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
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森林碳汇：是指森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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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降
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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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森林碳汇的交易通道打开，是不
是就可以“躺着赚钱”了？

并不尽然。蓝图已经画好，但等待
廖永平和同事们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挑
战——碳汇的激励不明，相关法律建设
不足，交易制度亟待完善等等。

就拿眼前来说，区域性市场建好了，
谁来买？“把市场交给市场。”蔡秦说。减
排市场是一个政策性市场，因此需要政
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驱动，在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控制的前提下，推动区域内企
业进入市场。

中国（丽水）两山学院副教授李泰君
持同样观点。他举例，2021年7月，全国
碳市场开启，全国2000多家电力企业率
先被纳入。其中企业每年会被分配相应
的碳排放配额，配额不够用的要到市场去
买，进而促进市场的运转。不过对地方来
说，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有限，要实现
地方的“双碳”目标，还要建立地方碳普惠
平台，让更多社会主体走进来，那么区域
性的碳汇交易平台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策驱动下，企业要么自主减排，
要么购买碳汇进行抵消，低碳发展将成
为一种自觉。”李泰君说。相对于工业减
排而言，林业碳汇的成本低、效益好。今
后 随 着 国 家 核 证 自 愿 碳 减 排 量 交 易

（CCER）的重启，林业碳汇的市场价值
将更为凸显。

市场活跃了，对产品的要求随之而
高。就拿官埔垟村来说，今后靠碳汇“躺
着赚钱”或许不太可能。

“谁受益，谁保护。”李泰君直言，目
前我省的森林主要为次生林和人工林，

碳汇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如果不做相应
的管理和培育，今后森林产生的碳汇量
会受限。因此，在产生碳汇这门课上，村
民们要学会做好森林的防虫防害，调整
林下结构、植被更新等功课。走得快者，
有如景宁，早在“十二五”期间就开始积
极谋划发展碳汇林业，为县域生态优势
的发挥进行布局。

浙江是最早进行林权改革的省份，
农民是林地的实际经营主体。可在碳汇
开发过程中，也面临一个实际问题：运营
主体数量大而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随
着碳汇交易量的增多，今后如何把分散
在村民手中的碳汇集中起来开发，也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其实涉及运营开发主体是谁的
问题。”在前期调研中，丽水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地
的解决办法是，统一以村镇的“强村公
司”运营，收益归村集体。

面对重重考验，碳汇局除了和其他
部门交流互动，还积极引智——成立了
一个林业碳汇工作专班。5 个人的专班
里，博士就有4人。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靳全锋博士，就
是其中一个，今年 3 月中旬刚到碳汇局
挂职报到。在他看来，森林碳汇的技术
研究已经成熟，关键是如何把理论和现
实的路径打通，找出适合区域发展的政
策和路子，让全社会参与进来。

“卖碳不是目的，最终是要实现碳汇
量增加、减排量变大、低碳企业更多。”廖
永平说。碳汇局只是一个支点，撬动的
将是整片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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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还是那片森林森林还是那片森林，，全国首个森林碳汇管理局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全国首个森林碳汇管理局让它变得不一样了——

““双碳双碳””背景下的森林再定义背景下的森林再定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亚丽郑亚丽 黄黄 彦彦

一棵树，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在自然课堂上，这是
一个普通的科普话题，在浙南山区，却是廖永平和丽水林
业人要研究的头等大事。

“森林还是那片森林，管理的意义不一样了。”廖永平
是丽水市森林碳汇管理局（以下简称“碳汇局”）局长，刚履
新3个多月。2021年12月22日，丽水市森林碳汇管理局
挂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个负责森林碳汇管理的部门。

开全国之先，专门为森林碳汇成立一个管理部门，这
不免让人好奇：其背后有何深意？在“双碳”背景下其和
时代发展有怎样的互动联结？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探访
了碳汇局。

