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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森林碳汇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中国首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首期实践!

根据对
.$

户已参与和未参与交易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农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此基础

上!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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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对农户参与碳汇交易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 农户年龄越小)

学历越高) 林地面积越大) 林业收入越高) 对碳汇认知程度更高! 其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相对较高& 通过模型

检验则发现农户的学历) 家庭人数和劳动力比例) 首期碳汇交易参与情况对农户参与或继续参与碳汇交易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 最后从碳汇知识普及+ 项目推广力度及碳汇交易价格等
/

个方面为农户碳汇交易项目更好地推行提

出相关建议,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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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汇作为国际公认的有效碳减排措施! 已逐渐成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

年!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引入
EFGG

%

+/76.-08 /?-33-203 1+2? 7/12+/3,',-20 '0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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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即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降低由此所致的碳排放量 ' 在

EFGG

的基础之上纳入森林保护(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增加森林碳汇等内容!

EFGG

机制得到进一步扩展

从而形成
EFGGH

机制$ 在
EFGGH

机制下! 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逐渐被纳入到森林增汇的范畴! 扩大了

森林增汇的途径和潜力! 也增加了农户参与碳汇交易的可能! 借助
EFGGH

机制在国际碳市场上相关项

目开发和交易已逐步发展成熟$ 浙江省临安市作为中国首个 )碳汇林业试验区*! 于
!&#%

年发布了农户

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 允许农户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所得的碳汇净增量进入碳市场开展交易! 开创了

中国
EFGGH

机制下农户参与碳汇交易的首次实践$ 农户碳汇交易在鼓励广大农户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

充分激发自愿交易市场的碳汇供给潜力的同时! 也为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市场化途径$ 目

前! 国内外关于森林碳汇交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

市场交易主体的参与意愿$ 王昭琪等"

#

#

( 宁可

等"

!

#学者基于情景假设对不同地区农户森林碳汇交易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 表明农户的社会特征及经济

预期对农户的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明辉等"

L

#则以清洁发展机制%

AGM

&林业碳汇试点项目为例对林农碳

汇交易参与意愿进行分析! 揭示了无林地面积( 技术人员指导( 集体组织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

市场交

易客体森林碳汇的计量$ 张颖等"

%

#通过蓄积量转换法建立了森林碳汇核算的回归模型! 提出了简便估算

碳汇量的方法'

AINOP

等"

C

#运用了吨年的计量方法解决了森林碳汇信用计算的非持久性问题' 王枫等"

B

#

(

华志芹"

$

#

(

MQJRF

"

S

#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森林碳汇的交易成本计量方法进行了研究$

#

森林碳汇项

目的建设$ 车琛"

T

#结合中国碳汇项目多以造林项目为主! 森林经营管理项目数量较少的现状! 依据,森

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对中国森林管理项目开发潜力进行估算' 有学者 "

U"VU!

#在概述中国已有碳汇项目

基础之上! 对已有的碳汇项目开展状况进行分析! 并总结了中国开展碳汇项目的意义$ 上述碳汇交易研

究对象主要集中对无林地的造林增汇项目的研究! 对基于有林地的森林经营增汇项目研究! 其参与主体

多为国有林场而缺乏以农户为森林经营主体的研究! 并且缺少项目经营方法学支撑' 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 对于农户层面的碳汇交易意愿研究主要基于情景模拟的假设! 缺乏基于现实交易的研究$ 本研究以

林权改革完成后的林农作为项目的参与主体! 利用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开发的,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方法学-开展森林经营增汇交易在中国尚属首次$ 作为
EFGGH

机制下农户森林经营增汇的首次首期尝

试! 项目实施的情况如何( 哪些因素会对农户参与或继续参与碳汇交易意愿产生影响等都是亟待研究

的$ 本研究以临安市农户%包括已参与项目农户与未参与项目农户&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农户碳汇交易

的认知( 评价! 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或继续参与碳汇交易意愿的影响因素! 以期为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

汇交易后期项目更好地推进提供政策建议$

U

研究概况及数据来源

*+*

临安市基本情况

临安市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区! 东临杭州! 西接黄山! 是长江三角洲唯一紧靠大中城市的重点

林区县级市$ 市域面积为
L U!B:S @?

