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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碳汇量市场经济化机制初探
　王玺婧１，侯　斌２　

（１．北京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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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兴安岭林区全面禁伐背景下，文章分析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林业碳汇补偿的局限性，并

基于大兴安岭地区构建碳汇经济的ＳＷＯＴ分析，提出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碳汇量市场经济化机制，以确保林区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为林区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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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兴安岭林区是中国面积最大、国有林最集中、生态地

位最重要的森林生态功能区和木材资源战略储备基地，在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国家长远木材供给等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多年的高强度采伐，大小兴

安岭森林资源破坏严重，采伐抚育失调。为了增加木材战略

储备、修复林区生态环境，黑龙江省自２０１４年４月起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但禁伐将使经过几十年不断调整和

完善、围绕林木产品开发所形成的林业产业面临急剧萎缩的

困境。为确保林区社会经济在禁伐背景下能够可持续发展，
迫切需要进行林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因此，基于林

业碳汇的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研究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

机制，是破解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资源保护与开发矛盾的

突破口，实现林区碳汇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１　生态补偿机制与林业碳汇

１．１　生态补偿机制及森林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

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

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

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１］。目前，我国生态补

偿措施主要有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 （草）工程、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等。森林生态补偿即对森

林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进行补偿［２］。由于森林的生态效益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

很强的公共物品。若要解决森林碳汇的外部性问题，最好的

途径是通过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来实现。

１．２　林业碳汇为森林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提供了可能

森林是陆地最 大 的 生 态 系 统，陆 地 生 态 系 统 中５７％的

碳都储藏在 森 林 中 ［３］。林 业 碳 汇 是 生 态 服 务 的 重 要 功 能，
碳汇的交易机制证明了森林的生态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实

现价值补偿，从而使得具有很强外部性特征的森林生态效益

通过交易实现内部化，为社会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森林通过

市场机制找到了除政府以外的买家，这为生态补偿的市场化

提供了有效的启示，有效促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化，
可进一步改进现有的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建立长期有效的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

１．３　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林业碳汇补偿的

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

时，也存在诸多局限性方面，特别是林业碳汇补偿。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来源渠

道单一。仅依靠中央及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难以形成良性的

激励机制，以碳汇交易为主的市场化补偿机制结合政府补偿

的方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标准偏低，与森林的生态价值与市场价值不匹配。最后，
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单一。对于不同的碳汇林实行单

一的补偿标准，既 不 能 体 现 其 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中 的 生 态 价

值，也有违公平原则。

２　大兴安岭地区实施碳汇经济ＳＷＯＴ分析

利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中四个方面的不同指标，对研究

区进行评分如下图。

ＳＷＯＴ战略对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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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实施碳汇经济ＳＷＯＴ评价要素矩阵表

项目 权重 分值 加权评分

内部关键因素

优势

丰富的森林资源 ０．３　 ４　 １．２

政策支持 ０．２　 ３．８　 ０．７６

森林碳汇试点初见成效 ０．１　 ３．８　 ０．３８

劣势
森林资源质量不高 ０．２ －３ －０．６

森林资源管理模式不合理 ０．２ －３ －０．６

综合 １　 １．１４

外部关键因素

机遇

天保工程二期 ０．２　 ３．６　 ０．７２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０．２　 ３．８　 ０．７６

大小兴安岭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规划 ０．１　 ３．６　 ０．３６

挑战

森林碳汇项目国内外竞争 ０．１ －３．０ －０．３

缺乏专业技术和人才 ０．２ －３．２ －０．６４

缺乏森林碳汇交易平台及相关法律 ０．２ －３．８ －０．７６

综合 １　 ０．１４

　　通 过 评 价 分 析，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实 施 碳 汇 经 济ＳＷＯＴ
评 价 最 后 得 出 的 战 略 坐 标 值 为 （１．１４，０．１４）。由 上 表 对

