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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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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相关定义
林业碳汇是基于森林的碳汇功能而产生的，指通过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少毁林等营
林活动，提高森林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力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二、行业市场规模
国内碳交易的交易产品主要包括两类，即碳配额和碳减排量，碳配额由各试点当地发改委签
发，碳减排量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发改委签发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本报告所计算林业碳汇的产品是获得国家发改委签发的林业碳汇CCER项目的核证减排量，
可以通过中国七大碳交易试点交易所进行自由买卖。2022年CCER交易量仅有795.9万吨，
同比下降95.46%。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中剩余的可流通CCER数量约为1000万吨，远低
于第一履约期间的可流通数量，另一方面是因为2021-2022年度实际排放量的履约工作将在
2023年底进行，2022年底并无履约清缴要求，重点控排企业对CCER项目需求不强。目前
，我国林业碳汇CCER项目的核证减排量成交规模占比较低，2022年成交规模约为0.14亿元
，预计2023年约为2.22亿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三、行业供需规模
1、供应情况
森林是整个陆地生态体系中主要的碳储库，能够对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吸收和固定，
在缓解气候变暖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林业碳汇是目前公认的减少温室气体最为经济、安全
、有效的选择。森林储存碳的能力与蓄积量的变化成正相关关系，随着林龄的递增，经过相
当一段时期，森林植被和土壤吸碳量会达到饱和，森林净碳吸收量会逐渐降低至零，既有的
森林蓄积量只能体现现阶段的储碳量。
2019年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2.96%，森林蓄积量175.6亿立方米，2023年
森林蓄积量约为213. 7亿立方米。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平均将吸收1.83吨二氧化碳，
放出1.62吨氧气。2023年我国约新增11.1亿立方米的新增森林蓄积量大约能吸收20.31亿吨
二氧化碳。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需求情况
2011年10月，我国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起，各试点省市相继开市交易。截至2023年9月22日，全国碳排放
配额累计成交量为2.82亿吨，累计成交额为137.22亿元，十年的试点经验积累有效促进了试
点省市企业温室气体减排，对试点地区探索达峰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全国碳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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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了制度、锻炼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22年CCER交易量为795.9万吨，2
023年CCER交易量预计为9617万吨。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四、行业细分市场
1、碳汇造林项目
目前，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主要有4种类型，分别为碳汇造林项目、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竹子造林碳汇项目和竹林经营碳汇项目，其中碳汇造林项目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年减排量
都居第一位。目前，我国林业碳汇CCER审定项目97个，备案项目15个，签发项目3个，其
中占主流的主要是碳汇造林和森林经营。目前已公示的林业碳汇CCER项目中，有碳汇造林
项目66个，森林经营项目26个，竹林经营4个和竹子造林1个。
97个审定项目预计减排总量5.59亿吨；15个备案项目年减排量总计209.62万吨。中国首个
林业CCER项目是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该项目造林规模为13000亩，在20年计入期内，
预计产生34.7万吨减排量，年均减排量为1.74万吨。项目首期签发的5208吨CCER由广东省
粤电集团以20元/吨的单价签约购买。2022年我国在CCER项目下碳汇造林项目林业碳汇市
场规模为0.08亿元，预计2023年将达到1.28亿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主要适用于人工种植并且处于中幼林阶段的乔木林。目前，我
国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国内用于林业碳汇产业的新增林业资源不断增长，目前已公示的林业
碳汇CCER项目中，森林经营项目达到了26个。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五、行业竞争格局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提出，加强林业碳汇能力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工作
手段。林业碳汇是国际公认的经济有效的二氧化碳减排途径，对全球生态保护与修复具有重
要意义。
林业碳汇的参与者包括林业、园林、纸业等产业关联公司，随着重启的即将到来，其他产业
龙头加入阵营。目前全国完成备案的林业碳汇项目总计27个，仅占CCER全部备案项目的3
%。除CCER外，我国参与的林业碳汇项目交易机制还有清洁发展机制（CDM）、自愿核证
碳标准（VCS）机制等。
当前，我国林业碳汇项目可参与国际性（CDM）、独立性（VCS、GS）、区域性（CCER
、CGCF、FFCER、PHCER、BCER）林业碳汇抵消机制参与碳交易，不同的抵消机制对
于碳汇项目类别、土地合格性要求、可交易范围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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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点省市林业碳汇抵消机制分析 省市 相关机制特点 福建省
福建省作为国内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2017 年印发《福建省林业碳汇交易试点方案》，
选择顺昌、永安、长汀、德化、华安、霞浦、洋口国有林场、五一国有林场等 20 个县（市
、区）、林场开展林业碳汇交易试点，项目类型主要包含碳汇造林、森林经营碳汇、竹林经
营碳汇项目，核证后的林业碳汇项目（FFCER）可在福建试点碳市场进行交易。 广东省
2015 年，广东省发布《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在广东省内组织开展碳
普惠制试点工作。2016 年 1 月，广州、东莞、中山、惠州、韶关、河源等 6
个城市纳入成为首批碳普惠制试点地区，试点期为 3 年。2017 年 4 月，广东省发改委发布
《关于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管理的暂行办法》，指出纳入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地区的相关企
业或个人自愿参与实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绿色碳汇等低碳行为所产生的核证自愿减
排量（PHCER），将正式允许接入碳交易市场。省级 PHCER
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补充机制，原则上等同于本省产生的
CCER，可用于抵消纳入碳市场范围控排企业的实际碳排放。2017 年先后发布 5
个森林保护、森林经营等 5 个碳普惠方法学。2018 年 8 月，为进一步深化碳普惠制试点工
作的思路及完善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相应管理制度，广东省暂停受理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
备案申请。2019 年 5
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宣布恢复受理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备案申请工作，同时更新 5
个相关方法学。 北京市 2013
年北京碳排放权交易正式上线，林业碳汇作为抵消机制纳入其中。2014 年北京市发改委和
园林绿化局联合印发《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指出可用于重点排放单位进
行抵消的林业碳汇项目需是来自北京市辖区内的碳汇造林项目（2005 年 2 月 16
日后的无林地）和森林经营碳汇项目（2005 年 2 月 16
后开始实施），同时对土地具备使用权或所有权。北京林业碳汇项目主要包含CCER、北京
林业碳汇抵消机制（BCER）、北京碳汇基金项目、义务植树购碳履责项目等。核证过的林
业碳汇项目经市发改委、园林绿化局审定认可后可预签获得 60%的核证减排量用于碳交易
，在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后，将与预签发减排量等量的核证自愿减排
量从其项目减排账户转移到其在本市的抵消账户。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WWTQ）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具体内容请以报告正文为准。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4-2031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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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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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林业碳汇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林业碳汇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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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9-2023年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林业碳汇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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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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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林业碳汇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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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八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九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24-2031年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林业碳汇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林业碳汇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林业碳汇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林业碳汇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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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4-2031年中国林业碳汇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林业碳汇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林业碳汇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林业碳汇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林业碳汇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林业碳汇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林业碳汇行业风险分析
一、林业碳汇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林业碳汇行业技术风险
三、林业碳汇行业竞争风险
四、林业碳汇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4-2031年中国林业碳汇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林业碳汇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林业碳汇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行业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林业碳汇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林业碳汇行业产品策略
二、林业碳汇行业定价策略
三、林业碳汇行业渠道策略
四、林业碳汇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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