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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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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碳汇已成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南方集体林区产权制度改革后! 森林经营主体日趋多样化!

研究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差异! 探讨造成碳汇供给差异背后的诱导因素并挖掘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 将为推动森林

碳汇经营形成稳定的碳供给! 合理配置稀缺的要素资源! 缓解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现实政策依据% 总结了国内外

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研究状况! 明确了现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主要包括国内碳汇市场未形成& 现有模型在

本研究中不适用! 长时间序列数据不足等% 并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重要技术难题和解决思路! 认为以

'非京都市场( 框架下考察森林碳汇供给更可行& 需要根据碳汇营林实践修正相关模型和数据以及结合生产函数模

型分析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的诱导因素%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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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重视" 中国政府已将通过林业活动增加森林碳汇+减缓碳释放%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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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碳循环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森林

固碳方式来减缓碳释放不仅潜力巨大" 而且具明显的成本优势 (

-$"

)

, 因此" 通过林业活动增加森林碳汇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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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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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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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朱 臻等! 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的研究进展

"减缓碳释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南方集体林区是中国主要的林区之一% 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

积量分别占全国的
$%&"'(

和
!)&#*(

% 未来森林碳汇供给潜力大% 是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

划' 重点实施区域$ 南方集体林区产权改革后% 产权主体类型日趋多元化% 主要包括林农( 村集体)集

体林#以及国有林场)国有林#

*

$

+

$ 这些森林经营主体是森林碳汇的主要供给源% 基于资金时间价值和碳

价格变化的因素影响% 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目标下% 森林经营主体开展碳汇造林所面对的最佳经营决策可

能会发生相应改变$ 而且% 森林经营主体根据其经营规模( 经营水平( 所在区域制度安排等不同% 导致

其碳汇供给能力也具有差异性$ 因此% 研究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差异% 探讨造成碳汇供给差异背后的诱导

因素并挖掘其之间的作用机制% 将为推动森林碳汇经营形成稳定的碳供给% 合理配置稀缺的要素资源%

缓解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现实政策依据$ 本研究旨在总结现有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方

面的研究和实践进展% 为进一步的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差异及诱导因素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

国外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研究进展

!"!

森林碳汇供给研究

国外森林产权形式较清晰% 以私有林为主$ 在森林经营碳汇供给相关研究方面%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

私有林碳汇供给方面已有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和积累% 主要集中在碳汇经营决策( 碳汇成本要素等领域$

目前% 采用较多的是利用
+,-./,0

模型分析造林主营造不同树种在最佳轮伐期和碳供给下不同碳支付形

式所带来的影响*

%

+

$

12345/

*

#

+以马占相思
!"#"$# %#&'$(%

和尾叶桉树
)("*+,-.(/ (01-2,++*

为例% 分析了

确保木材采伐和碳汇价值最大化下
'

个树种的森林经营模式% 比较分析了有无碳市场情况下林业经营的

最佳决策方案*

#

+

$ 学者开始对碳供给进行了研究$ 目前% 使用方法较多的是利用线性规划方法探讨合理

配置资源使得木材和碳汇供给收益的最大化问题 *

6!7

+

% 他们同时借助线性规划考察了立木生长模型中木

材采伐和碳汇价值之间的取舍$ 学者开始关注碳汇林的成本要素研究% 以比较不同项目开展的成本$ 目

前% 分析碳汇成本的方法主要包括!

!

单纯重点将碳吸收水平相联系的平均成本进行估计*

*

+

,

"

利用土

地类型或位置的不同替代生产中的成本和收益信息% 通过&成本模型'构建边际成本表% 然后分类排序*

)"

+

$

!"#

森林碳汇供给诱导因素研究

国外不少学者对碳汇供给诱导因素进行了研究$

894.,-.

等*

))

+分析了不同情况碳税收( 碳补贴对造林

主森林经营的最佳轮伐期和碳汇供给影响$

:504.5;

等 *

)'

+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 土地价格( 木材价格和

碳吸收率是影响造林主碳汇供给的重要因素$

15<5==

等 *

)!