比 可 知，该 地 区 属 于 实 力－开 拓 型 战 略 区 域，研 究 区 内

所 拥 有 丰 富 森 林 资 源 是 实 施 碳 汇 经 济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和

动 力。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实 施 碳 汇 经 济 的 主 要 难 点 和 问 题 集

中 在 森 林 资 源 质 量 不 高，资 源 管 理 模 式 不 合 理，缺 乏 专

业 技 术、人 才、法 律 和 交 易 平 台 的 支 持，为 此，需 要 改

善 森 林 资 源 管 理 水 平，加 强 人 才 和 技 术 支 持，综 合 提 高

森 林 资 源 质 量，保 障 森 林 资 源 的 可 持 续 经 营，并 把 握 好

加 入 全 国 统 一 碳 交 易 市 场 体 系 的 机 会，更 加 有 效 地 发 挥

发 展 森 林 碳 汇 经 济 的 潜 力，助 力 林 区 森 林 碳 汇 经 济 的 后

发 赶 超。

３　碳汇量市场化机制框架

３．１　碳汇量市场化分类

在国内外的碳交易市场中，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可作为交易产品进入交易体系，但并非所有森林、林地都可

以开发出可交易的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根据联合国对 “碳

汇”的定义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原理及规则，能够交易的碳汇

是按照被批准的方法学实施项目所产生的净增量。由此，依

据森林碳汇是否可参与市场交易分为两大类：可交易碳汇与

不可交易碳汇。

３．２　可交易碳汇量

根 据 减 排 机 制 不 同，目 前 可 交 易 的 林 业 碳 汇 项 目 主

要 有 三 类：中 国 温 室 气 体 自 愿 减 排 交 易 （ＣＣＥＲ）林 业 碳

汇 项 目、国 际 核 证 碳 减 排 标 准 （ＶＣＳ）林 业 碳 汇 项 目 和

清洁 发 展 机 制 （ＣＤＭ）造 林 再 造 林 项 目。可 交 易 的 林 业

碳汇 项 目 要 经 过 审 定、注 册、监 测、核 查 等 环 节 后 才 能

签 发 减 排 量。因 此，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可 针 对 符 合 现 有 国 际

国 内 碳 市 场 碳 汇 方 法 学 的 林 地，加 强 碳 汇 量 监 测 和 碳 汇

项 目 开 发 管 理 能 力，力 争 将 其 纳 入 国 内 自 愿 减 排 交 易 体

系。对 现 有 方 法 学 体 系 未 涵 盖 的 但 具 备 碳 汇 功 能 的 项 目，
应 基 于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再 造 林 与 护 林 项 目”规 划，提 出

符 合 国 内 自 愿 碳 减 排 标 准 的 方 法 学 的 编 制 方 案，将 更 多

具 备 碳 汇 能 力 的 造 林 再 造 林 项 目 纳 入 碳 交 易 体 系，参 与

国 内 自 愿 减 排 交 易。

３．３　不可交易碳汇量

不可交易碳汇可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市场化，从林业

碳汇的长远发展来看，应坚持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通过对不同的补偿责任主体制定不同的生态补

偿途径，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才能从真正

意义上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实现受益者支付补偿、受损者

得到补偿、破坏者承担责任。

①提高国家及地方财政补偿力度。在现有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的法律框架下拓宽补偿的范围及标准，对公益林所提供

的没有形成交易的森林碳汇给予补偿，依据森林质量及碳汇

能力，参考碳汇交易价格实行分类补偿。②拓宽补偿资金来

源渠道。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征收碳税、森林资源使用费、
大型排放企业碳汇认购、设立专项森林碳汇基金等多种来源

