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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和改进的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模型! 对浙江省安吉县中国核证减排量"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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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定量评估! 并在不同情景下对项目净现值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果表明$ 在

当前市场条件下!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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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传统竹林经营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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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累计二氧化碳减排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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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减排量累计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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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积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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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同因素变化率的情景下! 项目净现值的敏感程度大小依次为竹材价格＞贴现率水

平＞劳动力价格＞碳汇价格( 根据研究结论! 从碳汇价格- 农民增收和市场环境等
.

个方面为更好地持续开展竹

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提出了相关建议, 表
3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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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问

题之一$ 通过 %森林增汇& 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潜力巨大' 而且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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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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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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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森林蓄积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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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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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森林增汇& 目

标$ 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关于推进林业碳汇交易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积极发展林业碳汇和重点探索林

业碳汇自愿减排交易$ 竹林作为中国重要森林资源' 在增汇减排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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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第八次全

国森林资源调查数据' 中国现有竹林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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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国内外不少学者围绕竹林生态系统的

固碳特征* 固碳潜力和影响竹林固碳能力的主要因素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

竹林固碳特征方面' 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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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碳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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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器官中的碳储量由高到

低依次为竹秆* 竹根和竹叶' 竹林乔木层年固碳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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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
J"" &

间' 中国竹林固碳

量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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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竹林固碳量达到
E2)JK $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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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约经营下' 毛竹林单位面

积固碳能力是粗放经营情景下毛竹林的
J2KE

倍' 毛竹林的固碳能力显著提高' 同时集约竹林年平均固

碳量是同等立地条件下杉木
.,//-/0"(1-( $(/)*%$('(

林* 马尾松
2-/,& 1(&&%/-(/(

林以及热带雨林的
!NL

倍' 毛竹林是森林固碳的优势林种"

L

#

, 与无经营抚育措施相比' 施肥* 清兜除鞭和除草翻耕等经营抚育

措施能增加毛竹林乔木层的固碳量' 进而提高了毛竹林总的固碳量"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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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期来看' 定期对毛竹林进

行适度采伐能够提高毛竹林的固碳能力"

M

#

$ 此外' 毛竹生长速度快* 更新周期短* 生长量大* 成林后可

隔年连续采伐' 毛竹林经营对提高竹林主产区农民收入与增加森林碳汇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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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竹林

经营在增汇减排方面展现出很大优势' 但是基于(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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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方法学)/开展的安吉县中国核证减排量-

CCGH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为全国首次' 项目投资

价值及潜力如何尚不确定' 各因素对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如何也有待研究$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

(方法学)和改进的项目经济效益评估模型对浙江省安吉县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进行定量评

估' 并在不同情景下对项目净现值进行敏感性分析' 以期为中国竹林主产区的
CCGH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

项目开发决策及政府实现 %森林增汇& 目标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J

项目概况及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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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安吉县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 是浙江北部一个极具发展特色的生态县' 有 %中国第一竹乡& %中国

竹地板之都& 之美誉' 森林资源丰富' 其中竹林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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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林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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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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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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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株' 是当地最重要的适生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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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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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为当地社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竹林经营碳汇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 安吉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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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起在山川乡和天荒坪镇实施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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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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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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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该项目在中国

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公示$ 根据 (安吉县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设计文件)' 竹种类型为毛竹林' 经营

规模为
# L!E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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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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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内预计产生
!LD EK$ 1

减排量' 年均减排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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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 毛竹竹龄结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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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竹' 林分胸径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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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竹密度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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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提高项目区内竹林的生物量' 从而实现竹林经营增汇的目的$

根据(方法学)和项目设计文件的要求' 基线分层和项目分层主要根据预期达到的目标林分结构状况-如

立竹密度* 平均胸径* 竹龄结构等/及调整年限来划分碳层$ 整个项目划分为
M

个碳层-表
#

/' 基线分

层和项目分层主要用于项目减排量* 竹材和竹笋产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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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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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首先通过对项目实施地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 大里村( 马家弄村( 山川村
)ND

户

农户问卷调查以及合作社理事长的关键信息人访谈& 获得竹林经营投入( 竹材竹笋产量和销售情况等数

据) 其次& 通过二手数据收集& 获得安吉县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设计文件和竹林经营实施方案等基本

信息& 包括竹林经营规模( 项目减排量( 项目分层( 竹林经营措施以及项目开发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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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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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分析

根据+方法学,& 为了改善竹林结构和维持竹林健康持续生长& 在项目经营周期内需要隔年挖笋和竹

林择伐作业& 除项目减排量外& 竹材竹笋也是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重要产出* 计算竹材产出& 首先

利用单株毛竹生物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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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竹材产出* 本研究在计算过程

中林分结构调整阶段各碳层毛竹立竹密度和单株毛竹质量取项目目标与基线水平的平均值* 各碳层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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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

#

"

为第
"

碳层毛竹胸径!

