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
第２３卷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５月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０

碳汇生产、碳汇贸易与西部发展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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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尤其给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了新机遇和新思路。研究表明：大力发展以林草业为主体的碳汇生产，可以为西部工业、城市和绿色经济发

展夯实生态本底和积蓄发展势能；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为西部地区生态屏障建设与经济跨越发展的有机结

合提供了有效切入点和工作抓手。目前，西部地区积极参与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但效率不高，且内部发展

不平衡。西部地区应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林草业，大力推进生态移民，促进部分地区粮食生产有

序、逐渐退出，拓展碳汇新领域，以夯实区域碳汇本底，提高碳汇效率；设立更多的“生态特区”，实行特别的

生态建设和保护政策、生态补偿与转移支付和财税政策以及政绩考核制度；利用碳汇与环境容量优势，承接

东部重化工业转移，发展绿色经济，争取中央纵向生态转移支付和地方横向生态补偿，并加强碳汇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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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与经济的矛盾与协调是经济学研究永恒

的主题，它既是古老话题，也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

共同难题。这种矛盾与难题对转型和崛起的中国

而言，表现为在资源与生态环境负荷已达极限的硬

约束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的问

题；而对西部地区而言，则表现为在国家主体功能

区分工格局中，在为全国，尤其是长江、黄河中下游

提供生态屏障的战略目标约束下，如何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缩小与东中部的差距问题。

那么，西部地区能否在生态屏障建设与经济发展两

重目标、双重困境之间求得平衡、找到突破？更具

体地说，西部地区能否通过以碳汇生产（形成）和碳

汇贸易（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碳汇产业开发，实现经

济的低碳崛起和绿色跨越？

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注意到了碳汇开发在西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涵盖了两个方

面：一是进行区域碳汇能力和潜力测算以及对区域

碳汇经济或者低碳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探讨（王天

津，２００９；勿日汗 等，２０１０；王海霞，２０１０；董恒宇，
２０１０；李亮 等，２０１１；郑文丰，２０１１；齐慧，２０１２；郭秀
艳 等，２０１２）；二是研究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对相关
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尕丹才让 等，２０１２；马
盼盼，２０１２）。总体上看，对基于碳汇的技术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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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究多，而对碳汇经济价值的研究则相对不

足；对碳汇贸易关注多、期望大，对碳汇潜在价值和

拓展价值的自我开发关注不够，对碳汇产业给西部

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契机认识不够；对西部单个

省市区碳汇资源及其开发的研究多，对西部碳汇产

业开发的整体研究不足，尤其是对各地区碳汇禀

赋、开发能力和利用效果差异的比较研究薄弱，对

西部地区抓住碳汇产业开发契机，促进生态经济协

调的激励与配套政策的研究更显不足。

本文结合当前节能减排的国际大趋势，试图从

理论上揭示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促进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碳汇产业开发所

