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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林业碳汇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固碳速率和较大的碳汇增长

潜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持续推进，2021年

，我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需求达55亿元。  我国核证减排机制（CCER）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

机制，经历了2004年的试点项目以及2017年的搁置后，有望在未来重启，若CCER的备案签发

重启，林业碳汇作为其中生态价值较高、额外性较为充分的项目子类，势必得到政策和市场

的关注。预计2022-2027年我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需求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36%，到2027

年我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需求将达到348亿元。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林业碳

汇行业发展趋势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

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

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

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

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报告目录：  第1章：林业碳汇产业界定及数据统计标准说明  1.1 碳中

和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1.1.1 碳中和的内涵  1.1.2 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1.1.3 碳中和的框架目标 

1.1.4 中国碳抵消机制的发展  （1）CDM项目阶段（2005-2012）  （2）碳交易试点阶段

（2013-2020）  （3）全国碳交易市场（2021年后）  1.1.5 碳汇的界定及实现路径  1.1.6 碳市场

及CCER（含林业碳汇）  （1）碳交易市场  （2）碳汇参与碳市场的方式  （3）碳市场主要产

品（含林业碳汇）  1.2 林业碳汇的界定及发展意义  1.2.1 林业碳汇的界定  1.2.2 林业碳汇的发

展意义  1.3 林业碳汇交易的项目类型  1.3.1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林业碳汇项目  1.3.2 中

国核证减排机制（CCER）下的林业碳汇项目  （1）北京林业核证减排量项目（BCER）情况  

（2）福建林业核证减排量项目（FFCER）情况  （3）广东省林业普惠制核证减排量项目

（PHCER）情况  1.3.3 林业自愿碳减排标准（VCS）项目等资源类项目  1.4 林业碳汇所归属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1.5 林业碳汇产业专业术语介绍  1.6 本报告研究范围界定说明  1.7 本报告数据

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  1.7.1 本报告权威数据来源  1.7.2 本报告研究方法及统计标准说明     第2章

：中国林业碳汇产业PEST（宏观环境）分析  2.1 中国林业碳汇产业政治（Politics）环境  2.1.1 

林业碳汇产业监管体系及机构介绍  （1）林业碳汇产业主管部门  （2）林业碳汇产业自律组

织  2.1.2 林业碳汇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1）中国林业碳汇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2）中国林

业碳汇行业重点标准解读  2.1.3 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相关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中国林业碳

汇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汇总  （2）中国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相关规划汇总  2.1.4 &ldquo;十四

五&rdquo;规划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1）高森林覆盖率的目标有助于促进碳吸收 

（2）有利于完善碳汇监测体系和产品实现机制  2.1.5 &ldquo;碳中和、碳达峰&rdquo;战略的提

出对林业碳汇产业的影响分析  2.1.6 政策环境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2.2 中国林业碳



汇产业经济（Economy）环境  2.2.1 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1）GDP增长情况分析  （2）工业经

济增长分析  （3）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2.2.2 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国际机构对中国GDP增速

预测  （2）国内机构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2.2.3 林业碳汇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关性

分析  2.3 中国林业碳汇产业社会（Society）环境  2.3.1 中国人口规模  2.3.2 中国城镇化率  （1）

中国城镇化现状  （2）中国城镇化趋势展望  （3）中国能源消费结构  2.3.3 社会环境对行业发

展的影响分析  2.4 中国林业碳汇产业技术（Technology）环境  2.4.1 林业碳汇营造林技术  （1

）整地技术  （2）植苗技术  （3）抚育技术  2.4.2 林业碳汇计量与监测方法  （1）林业碳汇计

量与监测资格认证  （2）林业碳汇计量方法综述  2.4.3 林业碳汇项目碳汇量的计量  （1）碳基

线的确定  （2）项目碳储量变化  （3）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  （4）项目碳汇泄漏  （5）项

目净碳汇量  2.4.4 林业碳汇监测方法  （1）项目活动及其边界监测  （2）项目抽样设计  （3）

项目碳储量变化监测  （4）项目边界内的排放  （5）项目碳汇泄漏  （6）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项目不确定性分析  2.4.5 林业碳汇核查认证办法  （1）林业碳汇认证的基本概念  （2）