渠道的资金机制。此外，国家及大兴安岭地区还可通过一些

森林碳汇的政策补偿激励森林碳汇的经营者。③完善市场补

偿途径。对即将建立的全国碳减排市场，可通过立法的形式

确定二氧化碳排放企业的减排配额，并明确其可以通过森林

碳汇交易进行 减 排 的 配 额，明 确 森 林 碳 汇 市 场 中 的 购 买 主

体，基于森林碳汇交易的市场补偿就可以实现。④鼓励林业

碳汇社会补偿。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自愿减排及森林保护

活动，可向林业碳汇经营者进行捐助或者 （下转Ｐ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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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６月与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凯 盛 科 技 集 团 （中 建

材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共同签订了 《联合

重组佳星玻 璃 框 架 协 议》。促 进 央 企 与 地 方 企 业 协 同 发 展、
融合发展，让我 们 的 建 材 业 从 单 一 材 料 制 造 向 完 善 产 业 链

拓展。

３．１．３　振兴造纸和林木加工产业

目前，我们去超市购买生活用纸，就会发现泉林的颜色

稍微泛黄的生态用纸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我们将继续依

托黑龙江泉林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秸

秆循环经济先导区，促进生态造纸业跨越发展。同时利用俄

罗斯进口木材 的 优 势 吸 引 木 材 精 深 加 工 企 业 都 在 佳 木 斯 落

地，打造林木加工基地。

３．２　打造绿色优质生态农业

３．２．１　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上放开手脚

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三

大任务，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转方式、调结

构、促改革有机统一起来，使农业优势更优，长处更长，走

出一条符合佳木斯实际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子。尤其是在培

育新型主体上放开手脚，在这一方面，总书记已经给我们指

明了方向，即 “农业合作社”。

３．２．２　围绕水稻、大豆、绿色农产品调结构转方式

把水稻、大豆、绿色有机产品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我

们的水稻优势突出，大豆又是我国急需的农产品，坚定不移

推进 “三减”，建设绿色厨房、绿色菜园。突出我们的绿色

有机产品的优势。同时在调结构方面还可以在小宗农产品上

下功夫，例如大榛子、紫苏、红树莓等。但必须密切关注市

场变化，防止一哄而上，最后一哄而散。

３．２．３　抓好工商资本和农业对接

佳木斯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形成了象屿模式、金

玛模式、新峰模式。我们走出了一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之后

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子，金玛和象屿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户粮

食，他们和农民已经形成了利益联结。

３．２．４　做大生态 “金山银山”

佳木斯发展农业靠的是生态，我们有很大的生态优势，
但生态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湿地 “碎片化”的问题、农

业和林业的和谐关系问题、生态红线强制保护的问题等。怎

样处理这些问题，既保护生态又不伤害农民的感情，这是对

我们干部的考 验。总 书 记 在 黑 瞎 子 岛 考 察 时 说 过 这 样 一 句

话， “保 护 生 态，留 一 张 白 纸”，这 句 话 值 得 我 们 所 有 人

深思。

３．３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３．３．１　鼓励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个性化转变

现代服务业主要分为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十三

五”期间，佳木斯市主要的生活性服务有四个方面的规划，
即商贸服务、特色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健康产业。例如，完

善的旅游产业体系，是一个重大工程，除了自然资源，还需

要便利的交通条件，完善的酒店接待能力，最重要的是特色

的旅游文化主题，例如 “农家乐”为主题的民俗游、界江、
界岛的 “边境游”、自然特色的 “湿地游”，或者异域风情的

“特色游”。

３．３．２　促进生产性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在生产性服务方面，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有六点，即现

代物流业、金融业、商务会展业、电子商务、科技服务业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本身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为

其他产业，例如工业、农业提供便利，形成产业链。在这些

方面我们需要努力填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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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Ｐ１９５）通过基金募集对林业碳汇进行补偿。主要方式

包括直接捐助 （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单位、个人的捐助）
及设立某种形式的社会基金。⑤建立造血型补偿机制。为提

供生态屏障的欠发达地区构筑一个发展平台和空间，如制定

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保障措施、技术引导、设施援助等，
从而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形成生态保护和建

设投入的 “造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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