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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林产品碳计量方法对比分析及应用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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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采伐和木质林产品的使用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碳平衡% 为解决目前木质林产品碳储量归属和碳

排放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问题! 为将来中国制定林业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参考! 对比分析了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缺省法' 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和大气流动法等
#

种计量方法在计量范围' 碳储量归属和

碳排放分配及其应用等方面的不同( 然后从中国未来承担减排责任和不承担减排责任两方面分析了选择不同方法

将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影响% 储量变化法对中国较为有利! 建议中国应率先加强不同计量方法学应用潜在影响方面

的定量研究! 并补充完善计量参数不确定方面的研究内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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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木质林产品是森林资源利用的自然延

伸" 且具有良好环保特性" 如替代钢铁* 水泥等能源密集型产品减少碳排放+ 森林采伐和木质林产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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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响森林的自然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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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木质林产品碳储量核算问题在附属科技咨询机构%

()(*+

&第
,

次

会议被首次提出' 而后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

-.//#''%

指南)

!

!

"中假设*木质林产品碳储

量在采伐当年立即氧化+' 该假设主要基于 *各缔约方木质林产品碳储量不变或没有明显增长+, 很显然

-.//

这种假设是不准确的' 因为全球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正在不断增加!

#

"

,

-.//

指南建议将木质林产品

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 但要用文件证明这部分碳储量是在增加!

!

"

, 为解决木质林产品碳储量

的合理估算的问题'

#''0

年达喀尔会议上确定另外
$

种可供选择的计量方法' 即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

和大气流动法!

$

"

#

()(*+

第
!#

次会议要求附件
!

缔约方采用.

-.//#''%

指南/和*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良好作法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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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法进行计量' 并向大会秘书处提交有关报告, 在
()(*+

会议上多次针对这
$

种不同方法的选择及应用对木质林产品贸易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方面的潜在影响等

内容进行讨论' 争论的实质是如何解决计量方法选择所带来的碳权在不同缔约方之间分配的公平性问

题' 导致目前仍没有被普遍认可的方法学应用, 当前'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已将木质林产品纳入到碳核算

体系中' 各缔约方对参与国际贸易木质林产品碳储量归属和碳排放分配合理性还存在很大争议 !

5

"

,

因此' 今后关于木质林产品碳计量方法学讨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往对木质林产品研究主要集中

在碳储量变化方面!

%"'

"

' 或者是估算了参与国际贸易产品的碳流动!

#&"##

"

' 但未涉及木质林产品碳权分配的

问题' 也很少系统分析不同方法的潜在影响!

#!"#5

"

, 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1十二五+行动要点/中提出要

开展木质林产品碳源
6

汇核算及其碳储存的碳计量技术方面的研究!

#%

"

, 分析木质林产品不同的碳计量方法

的差异及其应用对中国潜在影响' 为今后中国制定林业战略政策和更好参加该议题的谈判提供参考,

# ,

种计量方法的比较

-.//

缺省法假设木质林产品库的碳储量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达喀尔会议上确定的

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和大气流动法等
$

种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系统边界的不同以及对参与国际贸易产

品的碳权分配方面处理不同' 即碳储量归属和碳排放分配的差异, 如果在全球尺度上或在一个国家没有

进出口贸易的条件下估算木质林产品碳储量' 则理论上
$

种计量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 事实上' 由于在

计量范围等方面的不同' 且参与国际贸易产品的流动' 最终导致这
$

种方法在计量结果- 碳储量归属和

碳排放分配以及应用难易等方面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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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范围

-.//

缺省法- 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和大气流动法等方法的计量范围不同,

-.//

缺省法认为森林生

长以及采伐的所有产品在国家范围内计为碳排放0图
#+

&2 储量变化法国家边界和计量系统边界一致'

认为在国家范围内计量森林和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变化' 包括森林生长- 采伐及其产品使用和加工以及

最终处理后产品的碳储量变化' 也包括参与国际贸易产品的碳储量变化0图
#)

&2 生产法的计量系统和

国家边界不一致' 计量系统随着木质林产品的流动而发生变化' 但是凡来自国家范围内的森林的木材所

加工产品的碳储量变化计入木材的生长国' 包括出口到国外产品的碳储量变化0图
#/

&2 大气流动法计量国

家范围的森林和木质林产品与大气之间的碳流动' 不包括出口产品的碳储量变化0图
#8

&, 另外' 储量

变化法和生产法计量产品的碳储量变化' 而大气流动法计量产品的碳排放,

!"#

碳储量归属和碳排放分配

在国家水平上'

$

种计量方法的碳储量归属和碳排放分配不同' 这也是
$

种方法的本质区别, 储量

变化法认为进口的产品碳储量计入进口国' 出口产品的被看做碳排放计入产品出口国0图
#)

&' 进口会增

加进口国的碳储量' 而出口相应会增加出国口的碳排放' 因此' 该方法不鼓励产品出口, 生产法认为来

自木材生产国的产品在产品分解或燃烧后的排放计入木材的生产国' 包括出口到国外产品的分解货燃烧

的碳排放' 从国外进口产品的碳储量变化不会对进口国系统内碳储量变化结果有影响0图
#/

&2 大气流

动法认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进口产品以及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均在消费国进行计量0图
#8

&' 且进口不会增

加进口国的碳储量' 同样产品出口不会导致出口国碳排放的增加,

!"$

方法的应用比较

#9$9#

方法的可行性 选择方法首先要考虑方法的可行性, 这主要受数据获取难易程度和数据收集成本

的影响, 计量方法选择最主要的问题是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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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法一般只需要木材的采伐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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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量变化法!

(

"# 生产法!

&

"和大气流动法!