林业碳汇认证的目的  （3）国外碳汇认证现状  （4）林业碳汇核查方法  （5）林业碳汇认证方

法  （6）林业碳汇的第三方认证     第3章：全球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3.1 全球林

业碳汇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3.1.1 全球林业碳汇产业发展历程  3.1.2 全球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现

状  3.2 全球（除中国外）林业碳汇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3.2.1 全球（除中国外）林业碳汇产业经

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现状  （2）主要地区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3.2.2 全球（除中国外

）林业碳汇产业政法环境分析  （1）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2）全球分区域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3.2.3 全球（除中国外）林业碳汇产业技术环境

分析  （1）欧盟林业碳汇技术环境  （2）美国林业碳汇技术环境  3.2.4 新冠疫情对全球林业碳

汇产业的影响分析  3.3 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及运行机制  3.3.1 国际碳市场发展综述  3.3.2 国际

碳定价机制  （1）国际碳定价机制  （2）国际碳税市场概况  3.3.3 国际碳交易市场概况  （1）

国际碳交易市场类型  （2）国际碳交易市场架构  （3）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影响因素  （4）国

际碳交易市场体系  3.3.4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1）国际碳交易市场总体规模  （2）国际

碳交易市场区域情况  （3）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情况  3.4 国际林业碳汇市场体系及运行机制 

3.4.1 国际林业碳汇市场的形成和特征  （1）国际林业碳汇市场的产生  （2）国际林业碳汇市

场结构和特征  （3）国际CDM林业碳汇项目  3.4.2 国际林业碳汇市场要素分析  （1）市场交易

主体分析  （2）市场交易客体分析  （3）其他市场参与者分析  3.4.3 国际林业碳汇市场运行机

制  （1）国际林业碳汇市场供求机制  （2）国际林业碳汇市场价格机制  （3）国际林业碳汇市

场风险机制  （4）国际林业碳汇市场融资机制  3.4.4 国际林业碳汇市场发展前景  （1）碳汇项

目市场驱动因素  3.5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林业碳汇管理经验借鉴  3.5.1 国际林业碳汇项目管理  

（1）国家主体资格  （2）项目相关机构  （3）项目实施的具体规则  （4）项目运行周期  （5



）能力建设  （6）中国参与项目的可行性  3.5.2 主要经济体项目管理分析  （1）英国排放贸易

计划及其政策  （2）欧盟排放贸易计划及其政策  （3）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及其政策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候削减计划及政策  3.5.3 碳市场管理模式评价及经验借鉴  3.6 国际

林业碳汇项目案例及经验借鉴  3.6.1 普朗特（Plantar）项目  （1）项目基线的选择  （2）碳效

益及信用期  （3）项目监测与核证  （4）社会与经济效益  3.6.2 大西洋森林保护和恢复项目  

（1）项目基线的确定  （2）碳汇测量和监测方法  （3）解决非永久性的方法  （4）防止发生

碳泄漏措施  （5）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3.6.3 案例评价及经验借鉴     第4章：中国林业碳汇市

场构建及运行机制  4.1 中国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进程  4.2 基于林业碳汇的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必要

性  4.2.1 森林碳汇交易现状  4.2.2 中国推进森林碳汇交易的必要性  4.3 中国林业碳汇交易机制

的构建理论  4.3.1 体制设立  4.3.2 制度设立  4.3.3 抵消机制  4.3.4 机制创新  4.4 中国林业碳汇市

场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  4.4.1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要素分析  （1）市场交易主体分析  （2）市场

交易客体分析  （3）其他市场参与者分析  4.4.2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供求机制分析  （1）林业碳

汇供给的影响因素  （2）林业碳汇供给的刺激机制  （3）林业碳汇需求的影响因素  （4）林业

碳汇需求的刺激机制  4.4.3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价格机制分析  （1）林业碳汇价格的构成与决定

