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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国有林区，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10.67 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 8.37 万平方公里，森林蓄积 9.4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居我国五大

重点国有林区之首，是国家重要的固碳、储碳基地。为打造内蒙古国有林业最大碳汇储备区，大兴安岭

国有林区从 2014 年起开展林业碳汇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在核定碳减排

和碳汇交易方面有了明显突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试点工作中也凸显出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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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林

业碳汇就是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

机制反哺林业的有效方式，是

跨区域生态补偿的重要途径，兼

具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经济效

应。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作

为我国林业碳交易试点地区，充

分发挥了自身森林资源优势，抓

住林业碳汇这个亮点，打造国有

林业最大碳汇储备区，在碳汇交

易方面先行先试走在了前列。当

前内蒙古林业碳汇试点工作还存

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下一步做

好林业碳汇工作仍需进一步总结

试点经验，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力度，加快市场培育，争取更大

权益。

一、碳汇试点工作进展

情况和取得的成效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从 2014

年起开展林业碳汇开发项目试点

工作，分别在绰尔、乌尔旗汗、

根河、克一河、满归、金河等地

设了6 个 试 点。 其 中 绰 尔、 根

河、克一河、乌尔旗汗 4 个项目

已分别在国家发改委和美国 VCS

注册处备案，满归、金河 2 个项

目正在登记备案中，6 个试点单

位共计近 90 万亩，初步核定年

碳减排量约 80 万吨，核定碳减

排总量 3000 万吨以上。截至目

前，林区开发了 7 个林业碳汇项

目（根河、金河、满归碳汇造林

项目 3 个，乌尔旗汗、克一河森

林经营项目 2 个，绰尔、克一河

国际 核证 减 排 标准 VCS 项目 2

个），试 点面 积 共计 165 万亩，

年减排量 89 万吨。除此之外，

碳汇交 易实现了零的突破，绰

尔 VCS 项目成功通过“全国林业

碳汇交易试点平台”华东林业产

权 交 易所 挂 牌，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1 月对该项目的小部分碳

汇权益进行了两次签约交易，交

易总额达到 120 万元。

除此 之 外，在人 才培养方

面，通过内外部专业培训，共培

训 林区 碳汇专业 人 员 300 多人

次，取得国家 碳资产管理 师、

碳资产交易师等岗位认证 90 余

人，为林区碳汇事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 ；开展林业碳汇研究方面，

在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

的大力支持下，投资 380 万元，

与国家林科院等研究机构合作

开展了《天然次生林培育与恢复

碳汇项目方法学开发》《林区碳

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 森 林 经 营 类 碳汇 项目试 点研

究》，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

规划院取得国家级林业碳汇计量

监测资质，为开展碳汇基地建设

奠定了专业技术基础。

二、碳汇试点工作中几

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林区碳汇工作取得了一定优

势的同时 , 还受到顶层设计和政

策不完善、基础研究和投入不

足、专业机构和人才缺乏等因素

制约，成为林区碳汇工作发展亟

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一）没有构建健全的市场

体系

破解林业碳汇试点难题的几点思考

北方经济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



29

虽然内蒙 古天然林资源丰

富，但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

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进行重新修订，导致

当前林业碳汇项目和减排量应对

气候变化主管部门暂缓受理林业

碳汇 CCER 产品纳入国家自愿减

排交易体系，使得内蒙古林业碳

汇产品尚不能够进入国家碳汇交

易市场进行交易，无法释放碳汇

资源潜力。

（二）尚未开展林业配额交易

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林业

碳汇交易工作的指导意见》（2014）

55 号明确要求，积极研究林业碳

汇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关系。

一方面，要支持和鼓励林业碳汇

自愿交易项目作为抵消项目，参

与碳排放权交易 ；另一方面，要

针对森林温室气体减排量，研究

探索推进排放配额管理，参与碳

排放权交易。但从目前来看，内

蒙古这项任务尚未破题。

（三）缺乏《天然林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研究开发

目前，国家备案且适用于林

区碳汇项目方法学只有两个，即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和《森

