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B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 20251285 号和 20251319 号提案的答复

程树英、钟文亮委员：

《关于重视极端天气影响我省“碳中和”目标实现问题的提

案》（20251285 号）和《关于加快我省森林碳库建设进一步释放生

态红利的提案》（20251319 号）由我局会同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

室、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福建监管局、省气象局等单位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关于夯实林业碳汇基础的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科学引导。先后印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科学造林绿化的实施意见》《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关于切实抓

好 2025 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抓好

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的通知》等文件。2021年来，

完成全省植树造林533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1537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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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国家林业碳汇试点市建设。指导龙

福建省林业局
闽林函〔2025〕135号



— 2 —

岩、南平、三明市营造以杉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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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强化森林灾害风险防控。压实灾害防控责任，密切研判监测

预警信息，积极果断部署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强化隐患排查整

治，坚持预防为主、抓早抓小，切实从源头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加强护林巡护管理，强化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全省划定森林资

源网格 1.9 万多个，配备护林员 1.4 万多名，保持护林巡护全覆

盖。四是加强宣传引导。持续推进防灾避险知识“五进”，定期开

展转移避险演练，不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加强

生态护林员培训，提升生态护林员巡护能力，严格落实护林员巡

护责任，提升森林保护共识。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各种途径，及

时将涉林灾害预警信息、防御部署和工作动态发布告知林区人民

群众，引导大众关注灾害情况，主动防灾避险。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夯实林业碳汇基础，加强政策科学引导，优化森林林分结构，

加强护林巡护管理，增强森林碳汇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

巩固群众防线，积极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最大限度内降低

天气带来的森林损失。

二、关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的建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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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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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二是持续提升气象基础能力。全省已建成 2500多个地面自

动气象观测站、8部新一代天气雷达、13 部 X波段天气雷达等设

备组成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立了从零时刻到月季年较为完整

的无缝隙气象预报业务体系，预报能力居全国前列。三是加强灾

害性天气预警服务。成功防御“格美”“杜苏芮”台风及“6·9”

极端暴雨等灾害性天气过程，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29个避险

案例获应急管理部表扬。全国首创“1262”递进式气象服务体系

（即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精准预警，无缝衔接省政府“三

个提前”三级风险应对），在云南、宁夏等省份应用。近3年全省

气象灾害损失GDP占比降至0.32%。四是碳中和监测评估能力持续

增强。依托24个省级生态监测站及4个国家生态定位站，不断完

善基础监测设备的迭代升级，加强不同区位不同森林类型自然固

碳能力与环境因子的耦合机制研究，科学评估不同地市森林碳汇

潜力的分布格局，提高福建森林应对气候变化潜力的预测能力。

建成基于 CCMVS 系统的温室气体数值模拟和同化系统、森林生态

系统碳收支评估预测系统等业务服务平台，实现对福建省、市、

县三级和重点行业开展人为碳排放和自然碳汇的定量化监测核查

和评估分析。五是森林碳汇潜力提升技术研发。采用科研院所+林

场的“1+N”联合开发模式，选取典型成功的有利于森林碳汇潜力

提升的特色林分，从树种配置、时空采伐策略等方面，研发有利

于森林碳汇潜力提升的可持续经营技术，提高单位面积固碳量、

延长林地固碳时长，促进森林固碳增汇，助力城市扩容发展。下

一步，我们将加大科技研发和工程项目投入，强化对于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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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省“碳中和”目标实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强化极端天气

监测预警、碳中和监测评估能力、森林碳汇潜力提升、科技创新

和联合攻关，运用数字科技降低和防范极端天气的影响。

三、关于加强林业碳汇技术体系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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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积极开展“双碳”科研攻关。开展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项目攻关 40余项，标准及计量技术规范研究 20 余项，取得碳计

量科技成果 30项，其中发明专利 7项。研发“中尺度 CO2通量探

测激光雷达”，入选福建省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解

决中尺度二氧化碳测量难题，并在南平工业园区和浦城县等区域

碳监测应用场景完成合作落地。三是构建福建省高精度温室气体

监测站网。2021 年以来，省气象局积极响应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

监测评估研究和业务服务，成立“中国气象局温室气体及碳中和

监测评估中心福建分中心”，围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重大

战略，针对福建地区创新性开展工作，为开展碳源汇监测核查提

供支撑。截至2025年 3月，全省已形成“一地市一观测”的高精

度温室气体浓度监测站网，并建成 4个涡度通量观测系统。四是

加强福建省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业务服务能力建设。依托

福建气象发展“十四五”规划和智慧气象保障工程，积极打造福

建省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业务体系，形成了以碳环境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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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温室气体数值模式与同化、森林生态碳收支评估预测和臭

