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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江河源头，其

生态环境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人口增

长压力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森林、 草地退化，土

地荒漠化严重，加剧了贫困，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

弱县和 60％左右的贫困县在西部。 生态环境日益恶

劣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改善

生态环境成为西部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经济发

展的重要环节。
我国已进行了大面积人工造林，如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等，对于西部

地区的生态环境修复有很大作用，但仍有不少土地

条件差的地区由于资金紧张和技术缺乏而未能绿

化。 清洁发展机制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解决机

制之一，其中的林业碳汇项目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

资和技术进行造林和再造林的机遇，也是西部地区

加强林业建设、恢复生态的良好机会。
一、清洁发展机制概述

2005 年 2 月 16 日，《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以下简称 《公约》）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缔结的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该议定书旨在通过全球参

与和合作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体要求《公约》
附件一国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的所有发达国家

及经济转型国家） 在 2008—2010 年的第一个承诺

期内，对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氢氟碳化物、全

氟化碳、六氟化硫 6 种温室气体全部排放量从 1990
年水平至少减少 5%， 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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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减排的义务。 [1]为促进附件一国家实现减排目标，
《京都议定书》 制定了三种灵活机制： 联合履约机

制、排放权交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前两项是发

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是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合作的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指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

国家投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的项

目，用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s)抵消其承诺的

部分温室气体减排额。 由此，发达国家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履行其减排义务, 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外

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达到双方共

赢。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 CDM 项目主要集中在工

业、能源、交通等领域，增加二氧化碳吸收的项目则

是在农业、林业等领域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吸收汇

的项目， 即有关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LULUCF)活动。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必须产生真实、长期、可测量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
而且这种减排效益必须具有额外性。 以没有清洁发

展机制碳汇项目情况下的碳吸收量为基准线，额外

性是指项目所产生的碳汇相对于基准线情况下是

额外的。 除了减排量额外性外，额外性还包括技术

额外性和投资额外性等。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要经过国内外相关机

构的审批程序,其复杂的运行程序主要有：（1）项目

识别和设计。 依照 EB 批准的方法学适用条件进行

项目筛选和可行性分析，并制作项目设计文件。 （2）
项目审批。 由各参与方所在国主管机构审批，确认

该项目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项目审定。
项目方委托独立经营实体进行项目设计文件审查，
评价其是否符合 CDM 项目的的要求。 （4） 项目注

册。指定运营实体向 EB 提交审定报告, 请求登记注

册。 （5）项目实施与监测。 运营中的项目由项目参加

方严格执行项目设计文件中的监测计划, 认定实现

温室气体人为排放减少后 , 向 EB 提供监测报告。
（6）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 核查是指定经营实体对

项目进行周期性审查和确定， 并计算出减排量，签

发核证报告，并向 EB 提交报告。 （7）CERs 的签发。
EB 收到签发申请后将相关文件在《公约》网站上公

示 15 天后发放 CERs。 （8）减排量登记和转让。 项目

产生的 CERs 的一定比例用于抵补行政管理的费用

和作为适应基金, 帮助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剩余的划入缔约方和项目参

加方在 CDM 登记的账户，用于履行减排义务。
二、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林业碳汇项目

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

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 [2]林业碳汇一般

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

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与其

他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源排放相比,CDM 林业项目吸

收碳的成本相对较低。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第一承诺期合格的 LULUCF 活动仅限于造林和再

造林这种林业碳汇活动, 且附件一国家在第一承诺

期内每年从 CDM 林业碳汇项目中获得的减排抵消

额不得超过其基准年排放量的 1%。
清洁发展机制对于造林项目有一些特定的要

求： 一是造林地必须是过去至少 50 年以来没有森

林的土地， 或者是自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来的无

林地；二是所选造林地块要满足额外性要求,同时要

考虑碳泄漏和非持久性等；三是碳汇项目的实施应

有助于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

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3] 除此之外，清洁发展

机制下的林业碳汇项目还应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

实施程序进行并最终通过交易转让产生的减排量。
林业碳汇项目使森林固定的二氧化碳成为商品，通

过国际碳市场实现森林固碳效益的价值化。
林 业 碳 汇 项 目 除 了 一 般 CDM 项 目 的 特 点 而

外，还有林业生产独具的非持久性。 森林不仅能通

过光合作用吸收 CO2 ,也能通过呼吸作用、采伐等其

他形式释放碳， 所以，CDM 林业项目所产生的环境

效果存在着逆转的风险。 非持久性指在降雨、闪电、
极端温度、火灾、病虫害、洪灾、旱灾、地震、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下使成熟林或处于生长期的森林受损 ,
导致所储存的碳部分或全部发生逆转；或人为的纵