16

#&

$

为

竹龄!度#%

!

=>?@R"

为林分结构稳定阶段第
"

碳层单株毛竹质量!

M7

/株!)

#*

竹材( 竹笋产出计算公式为$

%

&R'

H

G

" H )

!

!

(

"

)

=>?@R"

Q(

*R"

%

=>?@R"

#

+

,R=>?@R"R'

$

=>?@R"

& !

E

#

%

-R'

H

G

" H )

!

!

(

"

.

,R=>?@R"

Q(

*R"

.

#R=>?@R"

#

$

=>?@R"

* !

#

#

式!

E

#

S

式!

#

#中$

%

&R'

为第
'

年竹材产出!

M7

#&

(

"

为林分结构稳定阶段第
"

碳层毛竹立竹密度!株/
;6

!<

#%

(

$R"

&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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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别为林分结构调整阶段第
"

碳层毛竹立竹密度!株"
+,

!!

#和单株毛竹质量!

-.

"株!/

#$

#

0*&'()*"*$

为第
$

年第
"

碳层项目情景竹林择伐强度% 数值为
!12

$

!

%*$

为第
$

年竹笋产出!

-.

#$

&

0*&'()*"

和
&

3*&'()*"

分别为项

目林分结构稳定阶段与调整阶段第
"

碳层挖笋强度% 数值为
4"2

和
!12

%

'

&'()*"

为项目边界内第
"

碳层毛

竹的面积!

+,

!

#& 基于式!

4

#和式!

5

#% 并结合基线分层和项目分层!表
/

#% 单株毛竹质量!表
!

#以及相关

参数% 计算得出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与传统竹林经营竹材竹笋产出!表
4

#% 竹材' 竹笋产值和项目减

排量收益均为各年现金流量% 并假设竹材' 竹笋以及碳汇价格以
!"/6

年为基准保持不变& 项目
4% 7

周

期内累计二氧化碳减排量为
!58 61$ 9

% 年均减排量
$ 4!! 9

% 单位面积减排量
/:1 9

"

+,

!!

$ 竹材总产量为

$4 815;55

万
-.

% 年均
! :8$;5$

万
-.

"

7

!/

% 单位面积
1$;$6

万
-.

"

+,

!!

% 相比传统竹林经营提高了

64;662

$ 竹笋产量为
! 1%$;45

万
-.

% 年均
$4;6/

万
-.

"

7

!/

% 单位面积
/;:6

万
-.

"

+,

!!

% 相比提高了

/$;/%2

&

表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与传统竹林经营产出分析

<7=>? 4 (@9A@9 7B7>CDED FG =7,=FF GFH?D9 ,7B7.?,?B9 I7H=FB D?J@?D9H79EFB AHFK?I9 7BL 9H7LE9EFB7> =7,=FF GFH?D9 ,7B7.?,?B9

时间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 传统竹林经营

竹材产量
M

万
-.

竹材产值
M

万元

竹笋产量
M

万
-.

竹笋产值
M

万元

项目减排

量
M9

减排量收

益
M

万元

竹材产量
M

万
-.

竹材产值
M

万元

竹笋产量
M

万
-.

竹笋产值
M

万元

第
/

年
5 /41;8$ ! !44;54 /!$;%: 4!%;/: : %5! !/;/4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

年
%;%% %;%% %;%% %;%% /$ :1: 16;!: %;%% %;%% %;%% %;%%

第
4

年
5 /41;8$ ! !44;54 /!$;%: 4!%;/: !% /16 6%;5: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5

年
%;%% %;%% %;%% %;%% /$ :1: 16;!: %;%% %;%% %;%% %;%%

第
1

年
5 /41;8$ ! !44;54 /!$;%: 4!%;/: !1 4!$ :1;8$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6

年
%;%% %;%% %;%% %;%% /$ :1: 16;!: %;%% %;%% %;%% %;%%

第
:

年
1 !66;68 ! $55;%/ /18;%8 48:;:4 /1 8:4 5:;8!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