赋予西部的发展新机遇和跨越新契机，最后联系西

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形态，提出立足碳汇

产业开发，促进西部经济增长高速度和高质量发展

的方略与路径，以期为国家的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

略决策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碳汇与碳汇贸易：定义与产业属性

１．碳汇与碳汇生产
这里的“碳”指二氧化碳（ＣＯ２），它是温室气体

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地球持续暖化

和全球气候恶化的“元凶”。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

含量，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是节能减排，但在此基

础上培植、壮大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

净能力，也能在较大程度上控制大气 ＣＯ２含量，如
发展林草业、增加植被覆盖，就属于典型“绿色”吸

碳、固碳和转化 ＣＯ２行为。科学研究表明，林木蓄
积量每增加１ｍ３，大约可以吸收 ＣＯ２１．８３ｔ，释放氧
气１．６２ｔ（赵雁屏 等，２０１２）。全球生态系统的碳储
量，森林占３９％～４０％，草地占３３％～３４％，农田占
２０％～２２％，其他占４％ ～７％（齐惠，２０１２）。在草
场方面，每 ｈｍ２天然草原固碳能力为１．５ｔ，相当于
每年减少 ＣＯ２排放量６．９ｔ。由此推算，中国４亿
ｈｍ２草原固碳能力为６亿ｔ，相当于减少ＣＯ２排放量
２７．６亿 ｔ，大约能抵消我国全年 ＣＯ２排放总量的
３０％（勿日汗 等，２０１０）。这种主要利用绿色植物光
合作用吸收转化空气中 ＣＯ２的过程、活动与机制，
被《京都议定书》定义为“碳汇”（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ｋ）。相
应的，本文将培育和壮大自然生态系统吸碳、固碳

和转化ＣＯ２能力的人类行为称为“碳汇生产”。

２．碳汇贸易
生态环境的这种自净能力是一种可以开发利

用的资源，即环境容量资源。它们可以用来清除、

稀释污染物，支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可以提供

清新空气、优化自然景观，开展旅游休闲，发展生物

产业；等等。因而，碳汇具备了“有用性”。同时，在

资源瓶颈、生态危机和环境公害凸现与频发的当代

经济体系中，环境容量资源显然是一种优质的稀缺

资源。“有用性”和“稀缺性”使碳汇产生了价格，具

备了商品属性和交易功能。

环境“地球村”效应的存在更使碳排放造成的

温室效应具有了全球性，这是全球碳汇交易的科学

基础。受多种因素影响，碳汇所有者并非都能、都

想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因而产生了剩余碳汇

供给条件。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各种因素，其

碳汇资源又相对紧缺，于是便产生了碳汇购买需

求。碳汇需求与碳汇供给相结合便产生了碳汇

贸易。

各国在碳减排上拥有的资源、技术和付出的成

本不同，这就产生了碳减排上的比较优势差别和国

际分工合作的可能。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国减排

ＣＯ２的成本往往高于欠发达国家。有资料表明，发
达国家通过技术改造减排 ＣＯ２的成本是１００美元／
ｔ，而从欠发达国家购买减排碳当量的成本仅为１０
美元／ｔ（曾远城，２０１２）。因此，实施碳汇贸易，能够
在买卖双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之间达成双

赢，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都是好事。

碳汇贸易实质上既是一种排污权交易，更是生

态服务价值的有偿转让，是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

种行为的专业分工和区域布局。因为碳汇买卖双

方交易的实体是生态系统的衍生产品，即生态服

务，并非吸碳固碳主体（如草、木、土壤等），所以，准

确地说，碳汇贸易应该是一种碳信用交易（Ｃａｒｂ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３．碳汇的产业属性
与有形物质产品一样，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属

于碳汇产业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其中，碳汇是植

被吸碳的一种自然能力，它既是植被产权拥有者开

发利用碳汇的前提条件与物质基础，也是碳汇贸易

的交易主体。碳汇形成与壮大主要通过种草植树

以增加陆地绿色覆盖来实现。通过发展林草业形

成强大的碳汇能力，可以为本地产业、城市发展及

人类生活提供巨大支撑，我们将这部分碳汇称为

“自用碳汇”，体现为一次产业。而当地暂时不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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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能开发的剩余碳汇资源将进入流通领域，称

为“交易碳汇”，归入三次产业范畴。这样看来，碳

汇产业融一、三产业为一体，充分体现和顺应了“一

三融合，三产互动”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和现代经

济的产业融合趋势。

三、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促进西部跨越

发展的机理分析

１．碳汇生产赋予西部发展新机遇
（１）高度契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无论是过去十年的首轮西部开发，还是已经开

始的第二轮西部开发，都把生态环境建设置于首要

任务和最优先的目标之一，而林草植被建设则是西

部生态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西部大开发“十

二五”规划，到２０１５年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要达
到１９％左右，森林蓄积量增加３．３亿 ｍ３。而根据
２００８年森林普查的结果，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只有
１７．０５％，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３．３１个百分点。这
样的目标和现实差距充分展现了林草碳汇发展的

