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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 20251161 号提案的答复

马祥庆委员：

《关于创建负碳林场，助推我省碳中和目标实施的提案》

（20251161 号）由我局会同省科技厅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

复如下：

我省现有132个国有林场（省属国有林场84个、县属国有林

场 48 个），国有林场经营林地面积 96.45 万公顷，森林总蓄积量

达1.24 亿立方米。

国有林场在林业碳汇、生态保障、森林经营示范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及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国有林场等单位先

后开展了林业碳汇交易试点、林业碳中和试点及相关科研平台建

设等，为我省林业推进“双碳”目标落实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关于建设碳汇林场的建议

碳汇林场建设对推进地方落实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国有林场可以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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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邵武卫闽国有林场正在开展相关试点工作。下一步，

我们将研究吸收您的意见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深入

开展调研，研究碳汇林场的建设范围、目标举措和建设标准等，

为我省国有林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关于碳汇林场标准制定与实施的建议

近年来，我省在林业碳汇核算监测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展林业碳汇调查。近年来，先后组织开展全省林业碳汇专

项调查、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调查等，开

展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枯落物、枯死木生物量和土壤有机

碳调查，构建了我省林业碳汇核算监测体系，摸清了我省碳家底。

二是开展固碳机理研究。龙岩市林业局与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

林大学等开展校地合作。在上杭白砂国有林场构建了世界首个通

量-大气-遥感观测平台，实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全方位动态监测；

建立亚热带人工林碳汇提升试验平台、森林生物量估测及固碳潜

力预测研究平台等，为摸清森林固碳机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吸收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摸清林场碳家底，

探索低碳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完善林场内控管理，按照《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开展节能减排行动，践行绿色低碳

理念。

三、关于实施森林碳汇功能提升工程的建议

一是开展省级林业碳中和试点。全省选择20个县（市、区）、

国有林场开展试点，共建成碳中和林 102.6 万亩，预估新增碳汇

量 132.1 万吨，其中，高固碳森林经营、造林示范片 4.7 万亩。

二是推进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市建设。指导龙岩、南平、三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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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以杉木、木荷、枫香等为优势树种的高固碳针阔混交林，有

效提高林分生长量，持续增强森林碳汇能力。三是森林质量持续

提升。2021 年以来，全省科学开展造林绿化，加强中幼林抚育和

退化林修复，完成植树造林533万亩、森林抚育1504万亩，进一

步优化了树种和林分结构，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吸收您的意见建议，持

续开展科学造林绿化，营造乡土混交复层异龄林，进一步巩固提

升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四、关于强化科技支撑的建议

一是统筹谋划林业碳汇研究。明确将“开展农业碳中和、碳

达峰技术研究”写入《福建省“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规划》，

设立“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大专项（专题），组织开展

“海洋、森林、土壤等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等科研攻关。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已构建全省生态监测

网络体系（含 24 个省级生态监测站及 5 个国家级生态站），为林

业碳汇研究提供科学数据。支持上杭山地森林碳汇福建省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等创新平台建设，整合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等高校科研力量开展碳汇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为我省碳中和

战略提供技术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研究吸收您的意见建议，加

大对林业碳汇相关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力度，持续列入省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指南重点支持方向，发挥省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

优势，推动建立产学研联合攻关机制。依托省内外高校和科研机

构，共建林业碳汇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创新平台，引育高端人才和领军团队，提升碳汇林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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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量。

五、关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建议

为巩固提升森林生态碳汇能力，我局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省级以上财政2024 年共安排全省林场国土绿化、林业生态保护等

资金38666 万元，2025 年已安排 39408 万元。把林业碳汇相关领

域技术创新列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2021 年以来，组织

实施“双碳背景下福建省高碳汇林业实现路径及维持技术”“面

向碳中和目标的福建省碳达峰和林业碳汇研究”“杉木人工林碳

汇监测与计量技术研发”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40余项，资助经费

700多万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较好经济社会效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争取省级以上财政支持林业碳汇发展。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张志才

联 系 人：戴腾飞（造林处）

联系电话：0591-8727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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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