年
%;%% %;%% %;%% %;%% 1 88% /:;8: %;%% %;%% %;%% %;%%

第
8

年
6 %!1;55 4 !14;:5 /:$;65 556;6% /% $%8 4!;54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8

年
6 %!1;55 4 !14;:5 /:$;65 556;6% /% $%8 4!;54 4 5/8;:8 / $56;68 /5/;6% 414;88

第
4%

年
%;%% %;%% %;%% %;%% % %;%% %;%% %;%% %;%% %;%%

合计
$ 4815;55 ! 1%$;45 !58 61$ 1/ !86;$8 ! /!4;84

年平均
! :8$;5$ $4;6/ $ 4!! / :%8;8% :%;$%

单位面积量
1$;$6 /;:6 /:1 41;8: /;58

说明) 根据调查% 竹材' 竹笋平均价格分别为
%;15

和
!;1%

元"
-.

!/

$ 根据
!%/6

年中国碳市场信心指数!

0N0O

#% 碳汇价格取

值
4%;%%

元"
9

!#

$ 传统竹林经营竹材采伐强度和挖笋强度为
442

%

#

株竹笋平均质量为
#;% -.

$ 第
8P4%

年为竹林结构

稳定期% 未给出的奇数年竹材竹笋产出与减排量收益同第
8

年% 偶数年同第
#%

年

"#"

投入分析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因其经营目标的特殊性% 竹林采伐' 除草翻耕' 清兜除鞭和施肥等经营技术

措施采取人工作业的方式% 所有的竹林经营措施从项目第
#

年开始实施& 根据调查% 除草翻耕!林地垦

复
Q

割灌除草
Q

施肥#

5 7

进行
/

次% 单位面积用工
/1;%

工日"
+,

!!

$ 清兜除鞭工作
/1 7

进行
/

次% 单位面

积用工
!!;1

工日"
+,

!!

$ 竹林采伐和挖笋均
! 7

进行
/

次% 单位面积用工分别为
/1;%

和
:;%

工日"
+,

!!

$

单位面积施肥
6%% -.

"

+,

!!

% 化肥价格按
!%/6

年化肥市场平均价格
4;%%

元"
-.

!/计算$ 劳动力价格采用

!%/1

年*安吉统计年鉴+中农业劳动者平均报酬% 取值
/54;$%

元"工日!/

&

此外%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于
!%/6

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 项目开发及管理费用共计
/$%;%%

万

元% 其中竹林经营作业设计费
/%;%%

万元% 项目设计文件
!%;%%

万元% 项目审定费
/%;%%

万元!第
/

年支

付#$ 项目监测与监测报告编写费
6%;%%

万元!分
4

期支付#% 项目核证费
4%;%%

万元!分
4

期支付#和项目

管理费!含检查' 监理' 验收' 宣传' 管护等费用#

1%;%%

万元!分
4

期支付#& 表
5

为竹林经营碳汇交易

项目各年经营投入现金流量&

1$5



第
!"

卷第
#

期 李 佳等! 浙江省安吉县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表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投入分析

'()*+ # ,-./0 (-(*1232 456 )(7)55 456+20 7(-(8+7+-0 9(6)5- 2+:/+206(035- .65;+90

时间 除草
<

万元 竹材
<

万元 挖笋
<

万元 清兜
<

万元 化肥
<

万元 项目开发及管理
<

万元 合计
<

万元

第
=

年
>?@AB" >?@AB" =#>A"@ #B=A#@ C"BA@> D?A?? = "B@A?B

第
>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第
@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D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第
==

年
?A?? >?@AB" =#>A"@ ?A?? ?A?? #?A?? #D=AC=

第
=>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第
="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B

年
?A?? ?A?? ?A?? #B=A#@ ?A?? ?A?? #B=A#@

第
=@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第
=D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C=

年
>?@AB" >?@AB" =#>A"@ ?A?? C"BA@> "?A?? = ?B"A"D

第
C>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C"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第
C@

年
?A?? >?@AB" =#>A"@ ?A?? ?A?? ?A?? #"=AC=

第
CD

年
>?@AB" >?@AB" =#>A"@ ?A?? C"BA@> ?A?? = ?="A"D

说明! 表中未给出的年份竹林经营投入现金流量为
?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值分析

目前" 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从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和林地期望值
>

个角度研究林地经营效益" 其中净

现值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E=B

%

& 同时"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运行周期较长" 在评估项目经济效益时需

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因此本研究选择的是净现值法& 改进后的项目经济效益评估模型可表示为!