!

! 林业用地面积
!B:U

万
=?

!

! 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SL:!S"

! 森林

蓄积量
U "$%

万
?

L

! 森林覆盖率
$B:CCW

$

!&#%

年临安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L#:$

亿元! 其中林业产值达

#$:S

亿元! 同比增长
##:TW

$ 在森林碳汇方面临安市走在中国前列+

!&&$

年! 中国首个毛竹林碳汇项目

基地落户临安'

!&#&

年
#&

月! 国家林业局批准临安建立中国首个 )碳汇林业试验区*'

!&##

年中国首

个毛竹林碳汇交易在临安顺利完成'

!&#%

年! 中国首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也在临安正式发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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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概况

在国家林业局!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 浙江省林业厅的支持下" 临安市林业

局于
#$%"

年制定了#临安市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并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开发的

#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为技术支撑" 开展了中国首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 该项目现阶

段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实施条件& 项目地为有林地' 林地( 林木产权清晰' 农户)项目

业主*愿意并能够按有关方法学和森林经营技术要点开展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活动' 项目业主近
& '

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具有较好资信" 并能按照有关要求向主管部门报送项目材料%

"

项目计入期& 项目

计入期为
#$ '

" 将
& '

作为
%

期" 首期
& '

共有
"#

户农户参与交易" 在确定了各自基线情景的有林地

上" 直接获得
& '

碳汇增量信用额价值%

#

交易价格& 首期
& '

的碳信用额由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以二氧化碳当量
!$($$

元+
)

*%的价格购买" 用以企业碳中和' 在
#$ '

的项目计入期内"

"#

户农户预计产

生的碳信用额将达
#(#$!

万
)

二氧化碳当量" 以目前交易价格计算" 交易总额可达
++($,

万元%

项目组将参与碳汇交易的林地划分为毛竹林( 经济林( 乔木林( 生态公益林
"

类% 已参与的
"#

户

农户中" 各林地类型总纳入面积( 累计减排量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

已参与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情况

-'./0 % 12304) 5'6'70506) 28 9'3.26 40:;04)3')<26 )3'=<67 28 >2;40>2/= <6?2/?0=

林地类型 户数
@

户 总纳入面积
@>5

#

%

期)前
& '

*累计减排量)

AB

#

!0

*

@) #$ '

累计减排量)

AB

#

!0

*

@)

户均碳汇收入
@

元

毛竹林
#! %!%($ # ,,C(+& %! +!#(+% " %+C(!,

经济林
, C&(& &C#(&& " &C!(C& % #&!(!!

乔木林
+ #C(& #,C(%D # $!,(&% % "D&($$

生态公益林
" ##(& "%C(&# % CD"($+ ! %#C(&$

合计
"# #&+(& " #D"(,$ ## $#,(,! ! $+$(C%

说明& 数据来源于临安市林业局%

!"$

数据来源与概况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
#$%&

年
D

月组织的对临安市
,%

户农民的实地调

查" 有效数据
D#

户" 其中已参与项目农户为
!$

户" 占全部已参与项目农户)

"#

户*的
C%("E

' 未参与项

表
#

农户基本特征

-'./0 # F'4<9 9>'3'9)03<4)<9 28 >2;40>2/=4

非连续型变量
已参与项目农户)

!$

户* 未参与项目农户)

&#

户*

频数 频率
@E

频数 频率
@E

年龄
@

岁
&$

岁以下
%$ !!(! %# #!(%

&%G+$

岁
%D +$($ #+ &$($

学历 小学
! %$($ %C !#(C

初中
%% !+(C %D !"(+

高中或中专
%# "$($ %+ !$(D

是否为村干部 是
%$ !!(! %# #!(%

家庭人数
@

人
!! C #!(! %% #%(#

"G& %, +!(! #& "D(%

"+ " %!(! %+ !$(D

连续型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劳动力比例
@E C&($$ $(%+, C!(&$ $(%,,

家庭年林地收入
@

元
#$D "#C($ &%# $%,(, !+ ,,&(! !C &!+(#

家庭林地面积
@>5

#

"%(++ &"(+& D(&& %!(+$

+%

岁以上
# +(C %" #+(,

大专及以上
" %!(! % %(,

否
#$ ++(C "$ C+(,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查整理%

洪明慧等&

HIJJK

机制下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交易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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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农户为
'!