大好机遇与巨大潜力，预示着西部林草业的发展将

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２）能够使西部地区获取更多的生态补偿
国家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多集中于西

部，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中，西部一直承当着

为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提供生态屏障的职责。有研

究表明，仅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每年的生态服务价值

就达到９３６３×１０９元，占全国生态系统每年服务价
值的１７．６８％，占全球的６．１％（谢高地 等，２００３）。
但是，东部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西部地区的功能

定位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正外部性使得西部地区

的生态服务价值难以变现，致使西部地区为全国生

态环境建设牺牲太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严重滞后

状态。首轮西部大开发虽然成就巨大，但东西部差

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拉大。鉴于此，西部开

发“十二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西部有望从林草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外部经

济补偿。

（３）为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２０１１年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

已经下降到３６．３％，达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的富裕标准（３０％～４０％）；农村居民为４０．４％，也
非常接近富裕水平。在这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下，

人们更倾向于休闲和旅游。目前国内旅游市场规

模已跃居全球第一，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也居全球第

三，２０１１年仅在线旅游规模就达到了１３１３．９亿元
（宁萌，２０１２）。随着节假日的增多，尤其是带薪休
假制度的执行，国内出游人数剧增，而西部地区旅

游资源丰富、资源特色明显，是我国重要的旅游目

的地。随着全国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网的建成，西

部旅游的可达性、便利性与舒适性将得到极大提

升，并有望从全国旅游市场大蛋糕中分得更大份额。

（４）舒缓西部自身节能减排压力，为区域工业
与城市发展赢得新空间

现行以ＧＤＰ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以分税制
为核心的财政分灶体制以及官员和部门的利益，驱

使国内任何功能区都试图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对

ＧＤＰ和税收贡献更大的重化工业。而西部恰恰在
煤、电、气、矿产资源方面独具优势，因而，高耗（载）

能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自然在西部经济中占据了

重要地位。“十一五”期间，全国重工业产值占整个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都保持在７０％以上，而
西部工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更为明显，尤其是内蒙、

甘肃和新疆。尽管如此，东部重化工业向西部转移

近乎成为学界共识和政策主流，《产业转移指导目

录（２０１２年本）》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有研究测
算，目前仅广东、上海、浙江和福建四省市需要转移

出去的产业价值在 １．４万亿元左右（方行明 等，
２０１２），这些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
及资源依赖型上游产业，这无论与节能减排的国际

潮流，还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西部开发目标都严重

抵触。如何协调经济发展权与环境保护重任的矛

盾，发展碳汇产业是突破口之一。西部地区发展以

林草业为主的碳汇生产，不仅为全国生态环境改善

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吸收固定了本地区自己排放的

ＣＯ２，自然可以抵扣其减排额度，为本地区的经济，
尤其是工业发展拓展环境承载力。以广西为例，

２００９年仅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量就达４８７０．１５万 ｔ，
折算成ＣＯ２为１７８５７．２２万 ｔ，这就是说，广西森林
基本可以消除全区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从而实现了广
西的ＣＯ２“零排放”（李燕，２０１０）。又如鄂尔多斯市
的大型煤电企业超量排放的 ＣＯ２与东部兴安盟、呼
伦贝尔等地创造的碳汇进行自愿交易，实现了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部双赢（齐惠，２０１２）。这种内
部消化ＣＯ２的西部生态优势，是东部发达地区梦寐
以求却难以复制的。

（５）有助于西部经济绿色崛起和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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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生产带来的西部生态环境改善，可以促成

风调雨顺，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与损失程度，增强

西部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产出效率，实现农牧

业高产、稳产和优质化，同时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进而将长期困扰西部的“资源诅咒”转化为