! 净F

"

# F =

!

!$

G%'H#

%

$

I%

(

&

JH#

I%

)

&

;H#

E'

#

%

4

(

K&LMH)

E*

#

%

*

(

K&LMH)

E+

#

'

=I,

(

#

& '

"

(

式'

"

(中!

! 净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值'万元()

"

为项目运行周期" 取值
!? (

)

#

为项目活动开始

后的年数)

,

为贴现率& 本研究根据银行长期存款利率取值
"N

)

!$

G%'H#

为项目第
#

年减排量'

0

()

%

$

为碳

汇价格'元*
0

!=

(" 本研究根据
C?=B

年中国碳市场信心指数'

$O$,

(" 现取值
!?

元*
0

!=

)

&

JH#

H &

;H#

为第
#

年竹

材# 竹笋产出'

P8

()

%

(

H %

)

为
C?=B

年竹材# 竹笋平均价格'元*
P8

!=

(" 根据调查数据" 数值为
?A"Q

和
CA"?

元*
P8

!=

)

'

#

为第
#

年项目边界内单位面积肥料使用量'

P8

*

J7

!C

()

*

#

为第
#

年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量'工*

J7

!C

()

%

4

"

%

*

为肥料价格'元*
P8

!=

(和劳动力价格'元*工日!=

()

(

K&LMH)

为项目边界内第
)

碳层毛竹的面积

'

J7

C

()

+

#

为第
#

年项目开发及管理费&

基于净现值公式'

"

(" 并结合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和传统竹林经营各年产出现金流量'表
!

(" 竹

林经营投入现金流量'表
Q

(以及相关计量参数" 可以计算出
!? (

周期内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和传统竹

林经营的净现值'表
"

(& 结果表明!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在
!? (

周期内净现值为

=D "B@A"C

万元" 年均
B"CAC"

万元*
(

!=

" 单位面积
=!A@C

万元*
J7

!C

" 与传统竹林经营相比提高了
QCA?"N

&

其中" 项目减排量累计现值
QB"AQ?

万元" 年均
="A"=

万元*
(

!=

" 单位面积
?A!!

万元*
J7

!C

) 项目竹材累计

现值
CC B@"AC?

万元" 年均
@""ARQ

万元*
(

!=

" 单位面积
="AD?

万元*
J7

!C

" 提高了
""AD"N

) 竹笋累计现值

> ="CADR

万元" 年均
=?"A=?

万元*
(

!=

" 单位面积
CAC=

万元*
J7

!C

" 提高了
=>A=CN

& 竹材竹笋收益明显增

加& 同时"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累计投入
B @CBA?@

万元" 年均投入
CCQAC?

万元*
(

!=

" 单位面积投入

QA@C

万元*
J7

!C

" 相比增加
RDA>CN

" 大幅度上升& 根据项目协议" 项目产生的竹材收益归合作社所有"

由其负责分配" 所以农户将获得项目的大部分收益& 这说明在
$$%&

碳排放交易市场条件下" 竹林经营

碳汇交易项目开发与交易不仅有利于实现竹林碳汇功能的经济补偿" 而且大大提升了竹林产品产量和收

益" 增加农民收入& 这为竹林主产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新方向&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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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碳汇价格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

现值影响

&'()* + ,-.'/0 12 /3'45* 64 /'7(14 .76/* 14 4*0 .7*8*40 9'):* 12

('-(11 217*80 -'4'5*-*40 /'7(14 8*;:*807'0614 .71<*/0

变化

率
=>

碳汇价格
=

!元"
0

!#

#

项目净现

值
=

万元

项目年均净

现值
=

万元

净现值敏

感程度
=>

!?% #?@%% AB CCDE$% +DDE?% !#E#B

!C% !#E%% #B D!FEB% +DFE+% !%EFA

!A% !FE%% AB ?!AE%% +?%EF% !%E!D

% C%E%% AB ?+FE?% +?!EC% %E%%

G#% CCE%% #B +#DE#% +?CE$% %E!D

GC% CBE%% #B F%FE#% +?+EB% %EF#

G?% D?E%% #B $%%E!% ++%E%% #E#B

说明$ 变化率中 %

G

& 表示上升' %

!