户! 分布于临安市
#(

个镇
!$

个村" 调查主要了解农户的基本特征# 对于森林碳汇的认知

以及参与碳汇交易项目的意愿$已参与农户为继续参与意愿%" 受访农户个人特征的统计结果如表
!

"

!

农户对森林碳汇的认知及项目参与意愿分析

!"#

农户对森林碳汇的认知分析

农户对环境的认知是参与碳汇林经营的前提" 根据全体样本农户分析! 在环境认知方面! 有
)%*#+

的农户知道树木能够吸收二氧化碳! 但在碳汇认知方面! 知道碳汇并具有可交易性的农户只占
'&*&+

"

在调查人员对不了解碳汇的农户做简单知识普及后!

'!*%+

的农户认为参与碳汇项目能提高林地总收入!

$'*,+

的农户认为碳汇能改善现阶段的气候问题" 同时调查中发现! 农户是否参与第
-

期碳汇交易对碳

汇的认知出现较大的差异" 以农户是否参与碳汇交易第
-

期项目为依据! 将农户分为已参与组与未参与

组! 对农户森林碳汇认知进行比较分析$表
(

%" 表
(

数据反映出相对于未参与碳汇交易项目的农户而

言! 已参与碳汇交易项目的农户对森林碳汇的认知普遍较高"

表
$

农户对森林碳汇的认知比较分析

./012 ( 3456/7/89:2 /;/1<=9= 4> ?4@=2?41A=

&

B4C;9D/894; 4> >472=8 B/704;

农户
知道树木能吸收二氧

化碳
E+

知道碳汇及其可交易

性
E+

认为碳汇能改善气候

问题
E+

认为碳汇项目能提高

林地总收入
E+

已参与碳汇交易农户$

(&

户%

F,*$ F,*$ F(*( )(*(

未参与碳汇交易农户$

'!

户%

$,*F !(*# ,'*% (&*&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查整理"

!%!

农户碳汇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分析

不同社会特征的农户在碳汇交易项目参与意愿上存在一定差异! 将农户 (是否愿意或继续参与农户

碳汇交易项目) 分为不愿意# 可参与# 很愿意
(

个层次" 由表
%

可以看出' 在年龄方面! 年龄越小的农

表
&

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012 % G;/1<=9= 4> 6/789B96/894; H9119;C;2== 4> ?4@=2?41A=

主要影响因素

是否愿意参与或继续碳汇

交易项目
E+ 主要影响因素

是否愿意参与或继续碳

汇交易项目
E+

不愿意 可参与 很愿意 不愿意 可参与 很愿意

'&

岁以下
F*# '&*& %&*F !,*$ ?5

!

##*% ,'*F !!*$

'#I,&

岁
F*# '!*( ()*, ,*$I((*( ?5

!

#%*) !F*, ''*,

学历

小学
!&*& ,&*& !&*&

年林地收入

!( &&&

元
#)*! (,*% %'*'

初中
$*$ ('*F (&*) ( &&#I#& &&&

元
& (&*& $&*&

高中或中专
$*# %,*% %,*% #& &&#I'& &&&

元
#!*' ,!*' !'*&

大专及以上
& ,&*& %&*& "'& &&#

元
#&*( '#*$ ($*F

!(

人
!!*! ''*, !!*! 是否知道碳汇及

其可交易性

否
#$*! ,'*F #$*#

%I'

人
%*' '!*( %(*!

是
%*F (,*, ')*'

",

人
#'*& %'*& %&*& 是否认为碳汇能

提高林地总收入

否
#'*% 'F*& !'*,

!%&+ & )(*( #,*$

是
$*& %%*! %)*)

%#+I,&+ ##*# %%*% %%*% 是否认为碳汇能

缓解气候变化

否
!&*& ''*& !'*&

,#+I)&+ #!*' '&*& ($*'

是
)*# '&*& %#*F

")#+ #&*' %!*# !#*# 是否已参加第
#

期碳汇交易

否
#(*' ,$*( #F*!

