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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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研究报告（2023-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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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行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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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依据是《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相关的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竹子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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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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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国CCER市场正式重启，林业碳汇市场迎发展新机遇
1、CCER正式重启，2023年下半年碳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
早在2012年，我国已开始在多地试点交易CCER（CCER是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对包括
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进行的量化
，项目减排效果经过相关方法学量化核证并申请完成登记后，可在市场出售，以获取相应的
减排贡献收益），但由于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项目不规范、减排备案远大于抵消速度、交易
空转过多等问题，2017 年发改委宣布暂停 CCER 项目备案的审批。随着CCER近年来存量
逐步不足导致量价关系亟待修正叠加相关政策机制逐步完善，生态环境部已于今年10月19
日，正式公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暂停了6年的CCER（国家
核证自愿减排量），正式重启。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据生态环境部公告，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于2021年12月31日结束，全国碳市场第二
个履约期的周期仍为2年，控排企业须在2023年底前完成2021-2022年度配额清缴，这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2022年碳市场需求，2023年碳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尤其是下半年以来，
全国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显著回暖，价格也终于迎来了突破。
2、多地“碳汇”签约，林业碳汇市场有望量价齐升
发展林业碳汇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最经济、最现实的手段，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有
效途径。林业碳汇可利用森林储碳功能，通过造林、再造林等方式获得储碳增量，实现负排
放。作为一种已进行商业部署的负排放技术，林业碳汇的减排成本约为5-50美元/tCO2e，
远低于其他负排放技术，是碳减排推进的重要抓手。
除上述CCER重启的重大利好外，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区都在积极推动碳汇项目的签约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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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9月4日，Oriental Overseas(Mozambique),
Lda与柏能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就莫桑比克120万亩林业碳汇项目于Oriental
Overseas(Mozambique), Lda上海办公室举行签约仪式。此次与Oriental
Overseas(Mozambique),Lda合作莫桑比克林业碳汇项目，将成为柏能新能源走向国际碳资
源开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此前，8月25日，呼伦贝尔市举行林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仪式上，呼伦贝尔林业集团与华
能伊敏煤电公司签订林业碳汇交易合同，正式标志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成功破题。华能伊敏
煤电公司向呼伦贝尔市林业集团购买林业碳汇用于抵消碳配额缺口，实现碳汇交易约750万
元。
7月20日，陕西省延安市举行了首批林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延安市吴起县、宜川县在国家
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支持下，与北京元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交易碳汇量60万吨，交易
合同金额2239.5万元。
据北极星碳管家网统计，自今年2月以来，至少有30个林业碳汇项目落地。碳汇签约的成功
意味着各个地区都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并愿意通过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展
望后期林业碳汇市场有望量价齐升。伴随国家双碳目标推进，控排企业范围逐步增加，碳减
排需求量预计逐步增加。中国可开发林业资源充足，根据测算, 造林和森林经营方法学可实
现碳抵减量共达到8亿吨；保守假设未来林业碳汇价格为100元/吨，对应约800亿元市场规
模。从北京绿色交易所CCER价格来看随着CCER可交易量的下降，22H2开始CCER价格逐
步提升，23年10月19日欧洲碳配额最新价格80欧元/吨，随着未来欧洲碳关税，以及碳交易
全球化推进，国家碳价有望接轨，碳价向上空间广阔。
2023年多个碳汇项目密集签约 时间 碳汇签约事项 9月4日
柏能新能源首个莫桑比克林业碳汇项目签约完成 8月9日
全国首单“林业碳汇保险+”服务项目落地福建龙岩 8月25日
呼伦贝尔市实现750万市域内碳汇交易 8月16日
中国海油在内蒙古首个林业碳汇交易项目落地 7月20日
陕西省延安市举行了首批林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 8月10日
首次“闽宁协作”农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举行 - 全国首单红树林碳汇指数保险落地深圳 8月9日