“资源祝福”，实现生态屏障建设目标与经济开发目

标的有机耦合。

２．碳汇贸易带来西部发展新机遇
（１）国际机遇
基于全球气候加速暖化的形势及有可能引发

的生态灾难威胁，全球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

定量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环保协议《京都议定书》

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正式生效。按此协议，缔约国
（附件一国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第一承诺期必须
承当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虽然第二履约期

尚未开始，缔约国需承当的减排义务也未确定，但

节能减排是当代的大趋势，是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

问题、不能逃避的责任，因此，我们相信第二轮减排

协议在不远的将来终将达成。与第一轮协议一样，

减排目标依然会是刚性的，但减排方式与机制不仅

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估计比第一履约期更加灵活，

或者说，《京都议定书》设计的三种灵活减排机制，

即排放交易（ＥＴ）、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和联合实
施（ＪＩ）将得到更加充分和灵活的使用。

尤其是在ＣＤＭ框架下，发达国家出资在发展中
国家实施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所产生的实质性温室

气体减排量，在经过验收后可以用来抵扣其减排目

标。该机制实现的减排量约占其承诺减排总量的

２０％，除美国、澳大利亚等几个发达国家外，全球允
许的ＣＤＭ碳汇总量约为１．６亿 ｔ，即每年３２００多
万ｔ（韩雪 等，２０１２）。碳交易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履行碳减排承诺的重要手段与突破口，并孕育和推

动了国际碳汇市场的发展。２００８年，全球碳交易量
达到４８．１亿ｔＣＯ２当量，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６１．４％，是
２００５年交易量的３倍。世界银行最新预计到２０２０
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将达到３．５万亿美元，会超过
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魏博，２０１１）。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参与国际碳汇贸易最早、

介入最深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ＣＤＭ下项目交易的
主要供给方。２００８年中国的碳交易占全球的比重
高达８４％，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位的印度和巴西的份
额，他们占全球比重分别只有４％和３％（李艳君，

２０１０）。而西部地区正好实现了生态环境建设战略
与国家碳汇贸易战略的重合，只要加强建设，西部

地区有可能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汇贸易的重点地

区和主要潜力区。

（２）国内机遇
２０１０年８月 ３１日成立的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是一种集“储存碳汇信用、履行社会责任、提高

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四位一体的公益平台，成

立以来已累计收到１５００户企业和２万人次的捐款
５亿余元，并在全国１６个省（区、市）累计营造碳汇
林８万多ｈｍ２（袁金鸿，２０１２）。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国家发改委同意北京市等７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中国首个林业碳汇交易
试点项目在浙江义乌启动，阿里巴巴集团以１８万元
购买了１万ｔ林业碳汇指标，成为国内购买林业碳
汇的第一笔交易（刘羊 等，２０１１）。截至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初，国家已经批准 ＣＤＭ项目 ４５４０个，其中
９３０个项目共获得６０８２８８８３２ｔＣＥＲｓ签发，占东道
国ＣＤＭ项目签发总量的５９．９２％。由于西部在土
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及政策等

方面的优势，其种草植树吸收固定等量的碳，成本

要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西部与东中部的碳汇贸

易对彼此有利，对西部而言，更意味着跨越发展的

新机遇：通过碳汇贸易，增添西部与世界联系渠道，

为西部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林农增加收入，为碳汇

产业培养人才；通过林种结构优化和营林护林技术

进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转化效率；通过

发展绿色经济，优化西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

３．巨大的碳汇能力与潜力将成为西部发
展后劲的坚实支撑

西部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碳汇资源库和最大

的后备潜力区之一。西部地区森林面积近 １亿
ｈｍ２，覆盖率为 １４．９％，面积占全国的６６．２％（董恒
宇，２０１０）。有研究估计，２００５—２０５０年，西部森林
生态系统可从大气中吸收固定ＣＯ２４６８２．４８ＭｔＣ，而
内蒙古自治区、云南、四川、甘肃等地区碳增汇潜力

