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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林业碳汇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调查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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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

林业碳汇发展概况分析 1  第一节 林业碳汇相关概述介绍 1  一、林业碳汇相关概述 1  （一）林

业碳汇旳概念 1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定义，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

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林业碳汇，通常是指

通过森林保护、湿地管理、荒漠化治理、造林和更新造林、森林经营管理、采伐林产品管理

等林业经营管理活动，稳定和增加碳汇量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二）林业碳汇旳属性 1  （

三）林业碳汇市场的概念 2  二、林业碳汇交易相关概述 3  （一）林业碳汇交易的概念 3  （二

）林业碳汇交易的特征 3  （三）林业碳汇交易的价值 4  三、报告的研究范围与方法 9  第二节 

林业碳汇市场发展概况 10  一、林业碳汇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0  （一）建立林业碳汇市场的必

要性 10  （二）建立林业碳汇市场的可行性 10  （三）林业碳汇市场发展意义分析 11  二、林

业碳汇市场要素分析 11  （一）林业碳汇市场交易主体 11  （二）林业碳汇市场交易客体 12  

（三）林业碳汇其他市场参与者 12  三、中国林业碳汇市场运行机制 15  （一）林业碳汇市场

供给机制 15  （二）林业碳汇市场需求机制 15  （三）林业碳汇市场风险机制 16  （四）林业

碳汇市场融资机制 16  （五）林业碳汇市场价格机制 17  四、林业碳汇发展的法律对策 18  （

一）林业碳汇交易的法理基础 18  （二）林业碳汇发展之法律问题 19  （三）林业碳汇发展的

法律对策 21  第三节 林业碳汇市场特征分析 23  一、林业碳汇初级市场的特征分析 23  （一）

与一般碳交易市场要素特征比较 23  （二）与一般碳交易市场交易过程比较 24  （三）林业碳

汇初级市场总体特征分析 26  二、林业碳汇二级市场的特征分析 28  （一）与一般碳交易市场

要素特征比较 28  （二）与一般碳交易市场交易过程比较 29  （三）林业碳汇二级市场总体特

征分析 31  三、初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分析 33     第二章 中国林业碳汇发展环境分析 36  第

一节 林业碳汇政策环境分析 36  一、林业碳汇相关规则 36  （一）《京都议定书》 36  （二

）CDM 36  （三）林业碳汇项目对土地的要求 37  二、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基本架构 37  （一

）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主体 37  （二）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客体 38  三、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

订立与履行 39  （一）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39  （二）林业碳汇交易合同的履行 41 

第二节 交易主体法律权益保障 42  一、林业碳汇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 42  （一）林业碳汇交易

主体的法律地位 42  （二）项目实施中交易主体法律现状 43  二、林业碳汇交易主体法律权益



及法规 48  （一）林业碳汇交易主体的法律权益 48  （二）法律权益保障的国际法律规定 53  

（三）法律权益保障的国内法律规定 54  三、国外林业碳汇交易主体法律权益保障现状 56  （

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56  （二）欧洲气候交易所 56  （三）大西洋森林保护和恢复项目 57  

（四）印度林业碳汇项目 57  四、中国林业碳汇交易主体权益保障法律措施 58  （一）清洁发

展机制下的法律措施 58  （二）非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法律措施 60  第三节 林业碳汇经济环境分

析 62  一、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62  （一）GDP增长 62  （二）进出口增长 62  （三）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63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4  （五）未来经济运行趋势展望 65  二、国

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65  （一）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发展特点 66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呈

现分化复苏态势 67  （三）未来世界经济展望 68     第三章 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0  第一

节 中国林业发展状况分析 70  一、林业灾害发生情况 70  （一）森林火灾政策 70  （二）森林

火灾次数 71  （三）受害森林面积 72  二、林业产业总产值及构成 73  （一）林业产业总产值

73  （二）林业产业产值构成 73  三、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 74  第二节 营林造林总体状况分析

75  一、营造林总体状况 75  （一）全国造林总面积 75  （二）全国人工造林面积 75  二、国家

林业重点生态工程 76  三、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情况 77  （一）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 77  （二）

森林资源的清查结果 77  （三）森林资源存在的问题 78  （四）可持续发展对策措施 79  第三

节 林业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81  一、林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81  （一）林业有利影响因素 81  （二

）林业不利影响因素 84  二、中国林业投资分析 85  （一）林业投资总量分析 85  （二）林业

投资结构分析 86  （三）林业投资资金来源 86  三、林业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87  （一）林业产

业的发展机遇 87  （二）林业产业面临的挑战 89  四、林业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89     第四章 国外

林业碳汇发展经验借鉴 91  第一节 国际&ldquo;碳中和&rdquo;发展状况 91  一、&ldquo;碳中

和&rdquo;发展历程 91  （一）&ldquo;碳中和&rdquo;的诞生 91  （二）&ldquo;碳中和&rdquo;

的发展 92  （三）&ldquo;碳中和&rdquo;的今生 93  二、&ldquo;碳中和&rdquo;达成路径及相关

问题分析 95  （一）&ldquo;碳中和&rdquo; 达成路径 95  （二）碳定价的主要方式 97  （三）市

场需要碳交易机制 98  （四）政府调控 100  第二节 国外碳排放交易机制和体系 102  一、国外

碳排放交易机制 102  （一）清洁发展机制( CDM) 102  （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ET) 103  （三

）联合履行机制( JI) 103  二、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 103  （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103  （二）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RGGI) 104  （三）美国加州碳排放交易体系( CAL

ETS) 104  （四）澳大利亚碳排放交易体系( AU ETS) 105  第三节 国内外林业碳汇市场的比较

105  一、国外林业碳汇市场现状 105  （一）欧盟碳汇市场 105  （二）北美森林碳汇市场 109  

（三）大洋洲林业碳汇市场 111  二、国内林业碳汇市场现状 113  三、国内外林业碳汇市场比

较 114  （一）市场供需关系 114  （二）市场发育程度 114  （三）认证标准建设 115  第三节 中

国林业碳汇市场分析 116  一、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交易现状分析 116  （一）中国林业碳汇交易



市场背景 116  （二）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交易情况 116  （三）中国林业碳汇市场发展趋势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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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加强碳交易市场管控 121  二、韩国林业碳汇市场发展状况 123  （一）韩国林业碳汇相关政

策 123  （二）韩国林业碳汇机构组织 124  （三）韩国林业碳汇项目认证过程 125  （四）韩国

林业碳汇市场发展瓶颈 126     第五章 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交易状况 129  第一节 中国林业碳汇交

易发展概况 129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 129  （一）中国&ldquo;碳中和&rdquo;实现路径 129 

（二）中国碳交易从试点走向全国 131  （三）中国碳交易机制系统逐步建立 132  （四）中国

碳交易试点阶段交易量有限 133  （五）林业碳汇在&ldquo;碳中和&rdquo;中作用突出 135  二、

中国林业碳汇交易发展历程 135  （一）碳抵消机制发展 135  （二）起步于CDM（国际性碳抵

消机制） 139  （三）独立性碳抵消机制 143  （四）林业碳汇市场发展总结 153  三、北京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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