是
,*$ !(*( $&*&

样本数量
E

个
F %! (#

家庭人数

劳动力比例

年龄 林地总面积

,#

岁以上
#)*) '&*& (#*( "((*( ?5

!

& %'*' '%*'

是
#(*, %&*F %'*'

否
!(*# ,#*' #'*%

否
#&*& ''*& ('*&

是
)*$ %F*( %!*&

是否是村干部
是否知道森林能

吸收二氧化碳

说明' 数据根据实地调查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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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越高! 在学历方面" 学历越高的农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越高" 大专及以上

农户选择可参与和很愿意参与的比例分别达到
$%&%'

和
"%&%'

! 在林地特征方面" 年林地收入越少的农

户更不愿意参与到项目之中" 而林地面积越大的农户参与意愿相对更强! 在认知方面" 对森林碳汇认知

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意愿普遍更强! 在项目参与情况方面" 已参与第
(

期项目的农户参与意愿远高于未

参与第
(

期项目农户#

在农户碳汇交易参与意愿方面" 平均有
!)&*'

的农户表示很愿意参与或继续参与农户碳汇交易项

目"

+(&#'

的农户表示可以参与或继续参与农户碳汇交易项目" 而有
((&%'

的农户表示不愿意参与或继

续参与农户碳汇交易项目# 从总体上看" 农户对于碳汇交易项目的开展更多是持支持态度#

!

农户碳汇交易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模型设定

在获取农户基本特征$ 对碳汇的认知$ 首期项目参与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之上" 根据参与意愿设置了

(

为 %不愿意&"

#

为 %可参与&"

!

为 %很愿意&

!

个选项# 该问题属于有序离散选择" 因此" 采用常用

处理顺序离散选择数据的
,-./-/. 01234

'

,51234

(模型对农户碳汇交易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

行定量分析# 模型设定如下)

(!6(+

*

+

!

"

7

8#

"

9!

"

"

#

"

8

$

% 8 (

!

"

&

'

(&

# '

(

(

式'

(

(中+

!

(

:是潜变量" 其取值决定于前文所述可能影响农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的因素"

!

(

是独立

同分布的随机变量"

!

(

可以通过
!

(

:由下式得到+

!

(

8

(

" 当
!

(

:

"&

(

#

" 当
&

(

＜!

(

:

"&

#

!

" 当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中+ 当
!

(

:

"&

(

时"

!

(

取值为
(

" 表示 %不愿意&! 当
&

(

＜!

(

:

"&

#

时"

!

(

取值为
#

" 表示 %可参与&!

!

(

:＞&

#

时"

!

(

取值为
!

" 表示 %很愿意&# 各类意愿程度的发生概率如式'

!

(所示+

)

'

!8(

(

8*

'

&

(

;#

"

(

)

'

!8#

(

8*

'

&

#

;#

"

(

;*

'

&

(

;#

"

(

)

'

!8!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表示了 %不愿意& %可参与& 和 %很愿意& 的概率分布# 由于排序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可以根据式

'

!

(中分布函数
*

'

&

(的不同情况而分为
01234

分布模型和
<-1=34

模型
#

种形式" 考虑到
01234

模型应用更为

广泛" 且与研究区实际情况匹配" 本研究选择
01234

模型# 在所建模型基础之上" 可以估计解释变量对

农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概率的边际效应" 其中" 连续性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公式为+

!)

'

!8,!'

(

!'

%

"

%>,!-

;

-

. 8 (

!

"

%>.!-

)

'

!8.!'

( )(

# '

"

(

离散性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公式为+

#)

'

!8,!'

(

#'

%

8)

'

!8,!'

"

'

%

8'

/

(

;)

'

!80!'

"

'

%

8'

1

(# '

+

(

将前文所述变量分为农户基本特征$ 对森林碳汇的认知$ 首期项目参与情况等
!

类" 变量在模型中

的具体定义及可能影响方向如表
+

所示#

!"$

变量选择

在对是否参与碳汇交易进行决策的过程中" 农户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已有的关于农户选择

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 学者大多是通过变量选择$ 模型构建的逻辑框架得到某种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综

合已有研究并结合本项目作为全国首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的实际情况" 选择影响农户参与碳汇

交易意愿的因素+

"

农户基本的社会特征" 如年龄$ 学历$ 是否为村干部等!