更大。西部地区宜林荒地面积达４１５３．０５万 ｈｍ２，
占全国的 ７２．４５％（马晓哲 等，２０１１）。在草场方
面，我国五大草原均分布在西部地区，草原面积约

３．３亿ｈｍ２，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８４．４％。虽然目
前还难以掌握可靠的草地系统固碳能力的估计值，

从而导致草原碳汇未纳入国际国内碳汇交易范围，

但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吸碳固碳能力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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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草地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总的碳贮量

约占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一，仅次于森林生

态系统（刘佳，２０１０）。但是，由于人为原因和全球
气候变化等诸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目前尚有１．７４
亿ｈｍ２沙漠和荒漠化土地，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
５５９０万ｔ，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千亿元，因此，开发沙
漠碳汇资源前景广阔。之外，西部地区还拥有湖

泊、河流和湿地１８００万 ｈｍ２，全国占比５９．２％（董

恒宇，２０１０），这也是西部创汇增汇的巨大潜力所
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农村

人口更加“空心化”、年龄结构更加老龄化，大量的

西部山地、丘陵已经荒芜，这为造林（再造林）、草场

恢复与建设、退耕还水等生态工程建设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大好机遇。

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对西部跨越发展的促进

机理见图１。

图１　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促进西部发展的机制机理

四、西部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现状及特征

１．参与积极，但效率不高
西部地区是国内涉足较早，参与国际ＣＤＭ较多

的地区（见表１）。２００５年，国家就正式批准内蒙古
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清洁发展机

制项目，十年的减排计入期中预计共产生５１４．２９６ｔ
的ＣＯ２当量的减排（齐惠，２０１２）。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中旬，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西部 ＣＤＭ项目 ２２９４
个，估计年减排量 ３１．７９Ｍｔ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５０．５３％和４３．７０％；西部地区在联合国注册的项目
１２３７个，估计年减排量１８３２４ＭｔＣ，分别占全国总
量的５２．０２％和 ４０．９８％；获得联合国签发的项目
４８１个，估计年减排量８．４３Ｍｔ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５１．７２％和３２．１２％①。从批准、注册及签发的 ＣＤＭ
项目个数来看，西部地区都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

反映了西部地区对 ＣＤＭ项目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和
参与程度。

　　但西部单位ＣＤＭ项目的减排量较低，且普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２），直接导致了碳减排量的
贡献度与项目个数比例不匹配。其中发改委批准

项目的减排量比重低于项目个数比重，低６．８３个百
分点，在联合国注册项目的碳减排比重比项目个数

比重低１１．０４个百分点，在联合国签发项目方面更
是低了１９．６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西部碳汇项目发
展的小规模、粗放化和低效性特征，单位面积森林

的碳减排效果严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２．内部发展不平衡
在西部地区内部，云南、内蒙古和四川三省区

的碳汇产业发展走在了最前面（见表３）。与项目个
数分布类似，云南、内蒙古和四川三省区减排的碳

数量亦占据了西部半壁江山，三类项目三个省区减

排量分别占西部地区总量的 ５７．３３％、６１．１２％和
６２．１３％。而青海和西藏森林草场丰富，自然碳汇量
非常巨大，但ＣＤＭ参与度却非常低，这也是西部碳
汇产业发展的重点潜力区。

　　① 根据国家发改委ＣＤＭ项目数据库系统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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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部地区ＣＤＭ项目发展情况

