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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发展潜力的 

评价指标初探 

罗 勇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广东省是华南地区主要的速生丰产林基地，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力度逐年加大，这种持续增长 

的森林面积所储存的巨额碳汇，应该引起人们关注。文章首次对广东省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 

发展潜力的评价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广东省林业碳汇优先发展区域的设想与思路，一方面确保林业碳汇造林 

地满足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对土地利用状况的基本要求，确保林业碳汇项 目建设区具有较高的碳吸收潜力； 

另一方面可以为各地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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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about the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Carbon Sinks Prca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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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dong province was the main base of rapid—growth forest in southern China．With the in— 

creasing the eeo—forestry key projects，the huge amounts of stored carbon sink caused by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forest area should be concerned．This article firstly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carbon sinks project under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regional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in this province．The goals were that one was to ensure 

that woodland for carbon sinks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land use in CDM projeet，the other was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to be carried out for various pans of carbon sink reforest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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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机制(JI)”和“排放交易机制(ET)”是《京都议定书》中关于温室气 

体减排的三个灵活机制。而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三机制中唯一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机制 1-2]。造 

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作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唯一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 J，在议 

定书生效后正式启动并进入到实质性的项目操作阶段。为了统一标准和便于碳汇计量，在履行议定书的一 

系列谈判过程中，国际上对造林再造林进行了定义。“造林”是指在 50年以来的无林地上进行造林；再造林 

是指在曾经为有林地、而后退化为无林地的土地上进行造林 ，并且这些土地从 1989年 12月 31日起是无林 

地，也就是说必须是 1990年以来的无林地上造林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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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开展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林业碳汇项 目抵消其部分温室 

气体排放量，这对林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业的生态功能在经济上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标志着 

林业的生态服务进入了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回报的时代 J。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培育大国 j，加上 

目前正在实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持续增长的森林面积所储存的巨额碳汇，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根据广 

东省2008年森林资源发布情况，广东省现有无林地51．4万公顷，占全省林业用地的4．7％，发展林业碳汇具 

有较大的潜力。积极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活动，不仅可以改善广东的生态环境状况，提高生物多样性，还可 

以为山区林农带来收入。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家这些绿色环保活动，将有助于吸收大量的造林和森林经营 

资金，加速省内二氧化碳吸收产业的形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及相关国际规则，不是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产生的碳汇都可以在第一承诺期进 

行交易。造林地是否满足国际社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对土地利用状况的基本要求?林业碳汇项 目是否需要 

投入较高的成本以及是否具有较高的碳吸收潜力?这些都是各地在开展林业碳汇项 目活动时必须考虑的问 

题。因此，寻求最有效 、最方便的地方优先实施林业碳汇项 目，对区域范围内的林业碳汇项目发展潜力进行 

评价分析，均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评价指标选择 

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目与普通造林项 目的区别在于该项目生产的是特殊产品——碳汇，而且对生 

产这个商品的土地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需要建立指标对各个区域开展林业碳汇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合理 

的评价。 

评价指标的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J：必须按照《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对造林再造林项目的具体 

要求选择造林地块；充分利用现有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和基础地理信息；符合国家或省级林业发展战略和规 

划；造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符合简单易行、容易获取的原则；符合计算简单快捷、具 

有可操作性原则。 

根据以上原则，确定了4项指标：1990年以来无林地状况；生物多样性状况；林木生长率；社会经济状 

况 

2 评价指标分析 

2．1 1990年以来的无林地信息分析 

《京都议定书》以1990年为参照基数，规定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平均减排约 

5％。根据缔约方大会分别达成的《波恩政治协定》、《马拉喀什协定》，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必须满足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对土地利用历史状况的基本要求，造林地必须是议定书要求的基准年即 1990年以来的无林地。 

为此，除了从森林资源调查和其他相关调查数据中，提取 1990年以来全省以县为单位林业用地中的宜林荒 

山荒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宜林沙荒等无林地信息外，还需补充调查获取全省各县自1990年以来的无林 

地信息。利用经处理和核对后的全省各县“1990年以来无林地面积”建立数据库，进行排序。面积越大，越 

适宜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 

2．2 生物多样性评价 

依据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造林再造林碳汇项 目的特定要求，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准，采用物 

种多样性的评价方法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价。技术路线是综合考虑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裸子和被子植物等 