长三角生态能源碳汇基金合作协议暨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固碳增汇示范项目合作协议签订 -
西藏首个林草碳汇项目成功交易7月25日鄂尔多斯市首单CCER林业碳汇开发项目正式签订
7月20日 延安市首批林业碳汇成功交易 7月20日
岳阳林纸旗下子公司签署碳汇资源项目合同 7月19日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与森海碳汇就碳汇开发项目签约 -
齐齐哈尔市举行林草碳汇资源开发三方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7月11日
呼和浩特市首家碳汇开发项目落户 7月11日 舟山市首笔海洋碳汇项目交易意向签约
6月29日 山东省首笔海洋碳汇交易签约 - 榆林榆阳区签订林业碳汇增汇量交易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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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内蒙古首草原碳汇期货式交易签约 6月6日
国家电投完成新加坡国际碳市场首批林业碳汇交易 6月8日
全省第一单！温州达成红树林碳汇交易 5月31日
榆阳区国资与中海油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林业碳汇交易合作协议 5月23日
宁陕县在深圳举行林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 5月5日 中央企业间最大规模碳交易即将落地
4月27日 安徽省首单跨市域“生态检察+林业碳汇”项目交易落地黄山 4月25日
总金额达186万元！贵州14家火电企业签约购买林业碳汇 - 新疆首个草原碳汇项目成功交易
3月30日 包钢集团与森工集团签署林业碳汇交易合同 - 浙江茶园首单碳汇5万成交 -
呼和浩特签订碳汇战略合作协议 发展林草碳汇合作正式启动！ 3月20日
内蒙古全区首单CCER林业碳汇期货式交易签订 3月16日
岳阳林纸：签署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林业碳汇开发项目合同 2月28日
106元/吨！全国首单蓝碳拍卖交易落槌
资料来源：碳和碳究、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观研天下分析师观点：林业碳汇项目是我国最早开展，也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碳汇项目。相
比之下，海洋碳汇项目目前尚未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仍处于地方先行先试的
阶段。但从本次时隔6年CCER又重启的经验来看，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海
洋碳汇项目的重要性也将逐渐凸显。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推动，海洋碳汇项目有
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

三、林业碳汇占比较低，市场仍面临较大挑战
尽管CCER给林业碳汇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行业依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在
现有的CCER项目中，处于审定公示的CCER项目2871个，已备案861个，已签发254个，
主要集中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其中发展最活跃的当属风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占比高
达50%以上。
按类型划分的CCER项目情况
类型
审定公示
已备案/备案率
已签发/签发率
风力发电
946
337
91
35.62%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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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
827
166
47
20.07%
28.31%
猪粪便沼气利用
393
118
41
30.03%
34.75%
垃圾焚烧发电
160
20
6
12.50%
30.00%
水力发电
134
83
32
61.94%
38.55%
生物质发电
106
54
16
50.94%
29.63%
碳汇造林
71
11
1
45.49%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9.09%
垃圾填埋气发电
48
48
4
37.50%
22.22%
低浓度瓦斯发电
43
21
5
48.84%
23.81%
工业余热利用
28
11
3
39.29%
27.27%
森林经营碳汇
24
0
0
0.00%
0.00%
热电联产
16
10
6
62.50%
60.00%
其他细分类型
75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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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6.67%
总计
2871
861
254
29.99%
29.50%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国核证减排交易信息平台、观研天下数据
中心整理
相比于其他类型，林业碳汇项目受到气候、降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项目实施过程可能与初
始设计存在偏差，且项目前期产生的碳汇吸收量较少，因此林业碳汇占比较低和备案签发率
均较低，占比仅为3%。截至2017年底，全国仅有97个林业碳汇项目进入项目审定阶段，13
个项目进入备案阶段，3个项目实现减排量备案。
不同类型林业碳汇CCER项目分布状况
项目类型
项目审定阶段项
目备案阶段
减排量备案阶段
-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项目备案率
数量/项
减排量备案率/%
碳汇造林项目
66
68
10
15.2
3
30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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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2
7.7
0
0
竹子造林碳汇项目
1
1
1
100
0
0
竹林经营碳汇项目
4
4.1
0
0
0
0
合计
97
100
13
13.4
3
23.1
资料来源：《中国林业碳汇核证减排量项目市场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林业碳汇CCE
R项目设计文件、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具体面临的挑战来看，首先是有限的林地可开发性，林业碳汇的开发需要符合特定要求的
林地，但我国林业资源分布不均，林业集成优势低，基础研究薄弱，资源本底不清，导致开
发面临限制；其次是碳汇项目产权与激励未明，法律建设不足，林业碳汇项目收益空间或被
压缩，这间接导致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活跃度低，企业参与度不高。最后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林木成长周期长，前期投入大。林业碳汇类项目开发方法学较少，仅有碳汇造林、竹子
造林、森林经营、竹林经营、可持续草地管理等5类可供选用，尚无适用于湿地、城市绿地