火、疏忽等引起的森林火灾以及采伐、盗伐等毁林

活动而发生碳逆转，使地上生物量和地下所储存的

碳(虽然这种现象要在一段时间以后发生) 重新释放

出去。根据《京都议定书》计算碳排放的规则,某年排

放的 1 吨 CO2, 可以被同年吸收的 1 吨 CO2 所抵消,
然而, 这种抵消是基于植物一直处于吸收 CO2 状态

时才能成立的,如果所吸收的碳释放回大气中(即发

生碳逆转),这种抵消将不能实现。 [4]因此，清洁发展

机制下的林业碳汇项目存在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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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实施林业碳汇项目的现状

根据实施 CDM 林业碳汇项目的要求及原则,优
先发展项目的区域应该是那些林木生长速度快、生

物多样性保护潜在价值大、造林成本低、人均年收

入低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开展 CDM 造林再造林碳

汇项目, 既能较好地满足项目对基准线和额外性的

要求,又能促进社区的经济发展。由国家林业局碳汇

管理办公室与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合作完

成了我国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优先发展区域选择

与评价，提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内，我

国适合开展 CDM 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优先发展

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南
亚热带、热带季雨林、雨林带，青藏高山针叶林带及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上述优先发展区域总面积约

67 万 hm2， 这个结果意味着如果在中国实施 CDM
林业碳汇项目，符合条件的无林地足以满足国内外

专家预测的在第一个承诺期内中国可能争取到全

球碳汇额度 3500 万～3800 万吨的 20%， 即约 700
万～760 万吨碳汇。 [5]

2007 年， 全球碳市场中 CDM 项目产生的减排

量达 551 MtCO2e（二氧化碳当量吨），中国占 73%。
截止 2008 年 5 月 14 日，在 CDM 执行理事会(EB)注
册 成 功 的 1 056 个 项 目 中， 我 国 共 有 214 个 ，占

20.27%，仅次于印度，而这些项目预计每年产生的

二氧化碳减排量共计 110 745 758 MtCO2e， 占全部

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 51.63%。全球已核证签

发的 CERs 是 143 760 593 MtCO2e，而 CERs 需求量

为 153 187 622 MtCO2e，CDM 市场还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况。我国 CERs 签发量位居全球第一，已经达到

42 507 667 MtCO2e， 占全部 CDM 项目签发总量的

29.57%[6]。 在这 1 056 个成功注册的 CDM 项目中，
造林再造林的林业碳汇项目只有一个，就是广西珠

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 该项目也是至 2008 年 5
月 13 日为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的 CDM 项

目中的唯一一个林业碳汇项目。
2006 年 11 月注册成功的广西珠江流域治理再

造林项目，估计年减排量 25 795 MtCO2e，由世界银

行集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托管的生物碳基金购买

碳减排量，中方为广西环江兴环营林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碳基金中国广西珠江流域治理再造林项目是

广西综合林业发展和保护项目中生态林管护多功

能防护林的一部分，建设规模 4000 公顷，布局在珠

江中、 上游的广西苍梧县和环江县， 每个县规模

2000 公顷。项目建设目标是：通过再造林活动，探索

和示范与碳汇有关的技术和方法，并促进当地农民

增收、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为我国参与清洁发展

机制造林、再造林项目探索经验和模式。 项目建设

期为 2006—2009 年，运行管理期为 2009 年—2037
年。 该项目实施后， 到 2035 年将固定二氧化碳 77
万吨， 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将按购买协议购买 220
万美元的碳汇。 [7]

我国还有几个正在开展但还未在 CDM 执行理

事会注册的林业碳汇项目。 意大利政府投资的中国

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在第一个

承诺期的 5 年内共投资 153 万美元，其中意大利投

资 135 万， 在敖汉旗荒沙地造林 3 000hm2 (4.5 万

亩)。到 2012 年，项目产生的经认证的二氧化碳减排

指标预计为 238 184 吨， 将归投资国意大利所有。
云南和四川项目是国家林业局与保护国际和美国

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实施的由美国 3M 公司资助的

“森林多重效益”项目。 该项目拟按照《京都议定书》
规则，将其中一部分做成 CDM 林业碳汇项目，结合

植被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林业碳汇示范项

目。 辽宁的中日防沙治沙试验林建设也正在探索与

CDM 结合；在河北，正在与荷兰 CDM 咨询公司探索

建立碳汇项目。
我国 CDM 林业碳汇项目及试点项目的大多数

都在西部地区，这些项目对于我国林业碳汇项目的

开展具有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也是西部地区利

用外资改善生态环境的机遇。
四、开展林业碳汇项目，推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天然植被退化，
水域面积减少甚至干涸，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贫困