& 表示下降

表
"

贴现率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

值影响

&'()* F ,-.'/0 12 /3'45* 64 H68/1:40 7'0* 14 4*0 .7*8*40 9'):* 12

('-(11 217*80 -'4'5*-*40 /'7(14 8*;:*807'0614 .71<*/0

变化率
=

>

贴现率
=>

项目净现

值
=

万元

项目年均净现

值
=

万元

净现值敏

感程度
=>

!?% !E? !F C#%E!% B#%EC% CBE?F

!C% CE? !C FF%EF% FB!ED% !#ED$

!#% DE? !% $D#EB% +BDEF% +E?#

% ?E% #B ?+FE?% +?!EC% %E%%

G#% ?E? #$ D%!E?% +#CED% !?EB?

GC% +E? #+ C?FE?% ?D?EC% !#+ED%

G?% FE? #D +C!E!% D$FEF% !!?E!!

说明$ 变化率中 %

G

& 表示上升' %

!

& 表示下降

表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和传统竹林经营净现值分析

&'()* ? I*0 .7*8*40 9'):* '4')J868 12 ('-(11 217*80 -'4'5*-*40 /'7(14 8*;:*807'0614 .71<*/0 '4H 07'H60614') ('-(11 217*80 -'4'5*-*40

经济效益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 传统竹林经营

C" '

周期
=

万元 单位面积
=

!万元"
3-

!!

# 年平均
=

!万元"
'

!A

#

C" '

周期
=

万元 单位面积
=

!万元"
3-

!!

# 年平均
=

!万元"
'

!A

#

碳汇收益
D+?ED" "ECC A?E?A

竹材收益
!! +F?E!" A?EB" F??E$D AD ?D"E!+ A"EAB D$DE+$

竹笋收益
C A?!EB$ !E!A A"?EA" ! F$FEAB AEB? B!EBA

经营投入
+ F!+E"F DEF! !!DE!" C ??!EFC !EDB AA$ED!

净现值
AB ?+FE?! ACEF! +?!E!? AC FFDEF! BE++ D?BEA+

说明$ 根据农户调查' 传统竹林经营为粗放经营' 基本无竹林管理措施' 因此除采运成本以外的成本忽略不计' 竹林采伐

与挖笋用工分别为
A?E"

和
FE"

工日"
3-

!!

C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值敏感性分析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周期长' 未来竹林经营要素投入价格( 竹林产品价格( 碳汇价格和贴现率的

变化都将影响项目净现值产生' 最终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开发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积极性及竹林碳汇

供给水平) 为了研究市场环境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影响' 本研究就碳汇价格( 贴现率( 竹材和劳动力价

格因素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值的可能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

碳汇价格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和完善' 碳汇交易已经在中国部分区域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碳汇价格不断

上涨* 从表
+

可以看出$ 随着碳汇价格提高' 项目累计净现值和年平均净现值均呈上升趋势* 具体而

言'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当碳汇价格上升
?">

!碳汇价格为
D?E""

元"
0

!A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平均

净现值上升到
AB $""E!"

万元和
++"E""

万元"
'

!A

' 分别提高
AEAB>

+ 当碳汇价格下降
?">

!碳汇价格为

A?E""

元"
0

!A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平均净现值下降
AEAB>

*

$%'

贴现率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

表
F

显示$ 贴现率变化对项目净现值具有负影响* 具体而言' 当贴现率水平提高
?">

!贴现率为

FE?>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均净现值下降到
AD +C!E!"

万元和
D$FEF"

万元' 分别下降了
!?E!!>

+ 而当

贴现率水平降低
?">

!贴现率为
!E?>

# 时' 项目净现值与年均净现值上升到
!F CA"E!"

万元和
BA"EC"

万

元"
'

!A

' 分别提高了
CBE?F>

*

$%$

竹材价格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

竹材, 竹笋价格的变化都会对项目净现值产生影响* 从表
$

可以看出$ 竹材价格变化对项目净现值

具有正影响* 当竹材价格上涨
?">

!竹材价格为
"E$A

元"
K5

!A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均净现值将分别增加

到
C" B"?EA"

万元与
A "C"E!"