)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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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而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和大气流动法的数据需求以及成本要高于
$%&&

缺省法'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

言# 一般比较易于获得木材生产和贸易数据# 具有普适性的特点# 因此#

$%&&

缺省法是最简单易行的

一种方法( 储量变化法需要木质林产品消费的历史资料# 但很少有国家有这些数据# 因此# 可能会限制

该方法的应用# 但储量变化法需要的数据要比大气流动法需要数据要少$

0?

%

( 生产法需要出口到国外产品

的使用和处理数据# 成本高且应用技术难度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识别在用产品中哪些是国内木材生

产的和哪些是进口木材生产的# 这也是制约该方法应用的一个技术障碍( 此外# 工业原木和商品材的进

出口数据易于获得# 但是薪材数据可信度低$

0@

%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0A!AB

结果的准确度 准确度是估测值和真值之间的接近程度( 计量方法的数据质量越高# 计量结果的

准确度就越高# 相应会增加方法应用的成本( 估算过程中包含许多诸如使用寿命& 木浆纸和纸板以及垃

圾填埋部分的分解率等参数将会影响到计量结果的准确度( 这些计量参数会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

会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不同( 计量方法包括
!

个层级的估算方法# 它们依次是缺省法& 一阶分解法和国家

具体方法$

C

%

(

!

个层级的方法在估算过程中对数据的需求质量也是越来越高# 缺省法估算中需要的数据

最少# 结果的准确度也越低) 国家具体方法需要的数据完整性和质量最高# 估算结果的准确度也最高(

在方法应用过程中如果数据资料获取完整且质量高# 则可以根据具体国情选择相应层级的估算方法(

!"#

综合比较

$%&&

缺省法假设木材产品在采伐当年发生排放# 忽略了木质林产品碳库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高估了碳排放) 从应用方面考虑具有普适性的特点# 应用简便( 储量变化法将国家看作一个计量系统#

考虑木质林产品碳储量变化的时间和地点# 即何时& 何地发生的变化) 由于中国是木材进口大国# 因

此# 该法应用对中国较为有利$

0C#0D

#

0E

%

( 生产法考虑碳储量变化的时间# 不考虑变化发生的地点# 生产法

需要追踪出口产品的碳流动) 对方法的应用技术要求高( 大气流动法认为进口木质林产品最终的碳排放

计入消费国# 大气流动法考虑的是碳排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但该方法不鼓励将进口的薪材用于替代化

石燃料( 此外# 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未提及要附件
$

缔约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包含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

但是储量变化法& 生产法和大气流动法均符合
FG*&&&

和京都议定书报告原则(

白彦锋等* 木质林产品碳计量方法对比分析及应用的潜在影响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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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方法学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 且要与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一致! 不能影响

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选择方法不同! 引起对参与国际贸易产品的碳

权分配的差异! 估算的碳储量结果也有明显差异! 最终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从而影响到国家

经济发展" 这也是各国对该议题方法学博弈的经济学本质" 不同的方法选择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将通过下面的内容展开讨论"

!

不同方法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从上节的分析可知! 选择不同计量方法将会影响到木质林产品生产# 贸易和消费! 还会进一步影响

诸如国际木材市场价格# 劳动就业和人口动态等社会经济等方面! 也会对生物质能利用和废料回收产生

影响$

#'

%

"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 目前还未承担减排责任! 然而今后中国将面临严峻

的减排形势" 为此! 本研究分别从中国承担减排责任和不承担减排责任两方面来分析应用不同方法对中

国带来的潜在影响&表
#

'! 以期为将来制定林业政策提供参考"

$

结语

当前!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并未解决木质林产品碳权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问题! 究其原因主

要是各国国情和经济利益的不同! 再考虑到方法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方面的因素! 导致
()**

还没有确

定普遍认可的一种计量方法" 应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估算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变化! 就方法本身而言不

会对中国木材贸易市场和森林可持续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而是由于中国采用某一方法后! 国家政策和措

施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中国是木材进口大国! 综合
+

种方法的结果和以往研究! 储量变化法对中国较为

有利"

由于目前国际上主要是集中在应用不同计量方法对不同国家木质林产品的碳储量变化的研究! 缺乏

对不同计量方法结果应用潜在影响方面的定量化研究! 国内对计量参数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涉

及" 这些严重影响到该议题的谈判进程! 因此! 建议中国加快计量方法应用潜在影响方面的定量化研究

以及补充完善计量参数不确定性方面的内容! 以更好的迎接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挑战! 同时在气候变

化谈判舞台上提高我国的外交地位并推动该议题的谈判"

方法
是否承担

减排责任

国际木材

产品价格
是否刺激进口 是否刺激森林采伐

是否有利于森林

可持续经营

是否会增加森林采伐部

门就业和提高财政收入

()**

缺省法

否 上升 否 是! 增加外汇储备
否! 采伐破坏森

林

是! 采伐刺激对劳动力

的需求

是 上升 是 否! 增加减排成本
是! 减少毁林碳

排放
否

储量变化法

否
上升 ! 高于

()**

缺省法

否 ! 国际木材

价格高
可能! 增加外汇储备 否 是

是 上升

是 ! 进口增加

碳储量且解决

供求不足

否
是! 减少毁林排

放! 保护环境
否

生产法

否 上升
是 ! 解决中国

木材供需矛盾
否! 进口木材成低 是 否

是 上升
是 ! 增加国内

碳储量
否! 降低计量成本 是 否

大气流动法

否 上升幅度不大 是 否 是 否

是 上升幅度不大

是 ! 小于应用

()**

缺省法进

口量

可能! 取决于产的最

终碳排放分配
是 否

表
!

不同方法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0 # !120324-/ 0550627 15 -88/46-2413 519 :45509032 -8891-6;07 21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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