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 158 号，碳汇局的牌子格外显
眼。而在大门的另一侧，丽水市林业局的牌子同样鲜亮。

这也预示了两者的关系——在碳汇局的“前世”中，重
叠着林业局的影子。2020年初，随着全国机构改革，不少
地方的林业部门并入了自然资源部门，丽水也不例外。

“在我们这里，恢复丽水林业局的呼声一直很高。”廖
永平说。丽水是浙江最大的林区市，全市林地面积219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1.7%，林业资源是丽水发展的重要
支撑。考虑到这些，当地政府一直在为恢复林业局而
努力。

让廖永平欣喜的是，林业局不仅成功恢复了，还带回
了碳汇局的牌子。2021 年 8 月，省编委发文批复，同意
单独设置丽水市林业局，同年12月，两个单位同时挂牌，
与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百山祖管理局合署办公，有
效整合多方力量。

“这是极大的创新，森林还是那片森林，但是我们要
从碳的角度重新认识这片森林。”廖永平直言，碳汇局承
载着地方碳中和的绿色雄心。研究表明：全球森林生态
系统储存了约 1.15 万亿吨碳，维持着 77%的植被碳库和
39%的土壤碳库，年吸收量约占陆地生态系统年固碳总
量的三分之二。

在“双碳”目标下，林业碳汇虽屡屡被提及，但如何开
发利用仍是一个新课题——只有把林业碳汇变成“可量
化、可交易、可增值、可持续”的产品，参与到碳排放权交
易的市场中，其作用才能真正发挥。

这一观点得到了省林业局林业碳汇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任周国模的印证。周国模是国内研究森林碳汇的专
家，在他看来，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市，生态是其最大
的优势，聚焦林业是丽水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和重要生
态支撑。那么，如何把“重要”的森林碳汇资源挖掘出来，
便是碳汇局的当务之急。

从现实基础看，丽水是有优势的。初步估算，丽水全
市森林植物碳储量7134万吨，年增碳汇量910万吨。近
年来，全市森林蓄积量在历史高位上再创新高，现已突破
1 亿立方米，森林生态持续优化、森林质量显著提升，可
供开发的森林碳汇资源丰富、家底深厚。

光有家底还不行，还要有把 0 变成 1 的能力。历数
丽水这些年，不论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还是林权制度改
革，丽水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林权抵押贷款、林地
经营权流转证等典型经验，还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
估体系、生态产品交易体系、生态信用制度体系等三大体
系建设，率先形成了一套可示范可推广的“两山”转化丽
水经验和丽水模式。

从这些“先天条件”看，丽水无疑是开发森林碳汇的
最佳选手。

尽管如此，具体到实际操作中，碳汇局要面对的仍是
一系列“空白”。目前，碳汇局已经为自己制定了工作计
划——《林业碳汇工作专班方案》，正在编制的《森林碳汇
丽水行动方案》也会在今年出台。

“未来有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廖永平说。在碳汇局
的加持下，打造华东地区最大的森林碳库、建设华东区域
林业碳汇交易中心、树立全国森林碳汇先行示范标杆等
目标，有望一一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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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碳的角度重新认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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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了多少钱？”“总共3笔，582
吨，近6万元。”

问起村里去年的碳汇交易情况时，
龙泉市兰巨乡官埔垟村党支部书记张小
平脱口而出，可当记者问起怎么理解碳
汇时，他的表情有点局促。尽管不是非
常理解，可当去年市里要在村里做森林
碳汇基地时，他仍然坚定地点头：这是一
件好事，凭着好空气就能卖钱。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忧虑。目前来
买碳汇的多为政府部门，且次数不多。

“有人买，它值钱，没人买，还是一片树
林。”

张小平的想法简单而实际，却直抵
碳汇局最重要的课题——让碳汇像商品
那样自由交易。

“目前的碳汇交易多为点对点的案
例，没有建立起对应的体制机制市场。”
丽水市发改委生态经济处处长蔡秦一语
道破。这两年，尽管关于碳汇的交易很
热闹，但无论是购入方、购入地还是碳汇
价格，都是政府的主导行为，而非市场
行为。