等碳汇资源开发的方法学。此外，可用的方法学对项目资格条件限制严格、监测水平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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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核算方式复杂，致使碳汇项目开发难度较大。
观研天下分析师观点：从国外市场来看，目前比较活跃的碳市场，欧盟和澳大利亚市场，都
是强制交易市场。强制的意思是相比于自由市场而言，强制市场内每个碳排放机构都有一个
标准，超过和少于这个标准的碳排放都可以放到市场上，简单来说排的多的变成买家排的少
的是卖家。自由市场的碳买卖意愿和动机都不尽相同，因此经济状况对碳市场的活跃度和稳
定性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碳市场通常比较繁荣，交易量和价格也相对较高
。然而，一旦经济状况恶化，市场的活跃度就会大幅下降，交易量和价格也可能会下跌。

为了确保碳交易市场的长期活跃和稳定，必须将其上升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层面。通过立法
手段，可以建立强制性的碳排放上限和交易制度，确保每个碳排放机构都遵守规则，从而促
进市场的公正、透明和有效性。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来激
励企业参与碳市场，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四、代运营模式可转嫁风险，企业大力布局
1、行业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自有林地开发以及代运营
目前来看，上市公司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主要有自有林地开发以及代运营两种模式。自
有林地开发模式下，上市公司需要自己负担林地的养护成本，同时还需要承担碳汇项目的开
发成本。在林业碳汇项目开始交易后，上市公司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或者协议价格）将该项
目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代运营林地模式下，上市公司的常规养护成本由业主方完全承担，碳汇项目的开发成本也由
项目开发方完全承担。一般情况下，项目注册备案完成后，业主方和项目开发方将会联合引
进一套智慧林业系统，在项目运营周期中起到防火、防虫等作用。同时，在林业碳汇项目开
始交易后，市场上的碳汇需求方将会按照市场价格（或者协议价格）购入该项目抵消自己的
碳排放量。此时，收益则由项目方与业主方按照协商好的比例分成。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众多企业大力布局林业碳汇业务
目前来看，企业大多竞争的是代运营林地模式。因为自有林地开发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和风
险，而且开发和运营周期较长，而代运营林地则可以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业主方和项目开发
方，同时也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在CCER重启稳步推进的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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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永安林业、东珠生态。此外，岳阳林纸、
福建金森、晨鸣纸业、冠中生态、兴源环境、绿茵生态、平潭发展等A股上市公司也在大力
布局林业碳汇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有林业碳汇业务布局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具体内容 晨鸣纸业 晨鸣林业公司目前已与碳汇开
发合作单位建立合作，正在进行项目开发，待CCER项目重启后及时进行林业碳汇的认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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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冠中生态 已组织以及招聘了研发人员，成立了专项研发小组积极探索研究林业碳汇
、碳交易相关政策和机制。水安林业积极参与福建林业碳中和试点建设，规划4万亩碳中和
林参与试点，其中高固碳营造林示范片1500亩，推动使用林业碳汇实施碳中和，逐步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公司参与了VCS碳汇开发项目，现已完成两期监测和碳排放签发，
签发量共55.0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岳阳林纸 公司拥有国家乙级林勘资质和超200名林业专
业人员，林勘经验丰富，并作为唯一个林勘从业企业参与制定了国内第一个林业碳汇国家标
准---《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2025年末预计签约林业碳汇面积5000万亩。
兴源环境 2023年上半年，碳资产管理业务已签约主婴业务类型为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畜禽
粪污管理甲烷减排项目开发，林业项目涉及总而积及甲烷减排项目涉及猪只存栏量均居行业
前列。 东珠生态 目前公司已与四川省长江造林局、福建宁化县人民政府、云南永德县人民
政府、永平县人民政府、泸州航空发展集团等地方政府及投资机构达成了战略合作并约定共
同开发林业碳汇项目。 福建金森 森林面积近80万亩，近年公司已利用部分自有林地开发林
业碳汇并获得了一定收益，已成立的福建金森碳汇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唯一具有林业背景的
上市国有碳汇开发服务公司，有丰富的林业碳汇开发经验。 绿茵生态 目前公司在林业碳汇
方面做了三方面储备，分别是林业碳汇产品，林草碳汇计量监测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提升。公司在手林地可进行林业碳汇产品开发，其中东丽项目已完成碳汇前期
开发工作。 平潭发展 公司年报中提到，有了国家层面政策支持，为公司林业碳汇项目开发
提供了可靠依据，未来可为公司利润带来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L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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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研究报告（2023-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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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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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311/675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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