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 获准在联合国注册的项目 获得联合国签发项目

个数
年减排量

／ＭｔＣＯ２ｅ
单位减排量

／ｔＣＯ２ｅ
个数

年减排量

／ＭｔＣＯ２ｅ
单位减排量

／ｔＣＯ２ｅ
个数

年减排量

／ＭｔＣＯ２ｅ）
单位减排量

／ｔＣＯ２ｅ

四川 ４２８ ８．２５ １９２７６２ ２０６ ４．４４ ２１５４２８ ６９ １．７４ ２５２３４６

内蒙 ３５６ ５．３３ １４９８２６ ２５４ ３．９５ １５５３９１ １０７ ２．００ １８７１６７

云南 ４５３ ４．６４ １０２４３９ ２３９ ２．７６ １１５６４１ １１１ １．４９ １３４４１３

甘肃 ２４２ ２．９７ １２２７２３ １５４ ２．２２ １４４７４９ ６１ １．０４ １６９９０６

新疆 １４７ ２．４８ １６８８３３ ６９ １．２２ １７７０５６ ２２ ０．４８ ２１６９５６

贵州 １４０ １．８２ １２９９３５ ６２ ０．５３ ８４７９６ ３１ ０．２２ ６９８０８

陕西 １１９ １．５７ １３２２４６ ５５ ０．６０ １０８８２７ １６ ０．３０ １９０２３２

广西 １１３ １．４８ １３１３１４ ５６ ０．７５ １３４０９１ ２１ ０．２５ １１８０６０

宁夏 １５４ １．４６ ９４７３２ ７３ ０．７２ ９８０６１ １６ ０．２５ １５８５６８

重庆 ７２ １．２０ １６６９２７ ４０ ０．８０ ２００２９６ １７ ０．５３ ３１１９９０

青海 ６１ ０．４８ ７８３００ ２９ ０．２５ ８５５４９ １０ ０．１２ １２４３３７

西藏 ９ １．００ １１０９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ＣＤＭ项目数据库系统”，年减排量和单位减排量为估计值

表２　西部地区ＣＤＭ项目的单位碳减排量

项目类别 发改委批准项目 联合国注册项目 联合国签发项目

西部平均／ｔＣＯ２ｅ １３８５８３．９０ １４７４５０．９５ １７５１９１．６０

全国平均／ｔＣＯ２ｅ １６０２３６．４５ １８７１５８．７４ ２８２１３０．９４

西部占全国百分比／％ ８６．４９ ７８．７７ ６２．１０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ＣＤＭ项目数据库系统”

表３　云南、内蒙古和四川ＣＤＭ项目个数及其占西部比重

项目类别 发改委批准项目 联合国注册项目 联合国签发项目

三省区／个 １２３７ ６９９ ２８７

西部／个 ２２９４ １２３７ ４８１

三省区占西部比重／％ ５３．９０ ５６．５０ ５９．６７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ＣＤＭ项目数据库系统”

　　从表１的计算结果和图２可以看出，西部单位
项目减排量最高的阵营是重庆、四川和新疆，在三

类项目的单位碳减排数量排序上，该三省市区总在

前三名，而内蒙古和云南项目减排效率并不占优

势。这样看来，内蒙古、云南等虽属于碳汇大省，但

减排效率不高，很难成为碳汇强省（区），川、渝才是

西部真正的碳汇大省（市）和强省（市）。西部地区

大量的省区碳减排效率并不高，这反过来又展现了

西部碳汇发展的巨大潜力，尤其是西藏、青海、新

疆等。

五、发展西部碳汇生产与碳汇贸易的对

策建议

１．夯实区域碳汇本底，提高碳汇效率
不管是自己开发利用，还是参与国际国内碳汇

贸易，壮大碳汇基础是关键，这是实施西部碳汇战

略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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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部各省市区单位ＣＤＭ项目碳减排量排序图

　　一是更加重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尤其是林草
业发展。以种草植树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