碳汇局今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
个区域性的碳汇交易平台，让不论是政
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在上面自由交
易，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作贡献。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廖永平向
记者介绍，“无形的森林碳汇如何开发
测算？需要一套方法学！让森林持续
不断产生碳汇，要对林地进行管理培
育！既然是市场就需要一个交易平台，
有市场主体参与，还要有相应的碳汇金
融产品⋯⋯”

一张青山变金山的蓝图，已经在廖
永平心中绘就。好在，他说的这些内容，

丽水这些年一直在探索。
2020 年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探索出

台了《浙江省丽水市森林经营碳汇普惠
方法学（试行）》，尝试着把森林碳汇量
化。“不同的方法学算出的碳汇量也不
同，摸清碳汇家底，需要应用不同的方法
学模型对丽水森林碳汇进行统一监测计
量。”林业碳汇专班协调处负责人袁薇依
表示。

在搭建交易平台上，丽水也有基
础。袁薇依告诉记者，我省的华东林权
交易所是国家林草局同意的全国首个林
业碳汇交易试点平台，也是唯一一家保
留的林业类交易场所。目前交易所正在
进行重组，今后将致力于建设生态产品
价值转换平台，成为区域性的林业碳汇
交易平台。

当碳汇有了价值，金融产品也开始
萌芽。去年 8 月，龙泉市官埔垟村村民
李汉清以林业碳汇为质押，向银行申请
并获得当地首笔“碳汇+地役权”贷款，
80亩“碳汇林”共贷款20万元。

碳汇局成立后，银行对开发碳汇金
融产品的兴趣更大了。最近，碳汇专班
协调处已和多家银行负责人碰过面，商
议绿色金融如何助力碳汇产品的价值
实现。

“从碳汇的核算到交易再到延伸出
来的金融产品，等整个链条运转起来，碳
汇就能换成真金白银。”蔡秦认为，森林
碳汇除了助力地方碳中和外，对于全域
都是山区县的丽水来说，还有着更为现
实的意义，那就是将森林碳汇项目和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机结合，加快推
动“两山”转化，为山区实现共同富裕蹚
出一条新路子。

青山变“金山”
让碳汇像商品那样自由交易

基于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
板的现实需要以及我省当前碳达峰、碳中
和的战略部署，丽水市森林碳汇管理局去
年底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森林碳汇管
理局，在浙江和全国都有重要意义。

“双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
一个关键词。但是，无论社会、技术如何
发展进步，社会系统不可能有纯粹的零
碳排放，只能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碳吸
收，才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零排放。因
此，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减排与增汇
双轮驱动、并力前行。

丽水市森林碳汇管理局要做的，正
是后者。就丽水而言，得天独厚的森林
碳汇资源优势是其可以在增汇上做文章
的先天优势。近期我省发布的《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巩
固提升林业碳汇、加强对林业碳汇的科

技支撑等具体要求，这为我省林业碳汇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性指导。

把沉睡在山林中的碳汇唤醒，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目前在森林碳汇项目开
发中遇到了“难计量、难交易、难变现”等
困境，只有把这些链条都打通，碳汇的经
济价值和碳中和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展
现。今后丽水市森林碳汇管理局要做
的，就是围绕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
汇能力、探索林业碳汇补偿和交易机制
发力，进而形成增加森林碳汇和实现农
民共富的浙江样板。

作为全国第一个森林碳汇管理局，
一旦试点探索成功，丽水经验可以推广
全省甚至全国，推动全国的森林碳汇资
源规模化经济化利用，使森林碳汇带动
我国林业绿色健康发展，在推动乡村共
同富裕的同时，有效助力全国“双碳”目
标的实现。

为森林碳汇开发利用
打造浙江样板

省林业局林业碳汇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周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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