不断扩大。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3 006.3 万人，绝

大部分分布于山区，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51.31%，
贫困的程度深。 生态环境恶劣加剧贫困，贫困又使生

态环境更加恶化，西部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在恢复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保护生

态环境已迫在眉睫。 而且，西部地区的生态对保障

我国国土生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应积极采取措施

引导发达国家投资者到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实

施碳汇项目。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 年，西部地区 12 个省

市的林业用地 16 344.58 万公顷， 占全国的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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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 9 863.78 万 公顷，占 56.39%，其 中，人 工

林面积 1 831.38 万公顷， 占 34.14%； 森林蓄积量

769 251.39 万立方米， 占 61.76%。 我国森林面 积

1.75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 18.21%，仅相当于世界平

均水平的 61.52%，居世界第 130 位，人均森林面积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而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

率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是实施几大林业

生态工程造林活动的主要地区, 但仍有大量未造林

地区，尤其是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区、西南的干旱

和干热河谷区以及石质山区,造林难度较大,存在投

资和技术瓶颈。 而且，我国人工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仅为 31m3/hm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目前还

缺乏足够的技术，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造林技

术和管理技术,提高林业生产力。
清洁发展机制的双重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2001 年，《公约》缔约方大会

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重申了东道国有权自主决

定 CDM 项目是否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

CDM 项目应遵循以下可持续发展原则：（1）与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相一致；（2）促进发展中

国家所需要的先进、高效、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特

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3）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

济的发展；（4）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能力建设；（5）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改

善等。 [8] 而且，按照《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规定，
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造

林再造林项目资金应该是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

以外的资金，发达国家应为项目提供环境友好的技

术。 西部地区可以借助实施 CDM 林业碳汇项目，引

入国外资金和先进的森林建设及管护技术，这不但

是我国提高森林覆盖率的一种辅助方式， 同时，也

可获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为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CDM 林业碳汇项目经过谨慎、 合理的设计，并

广泛征求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尤其强调项目所

在地区居民的参与。 同时，还要对项目进行全面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分析， 确定合理的风险承担机制，
可以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从生

物碳基金广西人工造林项目的实施情况来看，项目

的经营形式以农民 ／ 村集体与林场 ／ 公司股份合作

造林为主，即农民 ／ 村集体提供土地，林场 ／ 公司投

资造林、提供技术并承担自然和投资风险。 农民 ／ 村

集体和林场 ／ 公司之间订立合同， 以明确造林管理

责任、投入和收益分成。 还有少量经过技术培训和

指导进行的农户小组造林和单个农户造林形式。 项

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大约 5 000
个农户将受益于该项目， 总收入额估计达到 2 110
万美元；栽植、除草、采伐和松脂收集等工作创造临

时就业机会 500 万个和 40 个长期工作岗位， 主要

提供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体；通过提供走廊带提高了

物种种群的生存能力、 为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食

物、为社区提供薪柴以减少砍柴的压力、为农户增

加收入从而减少偷猎盗伐行为，使得生物多样性得

到有效保护；森林恢复还将改良该地区水土流失状

况。 可见，CDM 林业碳汇项目对于项目区的可持续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在我国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

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在西部地区开展林业

碳汇项目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条新途径，有助于引进

资金和造林及经营管护技术，进而促进我国造林绿化

工作，促进西部地区林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UNFCC.京 都 议 定 书 ［EB/OL］.http://unfccc.int/resource/

docs/convkp/kpchinese.pdf，1997.

[2] UNFCCC.联合国气候变 化 框 架 公 约［EB/OL］.http://un-

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 convchin.pdf,1992.

[3] Houghton R A，Hackler J L，Lawrence K T. Carbon bud-

get: Contributions from land-use change［J］. Science, 1999，

285：574-578.

[4] 武曙红， 张小全.CDM 林业碳汇项目的非持久性风险分

析.林业科学［J］.2007，43（8）：123-126.

[5] 李怒云，徐泽鸿，王春峰，等.中国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

优先发展区域选择与评价.林业科学［J］. 2007，43（7）：5-9.

[6] UNFCC. CDM Statistics ［EB/OL］.http://cdm.unfccc.int/

Statistics/index.html.

[7] 广西碳汇项目［EB/OL］.中国碳汇网，2006.

[8] 刘 兰 翠，吴 刚 .我 国 CDM 项 目 的 现 状 与 思 考［J］.中 国 能

源，2007，29（3）：34-40.

马贵珍:实施林业碳汇项目，推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