抓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扩大林草种植量，

提高存活率、生物量和吸碳固碳能力。加速西部尤

其是西南坡地退耕还林、还草步伐；根据不同树种

的碳吸收能力，坚持适地适树。依照碳吸收能力最

大化原则，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尽可能选择那些

碳储存量高、生长发育快的树种；延长森林采伐作

业周期，加强抚育间伐管理，保持森林合理的林分

密度。

二是大力推进生态移民，减轻极度脆弱地区环

境压力，让西部环境得以整体休养生息。在灾后重

建中不要单纯追求政绩形象的光鲜亮丽，应重点考

虑灾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加速禁止开发区和一

些限制开发区的生态移民，强烈建议以生态移民替

代就地重建。重建和扶贫资金应该讲究效率，建议

用其大部分在大中城市“购买”岗位，提供生态移民

和脆弱区灾民长期稳定和有质量保障的就业，通过

产业融入、就业融入来解决长期困扰移民工作的

“融入难”问题。水电移民及其他相关的征地移民

同样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三是促进部分地区粮食生产有序、逐渐退出。

建议在西部部分地区废除“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促

进不具备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地区完全退出粮食

生产，尤其是大中城市郊区以及贵州、青海、西藏等

省区的全部或者内部多数地区。

四是拓展碳汇新领域，增加西部碳汇来源和储

备。大力扶持西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包括水

电项目、风电项目、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等，这些都是西

部特色和优势；进一步挖掘工业节能潜力，发展工业

循环经济，推进西部新型工业化；以沼气为循环枢纽，

开发利用城乡生物垃圾、集约化养殖场等排放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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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气体；充分发挥西部天然气资源优势，加快推进

气代煤、气代油步伐，减少 ＣＯ２、ＳＯ２等温室气体排
放，这些都是《京都协议书》ＣＤＭ项目的主要内容，
多数在西部都有优势或者较大的发展潜力；以地上

的绿色经济（如发展林业、草业、沙产业、牧业、生态

旅游业、绿色休闲业、风能与太阳能开发等）逐步替

代地下的黑色经济（如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稀土

等）。不但要加强碳汇本底，更主要的是调整产业

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日益恶化的西部生态

环境疏困减压，也有助于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２．将西部更多的地区划定为“生态特区”
生态特区就是实行特别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

的地区。在西部设立“生态特区”，是由该地区的资

源禀赋、生态地位、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决定的。

但是，西部地区地域广博，资源禀赋、生态类型、环

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结构各异，不宜将西部地区整体

划定为“生态特区”，而是将那些生态地位显赫但生

态本底脆弱、生态状态恶化的地区设立为生态特

区。设立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布局以

及各功能区内部的细分。总体而言，禁止开发的各

类自然保护区以及多数的限制开发区，尤其是世界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地可优先设立为“生态特

区”。根据生态地位和环境现状，可以考虑设立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生态特区”，正如各级高新技术

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一样。到目前为止，在西部地

区设立生态特区的建议已有很多，如“西部生态特

区”（王丛霞，２００７）“河西走廊国家西部大开发生态
经济特区”（张倩，２０１０）“金沙江下游国家生态特
区”（张百平 等，２００６）“陕甘宁生态特区”（徐小玲
等，２００３）“祁连山生态特区”（赵建林，２０１１）“三江
源生态特区”（吕植，２０１１）“三峡库区生态特区”
（代群，２０００）“延安生态特区”（路光前，２００１）“西
双版纳生态经济特区”（陈学刚，２０１０）及“民勤生态
特区”（李昊，２００７）等。我们认为，这些地区都基本
上符合设立生态特区的条件。总的来看，应该优先

选择高原山区、水土流失重点区域、江河上游等生

态重点区和脆弱区作为生态特区。

生态特区建设要体现五个“特别”：

一是实行特别的生态建设支持。提高西部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标准，各级政府的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资金应该向生态特区倾斜，无论是投资

增速，还是按面积、人口计算的资金投入力度都要

大幅度高于一般地区；中央和各级地方支付支持西

部大开发的资金应该明确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

面的投资比重；建议全国发行环境彩票，重点支持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设立政策性西部环

境银行，承担西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资金筹措

与管理。

二是实施特别的生态保护政策。建立超越部

门利益（如林业、渔业部门利益）的特区生态环境保

护机构，参照各级自然保护区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特

区生态保护政策；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有奖举报机

制，鼓励和支持各级机构、国内外民间组织参与特

区生态环境保护。

三是实行特别的生态补偿与转移支付。增加

中央财政对西部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和省级财政对

本区域的补偿性转移支付；推进生态补偿试点，建

立若干生态补偿实验示范区；建立区域间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并与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等

