目，且只占基准年排放量的1%，此期间CDM大部分林业项目是由国家
提供，到2008年项目基本都覆盖签发了，但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多项目没有完全实现销售。2009年后
《京都议定书》有第二个履约期，因为双方未形成一致意见，导致CDM所有项目在2008年以后处于停滞
阶段。这是联合国首次将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作为公约提到了桌面上。

04 我国“林业碳汇”快速发展

2021年8月2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
》，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将达到57%，
湿地保护率达到55%，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例将超过18%。到2035年
，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升，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明显增加，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实牢固。提高森林覆盖面积是实现“碳中和”
的重要依据，一是碳减排，二是增加碳汇，即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次国家继续提高森林覆盖率，
有利于加快林业碳汇发展。

从国际背景看，林业碳汇发展未来具有高确定性。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的主要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
的23.7%，加快森林覆盖率将有助于达到全球平均气温1.5°C的目标；另一方面，我国明确2030年碳达峰
、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时间差仅30年，对比欧盟（相差60年），中国碳中和时间紧迫，森林减排迫在
眉睫。

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1%，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
均水平的1/4，总体森林资源相对不足，这也导致了我们的森林资源匮乏，所以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
绿化面积中，中国的贡献（占25%以上），且随着碳汇市场的完善，林业发展有望增速。

05 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1、国内目前尚无天然林碳汇项目方法学。尽管许多的天然林在投资障碍、制度障碍、技术障碍、生态障
碍、社会障碍等证明不存在林业碳汇所要求的“额外性”，但因为无相关的核算方法学，所以尚且不能
开展碳汇交易。

2、国内市场的活力不足，尚未建立全国自愿减排机制。从2017年3月开始，国家已经暂停对CCER项目、
方法学等相关备案申请，至今仍未启动，这严重的影响了国内林业碳汇交易的规模和数量。目前全国的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只有电力行业纳入强制减排市场，其他行业没有强制减排任务；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只允许配额交易，尚未启动抵消机制，这造成了除试点省市以为碳汇市场交易活力不强。

3、开展林业碳汇交易没有可参照的法律依据。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起草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
例（草案）》，目前尚未通过。2019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目前尚未通过。2021年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会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
出台。因此，林业碳汇交易方式、交易规则、交易风险管理、交易争议处理等一系列事务“无法可依”
，制约林业碳汇交易发展。

4、碳金融行业仍处在探索初创阶段，林业碳汇人才匮乏。目前市场上开发的碳资源资产质押、碳债券等
碳金融创新产品数量少、规模小、服务不成熟，碳金融与碳市场目前尚未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局面
。同时，林区从上到下的碳汇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在试点林业局，许多林业碳汇交易项目几乎是花钱外
包做下来的，整个林区能做项目设计文件的人才屈指可数。

06 林业碳汇市场空间广阔

根据相关机构计算，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的蓄积量，平均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且土
地是2005年2月16日以来的无林地，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均可纳入CCER市场进行交易。2019/2030/2035年
森林积蓄量相较2005年分别增加51.04/60/85.44亿立方米，以CCER价格30元/吨进行计算，林业碳汇项目市
场潜在价值为2802-4691亿元。由此可见林业碳汇作为“金汤匙”含金量之高。未来碳成本将不断增加，
小企业没有资金节能减排的改造，从而逐步退出市场。因此，目前保有大量林地资源以及成熟林业碳汇
开发团队的企业将最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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