+使用了一个动态模拟模型就碳汇对于管理制

度( 碳排放的税费补贴( 利率等因素的敏感度进行了分析$ 同时% 国外学者探讨了碳汇和土地利用变化

对造林主生计的社会经济影响*

)$

+

$ 虽然目前在碳汇研究方面% 缺乏系统探讨其供给反应诱导机制% 但对

于其他研究对象的生产供给反应研究已经相当丰富$ 国外已经建立以
15-=>?5

模型为典型的研究方法$

15-=>?5

*

)%

+首次将动态分析方法应用于农产品供给分析的研究中$ 他假设农户并非对上一期的价格做出反

应% 而是对预期价格做出反应% 而预期价格的形成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上一年度的价格$

@A-,0

等*

)#

+从

所有农产品( 用做食物的农产品以及用于出口的农产品
!

个方面对加纳农产品的供给反应进行研究$

B,3C4

等*

)6

+运用
15-=>?4,0

均衡模型分析了尼日利亚水稻对价格的供给反应$

!"$

森林碳汇供给的政策研究

国外学者解释了碳汇政策激励私有林主开展森林经营的重要性$ 在土地私有情况下% 刺激私有林主

在生产决策中考虑碳汇效益的激励措施是必要的$ 在林业再生产过程中% 林木生长伴随着净二氧化碳吸

收% 而林木采伐或退化伴随着净二氧化碳释放% 因此% 应为森林更新的净二氧化碳吸收提供补贴% 而对

森林采伐的净二氧化碳释放强迫征税*

)7

+

$ 国外学者侧重运用经济模型解释政策实施意义% 如利用修正的

+,-./,0

模型研究碳补助和碳税政策的影响$ 也有不同学者如
829.3-45

等*

)*

+利用选择决策模型探讨了在

碳汇经营目标下森林最优采伐所涉及的补偿政策制定$

'

国内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研究

#"!

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研究

国内学者对碳汇供给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 但主要针对的是树种% 而非森林经营主体$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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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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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不同树种的碳生物量与碳储量的换算方程# 生物量与碳储量之间的含碳系数也有相关研

究成果!

!&!!$

"

$ 基于此类模型% 很多学者如刘国华等!

!'

"利用中国第
&('

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 通过拟合回

归方程对中国
!% )

的森林碳储量进行了估算$ 周国模等 !

!*

"研究毛竹
!"#$$%&'()"#& *+,$-&

林的碳储量%

表明毛竹林的固碳能力十分强$ 支玲等!

!+

"采用换算因子连续函数法对&三北'防护林的碳汇价值量进行了

评价$

在社会经济领域% 国内对森林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及影响研究起步较晚% 处于起步阶段$ 林权改革

分山到户后% 农户已经成为南方集体林区主要森林经营主体$ 部分学者已开始探讨森林碳汇经营所带来

的森林经营和社会经济影响% 如森林碳汇经营对森林轮伐期和农民林业收入影响!

!,

"

% 但仍以理论模型构

架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 也有学者开始以另一个森林经营主体())国有林场为案例点% 运用修正的

-)./01)22

模型分析了碳汇收益目标下森林经营主体决策和碳汇供给!

!3!!4

"

$

!"!

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诱导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森林碳汇的供给诱导因素探讨研究刚起步% 目前主要主要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 探讨了

土地利用对二氧化碳排放* 生态系统碳储量* 森林碳汇等方面的影响!

$%!$!

"

$ 从制度政策* 森林经营主体

特征差异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碳汇供给能力影响的研究目前罕见$ 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 国内很多学者已

经做了大量的关于经营主体生产供给的反应及其影响研究$ 如王德文等!

$$

"也曾采用价格预期模型研究农

户对中国粮食等农作物的生产反应问题% 陆文聪等!

$'

"考虑风险因素运用诺罗夫基本模型研究了浙江省主

要农作物生产反应的内在机制% 探讨产品价格* 生产成本* 农业风险和粮食定购数量对林农种植农作物

生产规模的影响$ 也有学者对产品供给的诱导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 探讨了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 如张

应良等!

$*

"探讨了政府诱导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黄英君 !

$+

"研究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政府诱导机制$

对森林碳汇这种产品供给诱导机制研究罕见$

!"#

森林碳汇供给政策研究

从产权角度出发% 国内学者在森林资源利用和林业政策方面研究不少!

$,!$4

"

$ 有学者认为产权细碎化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林业政策的实施难度% 可能对生态环境服务类商品尤其是未来经营主体的碳汇供给

和交易带来更大的困难% 必须探索新的激励与约束政策!