工程挂钩；东部地区应从财政收入中拿出适当部分

支持西部种草植树，增加碳汇；探索水权交易、碳汇

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成立全国碳排放专项

资金管理中心，负责转移与补偿资金的收缴与发放。

四是推行特别的政绩考核体系。现行“以 ＧＤＰ
论英雄”一刀切的政绩考核体系逼迫包括西部地区

在内的各省市区优先选择对 ＧＤＰ和税收贡献大的
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化工业，这不仅不符合西部的

主体功能定位，更使西部面临招商引资劣势。建议

在西部“生态特区”实施单独的政绩考核体系，实施

ＧＤＰ“豁免”或者绿色 ＧＤＰ以及环境“一票否决”制
度试点。

五是实施特别的财税政策。提高资源税费征

收标准和地方留成比例，使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能

够从自身资源禀赋中得到更多的福利；建立资源型

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在生态特区改革税

制，大幅减税，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３．加强碳汇资源的区域内部开发利用，
促进西部产业发展

目前国际碳汇交易进展缓慢，交易量有限，又

受第二轮承诺谈判胶着的影响，交易量也不归全中

国，更不为西部所独有，而且碳定价权又不由我国

掌握。所以西部地区不应该对国际碳汇贸易抱过

高希望，碳汇贸易只是提供了西部一个新契机和机

遇而已。单纯依靠 ＣＤＭ项目难以支撑西部跨越式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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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靠“卖碳”是次要的，真正的“大蛋糕”是“用

碳”，即利用自身碳汇本底发展西部自己的产业，这

才是大计。为此：

一是发挥政策优势，用够政策潜力。西部要依

托自身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区定位和第二轮西部大

开发战略，用好、用足、用活现有政策，积极争取新

政策，如新建国家公园、各种国家级开发区、实验

区等。

二是以碳汇促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西

部地区可以依托自身碳汇优势，在国家产业政策和

主体功能区框架下发展自身工业，推进西部城市化

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工业发展

的土地承载力和环境稀释力已近乎达到了极限，如

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二氧化硫（ＳＯ２）排放量是
西部的５．２倍，燃煤电厂单位 ＳＯ２排放造成的经济
损失是西部的４．５倍（龚晓菊，２０１２）。因此，东部
地区的一些工业门类，尤其是重化工业迫切需要向

外转移。西部地区正好可以利用自身在碳汇生产

和碳减排上的成本优势，承接其产业转移，快速推

进西部工业化，提升西部产业结构层次。

三是以碳汇促西部绿色经济发展。仅就 ＣＯ２
而言，碳排放不仅对农业总体影响很小，而且对种

植业、林果业、草业还有正向促进作用，至于气候暖

化，对农业而言也是喜忧参半；但其它的温室气体

和工业、城市废弃物对农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西

部地区林草植被的恢复与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吸收这些污染物，从而为西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特色食品发展提供清洁的环境。这种优美的自然

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有利于生态旅游、休闲度

假、有机农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等绿色经济发

展。“绿色、环保、安全”是西部农业竞争力之所在

和跨越发展之王牌。

４．充分参与国际国内碳汇贸易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项目申报。林业、农业、牧

业、环保等涉碳部门应该建立和完善项目办，积极

主动申请包括碳汇在内的各级各类项目，为本地争

取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各级发改委在碳汇项目申

请上应该承担主导和统领作用，对上对外联络，对

内对下提供项目信息、申报过程技术指导、专门培

训等。各地应该建立和完善项目激励机制，参考招

商引资奖励政策鼓励项目申报。另一方面，要加强

西部碳汇贸易条件、制度与能力建设。如碳汇相关

机构、人才和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认证、注册

制度，加强碳汇资源的研究与勘测，完善碳基金运

行，鼓励与支持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业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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