#

农户家庭特征" 如家庭

人数$ 家庭劳动力比例$ 林地总面积$ 年林地收入等!

$

农户对于森林碳汇的认知!

%

农户第
(

期项目

的参与情况# 最终确定
(#

个变量作为农户参与碳汇交易意愿可能的解释变量#

洪明慧等+

?@AA9

机制下农户参与森林经营碳汇交易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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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解释变量定义及其可能影响方向

'()*+ , -./+0+./+.1 2(34()*+5 (./ 16+43 47(84.()*+ +99+:15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与取值 可能影响方向

年龄 岁
;

基本社会特征 学历 设定
<

个虚拟变量
=

家庭人数 人
=

劳动力比例
> =

林地总面积
67

!

=

是否知道森林能吸收二氧化碳
?

为是!

&

为否
=

是否知道碳汇及其可交易性
?

为是!

&

为否
=

是否认为碳汇能提高林地总收入
?

为是!

&

为否
=

项目参与情况 是否已参加第
?

期碳汇交易项目
?

为是!

&

为否
=

是否为村干部
?

为是!

&

为否
;@=

家庭特征

年林地收入 元
;@=

森林碳汇认知

是否认为碳汇能缓解气候变化
?

为是!

&

为否
=

"#"

农户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

的
$%&'()

回归分析

利用
A1(1( ?%B&

软件对
C*D841

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E

所示" 模型中!

.F7)+3 D9 D)5

表

示样本的数量#

GH :64!

指回归模

型无效假设$即所有协变量的发生

比均为
#

%所对应的似然比检验

量!

I3D) ＞ :64!

代表似然比检验

结果& 本模型中
GH :64!J <"B,!

!

I3D) ＞ :64!J"B""E ,

! 说明模型

整体较为显著#

!

检验是对自变量

的单参数检验#

I5+F/D "

!指模型

的伪
"

!

! 提供了描述或比较对同

一因变量的不同模型的拟合情况

的一种便捷方式! 但缺乏像
CGA

模型中真实
"

!那样的方差解释含义! 故不是模型的关键参数&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是否已参与第
?

期碳汇交易项目对农户参与或继续参与

碳汇交易意愿的影响在
,>

水平上正向显著! 与预期结果一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于未参

与第
?

期碳汇交易项目的农户! 已经参与的农户选择不愿意( 可参与的概率分别下降
?<B!>

和
?!BE>

!

而选择很愿意参与的概率上升
!,BK>

& 已参与碳汇交易的农户可能对该项目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能对是

否继续参加碳汇交易项目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绝大多数已参与农户都愿意继续参与其中! 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能说明已参与农户对第
?

期的项目开展效果较为满意& 未参与第
?

期碳汇交易项目的农户! 由于缺

乏项目给自身经营带来影响的了解! 难以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

"

学历对农户参与碳汇交易意愿的影

响在
?">

水平上正向显著&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于学历为小学的农户! 学历为初中的农

户很愿意参与碳汇交易的概率上升
!<BK>

! 不愿意参与的概率下降
?!B!>

# 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农户表

示不愿意和可参与参与碳汇交易的概率分别下降
?EB,>

和
?,BK>

! 而很愿意参与碳汇交易的概率上升

<!B<>

& 农户的学历越高! 对环境和碳汇的认知度相对更高! 同时对新事物的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更强!

因此也更倾向于参与碳汇交易项目& 调查样本中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户较少仅占
EB?>

! 对模型结果

影响较小! 在意愿选择上并不显著&

#

家庭人数与劳动力比例对参与碳汇交易意愿在
?">

水平上呈正向

显著影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人数每增加
?

个单位! 农户不愿意参与碳汇交易概率下降

<B,>

! 而很愿意参与的概率上升
EBL>

# 劳动力比例每上升
?

个单位! 农户很愿意参与交易的概率上升

%!BL>

& 家庭人数及劳动力比率是影响农户经营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户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 劳动

力人数越多! 则意味着有更充足的劳动力开展森林经营活动! 更具备参与碳汇交易项目的条件& 在调查

中发现! 存在部分农户家庭由于受限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 其林地经常处于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 在这

种情况下! 农户对于碳汇交易的参与意愿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临安市
K!