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其开

发的条件是在幼中龄人工林中进

行，把内蒙古占绝对优势的大面

积天然林排除在碳汇产业开发之

外。因此，当前亟需开发《天然

林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以适应发展碳汇林业之需。

（四）资金不足，绿色金融

推进不够

碳汇量是随着林木生长而逐

渐积累，林木生长 5-20 年才能

充分发掘林木的碳汇潜力，林业

碳汇减排量的核查期或签发期

相应比其他领域的减排项目都要

长。致使金融机构因碳汇成本收

益时间较长，不愿先期投入大量

资金。

（五）基础研究和人才储备

薄弱

林业碳汇是一个自然过程，

不存在直接可测的数据，项目管

理和监测的复杂度较高，需要相

关专业人才长期跟踪与服务。目

前内蒙古碳汇领域专业咨询服务

机构和人才储备都较为薄弱，取

得国家碳资产管理师、碳资产交

易师等岗位认证仅有 90 余人，

林业碳汇发展提速急需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

三、对策建议

（一）提早布局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争得主动权

当前， 我们要 强化 碳 战略

思维，抓紧制定林业碳汇产业规

划，加快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与

储备，积极争取区域低碳发展试

点示范政策，努力创造第三方核

查机构（DOE）备案条件并抓紧申

报，全力做好森林碳汇计量监测

体系建设，加快组建碳资产经营

公司，提早布局林区碳市场建设。

（二）积极参与碳交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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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制定，争得话语权

从顶层设计上看，国家配额

履约体系仅针对控排企业发放，

作为增汇行业在启动全国碳市场

过程中并未直接受益，而林区在

2015 年 4 月 1 日已经全面停止了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减少因毁林

和森林退化而增加的碳储量机制

（REDD+）是联合国赋予发展中

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应对气候变

化的重要机制，REDD+ 机制对

林区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生态

补偿价值，因而要积极争取。受

方法学的限制，林区虽然碳储量

体量巨大，但能够开发成碳汇产

品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

当务之急就是开发《天然林经营

碳汇项目方法学》以及《生物质

能源林碳汇项目方法学》等，为

林区碳资产能够得到大面积、全

方位开发，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供技术支撑。

（三）加快碳资产盘查，争

得经营权

国家林业局《自然资源（森

林）资产评价技术规范》2016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发布，为实施森

林资产评估建立了国际通用、国

内统一的森林资产实物量和价值

量的科学评价体系，也为我们建

立森林资源资产库提供了依据。

建议对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功能

区碳资产进行全面盘查，通过盘

查对林区自然资源资产存量、生

态服务价值货币值、可进行碳排

放权交易的碳产品等可建立权威

数据库，摸清“家底”，为碳资

产经营和生态功能区建设决策提

供可靠依据。

（四）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开

发，争得收益权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

会议上强调，要利用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绿色股 票指数和相

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

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

策为绿色发展服务。因此，建议

自治区政府成立碳汇基金，根据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扶持林业碳

汇项目。创新碳汇基金的合作方

式，例如由政府提供担保或劣后

资金的方式进行合作，用较低的

财政支出撬动更多的民间资本 ；

或考虑以林业碳汇收益为基础开

发资产支持证券（ABS）等结构

化金融产品吸引资金。此外，可

以探索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

的期货交易，如签署订购合同预

先支付订金等措施，解决碳汇交

易收益周期长的问题。

( 五 ) 加大碳汇领域专业人

才储备，争得优先权

发 展 碳汇产业，需要科 技

支撑和人 才保证。按照国家 林

业局《全国森林经营人才培训计

划（2015—2020）》要求，要加大

碳汇领域高端领军人才的培养引

进。同时，还要加大本土人才培

养开发力度，可通过组织培训、 

政策讲解、技术指导、案例分析

等途径，有计划培训素质精良、

数量充足的有理论、懂实践、会

操作的碳交易师、碳审计师、碳

资产评估师、碳计量监测师以及

门类齐全的碳核查员。为此，要

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让

碳汇人才参与碳汇试点工作，抓

好与国内外碳资产公司和研究机

构的林业碳汇项目的合作开发，

争取早出成果，实现市场融资目

标。除此之外，还要调动碳汇人

才积极性，抓 好能力建 设和基

础研究，积极争取应对气候变化

及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加强试点

示范基地建设，在碳汇项目实践

中开发人才、培养人才和储备人

才，争得发展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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