4方面因素 J，统计各县(市)物种数目。根据中国科学院评估过的物种，即极危 426种、濒危 1 127种、易危 

1 832种，采用加权计算法进行评分。物种多样性计算公式为： 

N=所有的物种数目+极危的数目×10+濒危的数目×5+易危的数目×2 

对各县进行加权评分，计算出各县(市)物种多样性评分分数值(Ⅳ)作为生物多样性分值。根据分值多 

少进行排序，分值越高，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2．3 林木生长率评价 

造林再造林碳汇项 目旨在通过大规模造林吸收 CO ，碳吸收量和碳吸收速率是衡量碳汇项目所产生效 

益的重要指标。在碳吸收潜力大的林地上进行造林再造林项目将产生比较明显的效益，而碳吸收速率与树 

种特性和立地条件等有很大关系。林木生长率的评价主要根据单位面积年均碳储量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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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操作性原则，利用广东省第六次全省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或每年的森林资源档案更新数据，对现有 

的乔木林地进行森林生产力分析，重点使用样地位置、树种、平均树高、林龄、密度、地位级 、蓄积量、生物量、 

郁闭度资料。利用较为合理并被公认 的公式：森林碳储量为森林生物量乘以系数0．5(即每克干物质的碳 

含量)，求算单位面积年均碳储量。为遵循国际碳汇计量的保守性原则，森林碳储量仅指活立木的生物量， 

并未包括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枯死木、下木、草本、枯枝落叶层以及森林土壤层等的碳库。根据求算后各县 

(市)的森林碳储量建立构成林木生长率数据库，按生长率高低进行排序。林木生长率越高的地区越适宜开 

展林业碳汇项目。 

2．4 社会经济评价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要求对社区或林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因此，同等条件下，在造林成本、人均年收 

入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展碳汇项目将有助于降低碳汇项目交易成本 ，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提高碳汇在市场 

交易中的竞争力，相反，也会为实施碳汇项 目地区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通过补充调查全省各县单位面积造林成本和社会经济状况来进行社会经济评价分析。造林成本分析需 

综合主要造林树种、造林作业设计、整地和栽植、苗木及运输、幼林抚育管护、病虫害防治及护林防火、检查验 

收等7项内容，以县级为单位，进行优势树种造林成本数据统计 ，按每亩造林所需的价格进行排序分类。社 

会经济状况通过人均收入来体现，人均收入能反映各县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社会经济重要的评价指标， 

也是实施碳汇项 目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重大体现。编制全省各县人均收入表，选择人均年收入较 

低、造林成本相对低的地区造林 ，将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 

3 综合评价 

3．1 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以上 4个指标量化单位有所区别，为统一量纲，需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处理前需先对 

各指标进行分级，每个指标共分 5级。各指标分级情况见表 1。 

表 1 各类指标分布情况、取值参考范围和标准化表 

注：此表为全国参考值。 

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再造林项目模式和程序，一般来讲，林木生长速度快、造林成本 

相对较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价值大、人均年收入低的地区比较适合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能够较 

好地满足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对额外性的要求，同时从碳汇购买方来考虑，也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对生物多 

样性 、林木生长率数据进行标准化正向处理，即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排列顺序保持不变；对造林成本、人均 

年收入进行标准化逆向处理，即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排列顺序正好相反。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见 

表 1。 

3．2 综合指标计算 

根据各指标在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的重要程度，在综合评价时要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其中，林 

木生长率权重为4／10，生物多样性权重为 3／10，造林成本权重2／10、人均年收入权重为 1／10 。用全省各 

县4项指标对应的0～100数值分别乘以相应的权重值，4项加和后即得全省各县综合指标值。求算方法如 

下 ： 

综合指标 =林木生长率标准化值 X 4／10+生物多样性标准化值 ×3／10+造林成本标准化值 ×2／10+人 

均年收入标准化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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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根据实施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目的要求及原则，综合指标得分高的地区，即林木生长速度快、生物 

多样性保护潜在价值大，同时又是造林成本低、人均年收入低的县(市)适合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造林再造林 

碳汇项目。在这些区域实施碳汇项目，既能较好地满足项目对基线和额外性的要求，又能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对降低交易成本、推进项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综合评价结果外，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还需根据广东的林业重点生态工程规划，全面考虑广东省国 

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建设需要，采取一些降减交易成本措施如选择乡土速生树种加快碳积累等，鼓励投资者 

到生态脆弱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碳汇项目。 

总之，清洁发展机制林业碳汇项目需要在不断发展和建设中日趋完善。综合广东省现阶段林业碳汇项 

目所处的宏观环境，积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新的碳汇融资渠道和建立林业碳汇发展基金，把林业碳汇工作纳 

入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之中，既能给林业以充分展示自己优势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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