万元"
'

!A

' 相比当前市场条件下项目净现值提高
?FEBD>

+ 当竹材价格下降

?">

!竹材价格为
"E!F

元"
K5

!A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均净现值皆下降
?FEB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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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

劳动力价格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敏感性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 劳动力价格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值具有负影响" 当劳动力价格上涨

"()

#劳动力价格为
*+",-(

元$工日!+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均净现值分别下降到
+. /+*,/(

万元和
".(,#(

万元$
0

!+

& 相比当前市场条件下净现值下降
+#,(/)

' 当劳动力价格下降
"()

(劳动力价格为
-+,'(

元$工

日!+

%时& 项目净现值和年均净现值将分别增长
+#,(/)

"

表
$

劳动力价格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

现值影响

10234 ' 567089 :; 8<0=>4 ?= 302:@ 7@?84 := 9<4 =49 7@4A4=9 B03C4

:; 2062:: ;:@4A9 60=0>464=9 80@2:= A4DC4A9@09?:= 7@:E489

变化

率
F)

劳动力价格
F

(元$工日!+

%

项目净现

值
F

万元

项目年均净

现值
F

万元

净现值敏

感程度
F)

!"( -+,'( ** G**,*( -##,+( +#,(/

!G( +((,-( *+ *+/,/( -(-,G( /,##

!+( +*',#( *( ++',*( .-(,.( *,/*

( +#G,/( +' ".-,"( ."*,G( (,((

H+( +"/,*( +' (+",/( .!!,'( !*,/*

IG( +/.,'( +- '+.,*( "'-,*( !/,##

I"( *+",-( +. /+*,/( ".(,#( !+#,(/

说明! 变化率中 )

I

* 表示上升& )

!

* 表示下降

变化率
F

)

竹材价格
F

(元$
J>

!+

%

项目净现

值
F

万元

项目年均净

现值
F

万元

净现值敏

感程度
F)

!"( (,*- / **','( *-K,!( !"-,'K

!!( (,!/ +* /K/,'( K*/,!( !!K,!K

!+( (,K' +- K./,(( "/*,!( !+(,-!

( (,"K +' ".-,"( ."*,!( (,((

I+( (,"' *+ ..-,+( -**,*( +(,-!

I!( (,-( *. */.,+( /-.,*( !K,!K

I"( (,/+ !( '(",+( + (!(,*( "-,'K

说明! 变化率中 )

I

* 表示上升& )

!

* 表示下降

表
%

竹材价格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净现

值影响

10234 / 567089 :; 8<0=>4 ?= 2062:: 7@?84 := 9<4 =49 7@4A4=9 B03C4

:; 2062:: ;:@4A9 60=0>464=9 80@2:= A4DC4A9@09?:= 7@:E489

K

结论与建议

#"&

结论

本研究基于+方法学,和改进的项目经济效益评估模型& 以浙江省安吉县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为

例& 对当前条件下项目经济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估& 并对不同情景下项目净现值的变化进行了敏感性分

析- 研究表明!

!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减排效果明显& 项目经济效益与传统竹林

经营相比显著提高" 项目
!( 0

累计减排量为
*K' ."/ 9

& 年均减排量
/ !** 9

$

0

!+

& 单位面积减排量
+-" 9

$

<6

!*

' 项目净现值为
+' ".-,"*

万元& 年均
."*,*"

万元$
0

!+

& 单位面积
+!,-*

万元$
<6

!*

& 与传统竹林经营

相比提高了
K*,(")

& 但相对竹材和竹笋收益来说竹林碳汇收益较低& 因此竹林碳汇收益有待进一步提

高"

"

碳汇价格. 贴现率. 竹材和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对项目净现值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在因素变

化率相同的情景下& 项目净现值敏感程度大小依次为竹材价格＞贴现率水平＞劳动力价格＞碳汇价格&

说明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受竹林产品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

#"'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

目前& 中国
!(,((

元$
9

!+左右的碳交易价格与国际上
+((,((L

*((,((

元$
9

!+的碳汇价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也为未来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

空间与可能性" 为充分发挥竹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政府应继续培育碳交易市场及完善相关配套

服务& 提升碳汇价格& 进一步提升项目的碳汇收益& 激发企业投资开发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积极

性& 增加竹林碳汇供给水平"

"

与传统竹林经营相比&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显著提高了竹林经营经济

效益" 因此& 综合运用网络. 电视. 报纸等媒介以及组织林业相关部门或高校相关专业学生进入基层对

碳汇相关知识及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进行宣传介绍& 特别是加大在竹林主产区农村社区的宣传力度&

提高农户碳汇意识和竹林经营碳汇认知程度& 规范农户的竹林经营方式& 提升竹林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促进农民增收"

#

总体来说& 竹林产品价格. 贴现率等市场因素变化对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经济效益

影响较大& 因此& 在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基础上& 继续完善各项配套制度& 充分利用碳市场调节政

策& 为
$$%&

竹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持续开展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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