家农户的调查数据! 分析农户参与或继续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 运用交叉分析发现农户年龄越小( 学历越高( 林地面积越大( 林业收入越高( 对碳汇认知程度更

高! 其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相对较高& 在此基础之上! 进一步运用
C*D841

回归模型分析了参与或继续

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 得出首期参与项目情况( 农户学历( 家庭人数和劳动力比例对农户

参与或继续参与碳汇交易项目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对碳汇认知程度更高的农户其碳汇交易项目的参与意愿相对较高! 学历的高低也表现出相同的特

点! 因此! 政府及林业部门应重视提高农户对低碳环保( 森林碳汇的认知! 积极宣传有关碳汇的知识!

拓宽农户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 为提高农户森林碳汇认知创造条件& 已参与项目的农户普遍愿意继续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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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表
! "#$%&'

模型回归结果

$%&'( ) *(+,'-+ ./ 0'.12- 3.4('

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

!

!

"56

"

!

!

"5#

"

!

!

"5!

"

年龄
78776 99 !78777 6!# !78777 6#) 78777 #9:

!

787!: !

" !

7877! #)

" !

7877! 6#

" !

7877) !:

"

学历!初中"

68"#:; !786##; !7866) 78#!:;

!

78:##

" !

787<! 7

" !

787<! =

" !

786!!

"

学历!高中或中专"

68="#; !786)9; !7869:; 78!#!;;

!

687!6

" !

787=# "

" !

787=# "

" !

786)"

"

学历!大专及以上"

78<7: !787)7! !7879< ) 7866:

!

68!76

" !

78666

" !

7867:

" !

78#6<

"

是否为村干部
!78!<6 787!6 ) 787!7 # !787)6 <

!

78))!

" !

7879< 7

" !

7879! !

" !

7867=

"

家庭人数
78"6); !787!9 "; !787!! = 787)= !;

!

78#!"

" !

787#6 7

" !

787#7 =

" !

787!< <

"

劳动力比例
#89<=; !78##7 !78#67 78"#=;

!

6896)

" !

786!)

" !

786!#

" !

78#"!

"

林地总面积
78777 #7: !78777 76< < !78777 76) = 78777 7!" )

!

78777 99!

" !

78777 7"< 6

" !

78777 7"9 !

" !

78777 7=#

"

年林地收入
78777 776 6: !78777 777 6 !78777 777 7=) 78777 777 6=)

!

78777 776 "!

" !

78777 777 6#"

" !

78777 777 66<

" !

78777 777 #!9

"

是否知道森林能吸收二氧化碳
!787:7 = 7877) := 7877) 9= !7876! 9

!

78="!

" !

787:7 "

" !

787<) )

" !

7869<

"

是否知道碳汇及其可交易性
686)9 !787== # !787=" : 786="

!

78=76

" !

787<: 9

" !

787<< #

" !

786"<

"

是否认为碳汇能提高林地总收入
!6879< 787=7 7 787:) 7 !786<)

!

78::!

" !

787<) :

" !

787<9 7

" !

786"9

"

是否认为碳汇能缓解气候变化
78#7= !7876< : !7876< 7 787!" :

!

78:7#

" !

787): 9

" !

787)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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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

与第
#

期的碳汇交易$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的开展得到了农户的支持% 但对于未参与碳汇交易项目

的农户而言$ 他们对碳汇项目了解有限$ 难以对自身是否愿意参加碳汇交易项目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

此$ 政府及项目相关部门要做好项目的推广工作$ 加大碳汇交易项目的普及力度$ 能让更多农户有机会

从中受益% 在调查中发现$ 已参与农户普遍表示现行碳汇交易价格相对较低$ 森林经营碳汇交易项目对

农户林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显著$ 特别是主要依赖林地收入的农户对碳汇价格较敏感% 因此$ 适当上调

碳汇交易价格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已参与农户继续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未参与农户

参与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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