氧监测分析等一体化的业务平台。2024 年，福建双碳分中心作为

骨干参与单位获得“2023 年度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十大科技创新成

果奖”。依托科技创新与监测网络，积极开展碳监测，开展森林碳

汇评估和监测活动，为极端天气下的碳汇动态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下一步，我们将吸收政协委员们提出的建议，充分发挥国家碳计

量中心（福建）的技术优势，高标准建设碳计量技术体系，加强

科研院所科技攻关、强化技术服务支撑、探索制定碳足迹计量评

价方法、开展林业碳汇科学核算方法学研究、典型木竹产品碳足

迹与碳减排路径研究等措施，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四、关于完善碳汇市场建设的建议

一是推进林业碳汇交易。在积极参与国家碳市场，完善福建

碳市场基础上，我省创新开发福建林业碳汇（FFCER）交易产品，

允许重点排放企业使用FFCER 抵消自身10%的碳排放，进行履约交

易。全省累计完成 FFCER 交易与再交易 430.19 万吨、6798.36 万

元。二是创新碳汇金融产品。龙岩市在全市推广林业碳汇指数保

险，创新推出“林业碳汇保险+服务项目”等。农信联社泉州办事

处创新林业碳汇生态链系列产品，搭建“碳汇评估申贷平台”，建

立碳汇测算体系，并配套“碳汇”系列产品服务。三明农商行创

新“固碳积分”计量方法，并推出子产品“福林·固碳贷”。建设

银行南平分行与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对接，将碳足迹监测计

量结果与贷款利率挂钩，创新推出基于碳足迹监测的融资新模式



— 6 —

“碳足迹”支持贷款。推动兴业银行落地福建省首例以林业碳汇

为质押物、全国首笔以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的约定回购融资项

目。三是联合推动林业碳汇保险试点。推动人保财险探索设计“碳

汇资产价格指数保险”，承保质押的碳汇资产下跌风险。率先在森

林生态富余价值概念上引入保险机制，在龙岩首推碳汇指数保险

项目。该项目获得“2022年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一等奖，

并复制推广至广西等10余个其他省份。探索绿色保险+融资模式，

增强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023年 8月，全国首单“林业碳汇保险+”

服务项目在龙岩试点落地，为龙岩市国有林场及九龙江源国有林

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价值 891 万元的碳汇损失风险保障。推动银

保合作，引导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与平安财险福建分公司搭建“金

融+气候”模式，通过“ESG风险管理”“气候风险管理”两种渠道

评估促进碳减排目标，最终挂钩贷款利率。四是创新碳汇金融模

式。指导地市开展气候投融资，探索碳汇金融新模式，引导社会

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类项目建设。三明于

2022年 8月获批成为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推动出台20多个

绿色金融保障政策，建立了气候投融资项目库，总投资约578.19

亿元，已获得贷款或授信总额约146.95 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做好金融支持碳中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参

与碳市场交易，为林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管理工具。

完善金融配套服务，积极推动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进一步完善

碳汇交易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汇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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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一是强化人才服务平台建设。成立福建省碳核算与碳监测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福建省碳计量技术委员会、国家碳计量中心（福

建）学术委员会等三大专家平台，汇聚计量、能源、环境等领域

专家团队，搭建“双碳”智库专家平台；大力提升人才队伍能力

水平，开展交流培训14次，参训人员达600余人次。二是加强“双

碳”人才队伍培养。支持鼓励直属有关单位着重引进科研能力强，

专业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引进碳汇领域专家人才；同时，

以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为依托，结合林业碳汇发展需求，开

展专家授课、交流研讨、专题培训等形式，培养林业碳汇复合型

人才。三是探索林业碳汇培养模式。根据教育主管部门需要，积

极配合做好高校课程体系建设相关工作。结合工作需要，积极开

展林业碳汇政策法规、项目开发和管理应用培训，提升林业基层

人员碳汇专业技能。下一步，我们将吸收政协委员们的建议，进

一步加强部门合作交流，组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提升一

线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加强碳汇领域基层队伍建设，为森林碳汇

行业提供智库和人才支撑。

六、关于完善森林碳库效益实现机制的建议

建立健全林业碳中和自愿交易机制、林业碳汇金融支持体系

对拓展林业碳汇发展和激活林业碳汇交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

用。省林业局、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林票改革有关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林业碳汇相关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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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适合碳票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吸收政协

委员们的建议，推动林业碳中和交易市场试点在“双碳”工作中

发挥作用，支持省内特别是省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不断完善林

票交易机制。深化政策支持林业碳汇价值体现，进一步盘活存量

林业资产，拓宽林业碳汇消纳渠道，根据地区特色推出“碳汇+”

金融产品，为森林碳库高质量建设、林业碳汇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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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林业局

2025年 7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