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B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211 号提案的答复 
 

陈平委员： 

《关于加快发展林业碳汇的建议》（1211号）由我局会同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

复如下： 

一、加强理论研究，完善计量方法。一是加强林业碳汇理论

基础研究。我处撰写的《做好绿碳文章  碳库也是钱库》，得到省

委领导的批示肯定，为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推动我省

绿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会同省法院，组织编制《刑事司

法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方法（试行）》，科学提出林业碳汇损失的

计量类型、计量方法及主要树种相关参数，合理计算受损林业碳

汇量。开展高固碳的森林经营、造林模式研究和高固碳树种筛选。

组织编织“森林停止商业性采伐”碳汇项目方法学，并结合永安

市赎买工作做了方法学论证，待省碳交办（生态环境厅）备案。

福建省林业局  
 

闽林函〔2023〕170号 
  



— 2 — 

二是完善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组织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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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依托省林规院挂牌成立“福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中心”，创新制定

《福建林业碳汇项目现场核查办法》，负责林业碳汇项目申报材料

的初审和外业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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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林业碳汇培训。省委组织部委

托我局举办加快林业碳汇发展暨县级林长专题培训班，对全省各

级林长开展林业碳汇培训。我局每年不定期邀请林业碳汇方面的

国内外专家来闽讲课，并选派人员参加国家林草局举办的林业碳

汇培训班学习。目前，福建 5 次在全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

上作典型发言。我局还应邀向摩洛哥、约旦、伊拉克等多国政府

官员宣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和福建林业碳汇创新实践。 

二、拓展应用场景，实现“两山”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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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支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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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年 5月以来，在

闽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数字中国峰会、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等

会议活动通过购买林业碳汇、新造林等方式，实现了碳中和。二

是“林业碳汇+乡村振兴”。三明、南平等地积极探索，结合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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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创新推出林业碳票、“一元碳汇”等，增加林农碳汇收入，

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让农村地区共享发展红利。截至目前，

林业碳票实现交易 8.6万吨、117.1万元；“一元碳汇”已有 10611

人次认购了 8108 吨、81.08 万元。三是“林业碳汇+生态司法”。

创新开展林业碳汇司法实践，会同省法院、检察院，建立体现林

业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赔偿机制，该机制被写入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最高法工作报告。目前，顺昌、南靖、德化、将乐等多

地已有自愿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受损环境的案例，相关做法已在

浙江、海南、云南等全国多省复制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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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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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单林

业碳汇指数保险在新罗区落地，全国首单商业性林业碳汇价格保

险“碳汇保”在南平市落地。创新成立“村级碳票基金”为林农

贷款提供担保，目前已投放首笔“福农·碳票贷”。 

三、培育森林资源，建好森林碳库。一是致力“扩碳”。科学

实施造林绿化，增加森林固碳量，2023 年，全省已完成植树造林

88.388 万亩、占任务的 103.98%，主要造林树种进一步丰富，从

原来以松、杉 2 种树为主，发展到现有杉木、木荷、枫香、闽楠

等 50多个主要树种。组织县级城市争创国家森林城市，推动九市

一区持续巩固提升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推广运用“福建全民

义务植树网”手机端平台，上线一批贴近生活、走进百姓的多样

尽责活动，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持续开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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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绿化行动，启动“秀林环村”试点工作，充分利用村庄“四旁”

地块，因地制宜植绿添彩，营造环村一重山生态景观林。探索开

展国家储备林建设新模式，2017 年，启动了全国首个林业 PPP 模

式开展国家储备林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二是着力“增碳”。编

印《福建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2021-2025年）》，以提高

林地生产力和森林蓄积量、优化树种材种结构、提升森林生态效

益和森林景观效果、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为目标，

大力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珍贵用材树种培育项目，大力推广乡土阔叶树和珍贵树种造林，

提高混交林造林比重，积极推广近自然森林经营，丰富森林生物

多样性，促进森林资源增量、结构增优、生态增效、景观增色、

作用增强、林农增收。2023年，全省已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237.1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81.8%。三是全力“保碳”。实施松材线虫病

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统筹运用“治、防、改，检、封、罚”

措施，做好“时间安排、空间把握、林间作业、车间监管”“四个

间”重点工作，加强死亡松树清除，突出孤立疫情小班、新发疫

情小班和危害较重松林的采伐改造，综合防治媒介昆虫松墨天牛，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连续 2年实现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

乡镇疫点数量和病死松树数量“三下降”。全面落实森林防火“四

大体系”、“六项制度”，以林长制体系拧紧责任链条，进一步推动

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实，加强“省-市-县-乡-村”五级森林防

火网格化管理，实施野外火源管控措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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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大力营造生物防火林带，强化林业防火队伍培训演练，不

断提高森林防火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全省森林火灾持续保持历

史低位。 

下一步，我局将着眼“双碳”战略目标，充分发挥我省森林

碳汇优势和潜力。一是启动我省第二次林业碳汇专项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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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深入实施森林质量提升行动，“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工程 1500万亩。持续推动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

2023年全省计划新建成 31个省级森林乡镇、100个省级森林村庄。

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各项措施落实。三是深化“林

业碳汇+活动”。鼓励优先使用林业碳汇实施碳中和行动，持续拓

展碳汇应用场景。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强林业碳汇贷款、保险等

产品创新。加强监管引领，指导金融机构用好用足金融工具，为

加快林业碳汇发展贡献福建力量。四是加大林业碳汇宣传。通过

福建省林业局官网、今日头条、福建林业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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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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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1-87879515 

 

 

 

 

福建省林业局 

2023年 7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