因素  （2）林业碳汇价格机制的优化  4.4.4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交易机制分析  （1）林业碳汇自

愿碳交易市场机制  （2）碳排放约束市场交易机制  （3）林业碳汇市场交易方式分析  4.4.5 中

国林业碳汇市场竞争机制分析  （1）国际林业碳汇市场竞争特征  （2）林业碳汇市场充分竞

争的促进机制  4.4.6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风险保障机制分析  （1）林业碳汇市场的风险构成  （2

）林业碳汇市场风险保障机制     第5章：中国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规模测算  5.1 中国

碳市场发展历程及交易现状  5.1.1 中国碳市场发展历程  5.1.2 中国碳市场交易现状  （1）国内

碳交易市场交易机制  （2）国内碳交易市场抵消情况  （3）中国及试点交易市场交易规模  5.2 

中国林业碳汇上游林业发展状况分析  5.2.1 中国森林资源情况  5.2.2 中国营造林总体状况分析  

（1）造林情况  （2）森林抚育情况  5.2.3 中国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5.3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开

发及运营现状  5.3.1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一般流程  5.3.2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名单  5.3.3 中国

林业碳汇项目地区分布  5.3.4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CO2吸收量  5.3.5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收益情况 

5.4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需求现状分析  5.4.1 有效需求不足  5.4.2 买方主导市场  5.5 中国林业碳汇

市场规模测算  5.5.1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林业碳汇项目市场规模  5.5.2 核证自愿减排机制

（CCER）下林业碳汇市场规模  5.5.3 自愿碳减排标准（VCS）项目下林业碳汇市场规模  5.6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5.6.1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市场需求分析  5.6.2 中国林业碳汇项

目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第6章：中国林业碳汇管理及重点项目案例分析  6.1 中国林业碳汇中游

细分项目类型概述  6.1.1 中国林业碳汇项目类型分布  6.1.2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林业碳

汇项目  （1）清洁发展机制（CDM）概述  （2）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林业碳汇项目的



开发流程  （3）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及运营现状  6.1.3 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机制（CCER）下的林业碳汇项目  （1）核证自愿减排机制（CCER）概述  （2）核证

自愿减排机制（CCER）下的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流程  （3）核证自愿减排机制（CCER）下

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及运营现状  6.1.4 林业自愿碳减排标准（VCS）项目等自愿类项目  6.2 中

国非志愿林业碳汇项目案例分析  6.2.1 广西林业碳汇项目进展分析  （1）广西林业投资规模分

析  （2）广西林业碳汇潜力分析  （3）广西林业碳汇项目简介及进展  （4）广西林业碳汇项目

设计内容分析  6.2.2 内蒙古林业碳汇项目分析  （1）内蒙古林业投资规模分析  （2）内蒙古林

业碳汇潜力分析  （3）内蒙古碳汇市场交易分析  （4）内蒙古林业碳汇项目进展  （5）内蒙古

其他林业碳汇项目进展  （6）内蒙古林业碳汇发展建议  6.2.3 浙江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分析  （1

）浙江省林业投资规模分析  （2）浙江省林业碳汇潜力分析  （3）浙江省碳汇市场交易现状  

（4）浙江省碳汇市场发展规划  （5）浙江省碳汇市场发展建议  6.3 中国志愿林业碳汇项目案

例分析  6.3.1 云南林业碳汇项目分析  （1）云南林业投资规模分析  （2）云南林业碳汇潜力分

析  （3）云南林业碳汇生产能力  （4）云南林业碳汇实践经验  6.3.2 山西林业碳汇项目分析  

（1）山西林业碳汇潜力分析  （2）山西林业碳汇项目进展  6.3.3 辽宁林业碳汇项目分析  （1

）辽宁林业碳汇潜力分析  （2）辽宁林业碳汇项目进展  6.4 国内林业碳汇管理现状及展望 

6.4.1 中国开展林业碳汇活动的必要性  （1）引进林业建设额外资金  （2）引进国际先进的造

林技术  （3）推进林业发展投融资机制创新  （4）促进林业发展的国际进程  （5）支持国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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