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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164 号建议的答复 
 

孙开明、李淑云、张顺儒、钟秋英、郭艳娜代表： 

《关于发展林业碳汇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议》（第 1164号）

由我局会同省生态环境厅、财政厅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

如下： 

我省山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发展林业碳汇优势和潜力巨

大，对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指示精神，多措并举，加快发展林业碳汇。 

一、关于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工作机制上，贯彻落实省政府

专题会议精神，完善碳汇发展工作机制，2021 年 4 月，组建由省

生态环境厅、林业局、金融监管局三部门牵头，省发改委等 19个

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福建省碳交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聚焦推动

碳金融创新发展，为碳汇开发、交易提供制度保障。202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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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业局组织精干力量，成立由分管局长任组长、局总工程师任

副组长，相关处室负责人任成员的林业碳汇工作专班，负责推进

林业碳汇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政策上，出台实施了《福建省碳排

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开发福建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

（FFCER）产品，将 FFCER纳入碳交易体系，允许重点排放单位使

用 FFCER 参与年度配额清缴履约，打通林业碳汇生态价值转化通

道。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

见》《2030 年前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森林碳汇重点生态

工程，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增强林业固碳能力”“健全林业碳

汇开发机制”等任务举措。同时，将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

实施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保障方案之一。《福

建省“十四五”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把巩固提升林业生态碳汇

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支持探索建立碳汇补偿机制，完善林业碳汇

交易机制。《福建省“十四五”林业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要持

续开展植树造林，大规模提升森林质量，保护修复林草植被，有

效发挥固碳作用，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二、关于碳汇计量监测方面。一是开展林业碳汇专项调查。

2013—2014 年，组织开展了全省林业碳汇专项调查，按照森林类

型、起源和龄组选取 430 个满足模型建立要求的森林样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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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监测体系。2015年和 2018年，组

织开展了 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与林业）专项调查，摸清



— 3 — 

了我省碳家底。二是 2016 年 10 月原省林业厅依托省林规院挂牌

成立“福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负责林业碳汇项目申报材料

的初审和外业核查，并创新制定《福建林业碳汇项目现场核查办

法》；明确省林科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

系建设。三是 2022年我局组织编发了《福建碳中和林项目监测技

术方案》，将自然生长的增量计入碳汇，为场外碳交易的林业碳汇

计量监测提供理论依据。 

三、关于推进林业碳汇交易方面。2017 年 5 月，以省政府

办公厅名义印发出台《福建省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选取了 20个县（市、区）、国有林场开展福建林业碳汇交易试点，

通过试点的辐射带动，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3月 31日，全

省累计完成 FFCER交易和再交易 405.49万吨、金额 6267.14万元。

通过探索“林业碳汇+”活动，由点到面，多元化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途径。一是“林业碳汇+中和活动”。贯彻落实《福建省大

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实施方案》，支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开

展的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通过营造碳中和林或购买林业碳汇，抵

消活动会议产生的碳排放，实现碳中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的单位和个人自愿参与，截至目前，“八闽碳惠”小程序注

册用户数 3553 名，已完成碳中和数量 640.52 吨，低碳出行

36635483(步数），低碳公益捐赠 178 次；全省已有 30 个单位 34

场会议活动中和抵消碳排放量 598.8吨。二是“林业碳汇+乡村振

兴”。三明、南平顺昌等地探索发展林业碳票、“一元碳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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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农村碳汇林作为开发对象，促进林农

和村集体增收，让农村地区共享发展红利。截止目前林业碳票、“一

元碳汇”分别实现交易 8.6万吨、0.798万吨，117.1万元、79.8

万元。三是“林业碳汇+生态司法”。会同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

联合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开展生态修复适用林业碳

汇赔偿机制的工作指引（试行）》《关于在办理生态环境刑事犯罪

和公益诉讼案件中适用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开展生态修复的工作意

见（试行）》的通知）》，编制《刑事司法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方法

（试行）》，建立体现林业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赔偿机制。四是“林

业碳汇+生态保险”。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林业碳汇保险业务，

运用市场机制防范化解碳汇损失风险，保障林业碳汇项目稳定发

展。如龙岩市新罗区推出林业碳汇指数保险产品，承保机构为新

罗区林业提供 2000万元碳汇损失风险保障，有效创新森林固碳能

力修复机制。全国首单红树林蓝碳生态保护保险在宁德福鼎市试

点落地，为福鼎全市 3750 亩红树林保护区提供 1875 万元损失风

险保障。同时 ，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模式，

顺昌县国有林场与银行签订林业碳汇质押贷款和远期约定回购协

议，林场获得银行 2000万元贷款，成为我省首例以林业碳汇为质

押物的碳汇融资项目。 

四、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方面。我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强化

预算统筹、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等方式，建立健全国土绿化资金保

障机制，支持实施林业碳试点奖补，鼓励各地开展造林绿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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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我省森林质量和森林固碳能力。2019-2022年，省级财政预算共

安排国土绿化专项资金 25.91亿元。2017年、2022年分别安排 1000

万元用于福建林业碳汇试点、林业碳中和试点项目建设。积极争

取中央资金实施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2021-2023年，省级林业、

财政相关部门联合指导地市申报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通过竞

争性评审，龙岩原中央苏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南平环武夷山国

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莆田市木兰溪全流域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泉州市 21世纪海丝名城国土绿化试点示

范项目共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7.5亿元。 

五、关于加强宣传方面。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林业碳

汇工作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关注，我省通过福建省林业局官网、

今日头条、福建林业和福建生态环境等公众号发布林业碳汇相关

工作动态，宣传林业碳汇基础知识。加强低碳宣传引导，倡导广

大社会公众树立低碳意识，增强减排观念，推动形成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另外，我局注重林业碳汇专业人才的培养，

2021年举办全省林业碳中和暨营造林管理技术培训班，2022年和

2023 年组织省市县相关碳汇业务干部参加国家林草局气候培训，

学习林业碳汇开发、交易等知识，提高林业碳汇管理能力。 

下一步，我省林业、生态环境部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是加强工作顶层设计，推动

林业碳汇发展政策制度完善，深化碳交易、气候投融资等试点助

推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二是启动我省第二次林业碳汇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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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资源现状，分析碳汇项目开发潜力。组织编制《福建林业碳

汇专项发展规划（2023-2030年）》，明确林业服务“双碳”战略的

路径和巩固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总体要求

等。建立林业碳汇信息监管平台，有序推进碳汇开发，防范项目

开发风险。三是推进碳汇交易活动，鼓励重点排放单位优先使用

FFCER参与配额清缴履约交易，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碳

汇+”活动，推广碳中和活动，抵消会议碳排放，指导三明、南平

等地进一步完善林业碳票、“一元碳汇”等机制建设，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四是研究完善相关林业碳汇财政支持政策，

积极争取省级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林业碳汇建设，储备一

批可供交易的林业碳汇项目，助推我省林业碳汇工作进一步提升。

五是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现有的福建省林业局官网、今日头

条、福建林业和福建生态环境等公众号，宣传林业碳汇发展规划、

政策措施、基础知识等，调动林农或村委会参与碳汇开发的积极

性，让群众有强烈参与意愿。鼓励党政机关大型公务活动通过购

买林业碳汇、新建碳中和林等实现碳中和，探索推动零碳机关建

设。举办福建省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汇管理培训班，提升各级

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提高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和

项目业主服务和管理林业碳汇水平，引导各种机构、人员规范开

发林业碳汇项目。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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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署名：王智桢  刘亚圣 

联 系 人：造林处  曾桂华 

联系电话：15705987667 

 

 

 

福建省林业局 

2023年 4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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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

村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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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