'%!'!

"

由于森林碳汇市场尚未建立% 主要从林业应对气候变化途径考虑碳汇的宏观政策% 在碳汇林业项目

管理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 其重点是清洁发展机制+

567

,下国际林业项目的意义* 项目管理政

策的内涵* 宏观政策以及项目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 并提出要超前研究适应新环境的林业管理* 林业

政策# 孔凡斌!

'$

"总结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机制研究方向$ 可以发现% 现有研究并未涉及到针对经营

主体的具体碳汇供给激励政策$

$

结论

现有国内森林碳汇供给研究领域% 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基于现有森林资源水平碳储量计算或空

间分布模拟% 而在社会经济领域现有碳汇研究缺乏$ 应该认识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 不同森林经营主

体具备不同的经营规模和水平% 作为独立决策主体% 在确保经营收益最大化和资源要素约束条件下% 其

生产要素投入* 生产技术* 生产与消费习惯* 产品价格预期等不同会直接影响森林碳汇产品供给状况%

这点是自然科学领域所没有考虑到的# 而国外已经在这方面具备一定研究积累$ 国外的森林经营由于产

权制度清晰% 但没有考虑由于产权制度安排差异对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影响% 这是今后探讨南方集体

林区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差异及其诱导因素中所需要重点考虑的% 这也预示着碳汇经济的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 即中国特色背景下的碳汇产权制度研究$

目前% 在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研究方法中% 已有国内外学者运用
-)./01)22

模型基于样本调查数

据进行模拟分析% 但都是基于现有营林模式+主要原因是碳汇林经营形式的相对缺乏,% 所采用的生长模

型又有区域限制% 因此% 很难相对准确地模拟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主体碳汇供给能力及其差异% 但该

方法是目前相对成熟% 也是普遍运用的方法$ 在分析不同经营主体的生产决策行为如供给反应决策行为

时% 农业经济领域已经具备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框架% 如运用诺罗夫基本模型等$ 在研究森林碳汇时可能

不具备适用性$ 因为林业营林周期长% 森林产品注定具有供给价格弹性小的特点% 林农无法像农业种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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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户那样根据上一年产品价格的变化马上调整生产决策行为! 因此! 在研究经营主体的森林碳汇供给反应

行为及其诱导因素中! 需要在研究中收集长时间的生产投入和产品价格数据佐证! 在森林碳汇市场在中

国仍是 "潜在市场# 的大背景下! 这无疑给相应研究会带来困难$

在现有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对于碳汇供给的研究理解经常与碳汇交易紧密联系起来! 认为碳汇供给

研究需要基于碳汇交易市场框架思考$ 基于国际碳汇市场交易的复杂性! 且中国的碳汇市场仍处于起步

阶段! 笔者认为在目前碳汇林经营实践出于摸索阶段! 碳汇市场仍处于潜在市场的情况下! 单纯考虑

"京都市场%交易规则下&尤其是考虑交易成本'的碳汇供给很难实现! 以 (非京都市场% 和森林经营主体

现有经营状况为基础! 模拟碳汇林相对于普通森林经营投入发生改变情况下&即加强森林管理'的森林经

营决策变化! 进而考虑碳汇供给变化更可行$ 但是! 仍然需要在研究进展中关注相关概念的界定问题$

如碳汇林采伐加工成林产品后的碳汇价值及其交易可行性&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林产品固碳价值仍无法交

易! 但在计算碳汇供给时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森林固碳价值与碳汇交易价值的区别&即森林单纯固碳量

由于额外性的问题是无法交易的'等$

今后在森林碳汇供给研究中需要考虑*

$

个差异%! 即不同区域的差异及碳汇营林与普通营林方式差

异! 继而对生长模型系数进行修正! 才可以运用
%&'()*&++

模型对不同经营主体碳汇供给进行评价+ 鉴

于诺罗夫基本模型难以适用于本研究! 可以采用修正的林农最佳生产要素投入决策最优方程等模型工具

分别从不同区域, 经营水平和规模视角分析经营主体碳汇供给的诱导因素及与森林碳汇供给之间作用的

机制! 从而提出促进森林经营主体碳汇供给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为今后明确南方集体林区主要碳汇供给

群体! 合理配置资源要素! 制定因地制宜的碳汇经营激励政策! 促进区域森林碳汇供给和减排目标完成

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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