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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3-2017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情况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机遇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林业碳汇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林业碳汇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中国林业碳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林业碳汇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林业碳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林业碳汇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林

业碳汇。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林业碳汇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林业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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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林业碳汇产业融资分析 （AK LT）

7.1林业碳汇项目融资风险 

7.1.1 碳逆转风险

碳逆转也是导致林业碳汇交易产生融资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林业碳汇具有生产周期长、主

要依靠自然生长、地域广阔、难于管理等特点，因此它遭受自然风险和人为破坏发生碳逆转



的概率均较大。通常情况下，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降雨、闪电、极端温度、火灾、病虫害、洪

灾、旱灾、I}风、地震以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都会使成熟林或处于生长期的森林受损，从

而导致森林所储存的碳部分或全部发生逆转。目前，人们对不同灾害发生的位置、时间、危

害程度等的预测能力仍然比较弱，还不能够很好防范自然灾害的侵害。同时不论是纵火、疏

忽等引起的森林火灾，还是采伐、盗伐等人为损坏活动也都会发生碳逆转，这些都会威胁到

林业碳汇项目的顺利实施。

7.1.2 资金成本过高

资金成本一般是指筹资者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林业碳汇融资中的资金成本包括

在我国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造林成本、双方达成交易所需的交易成本以及由于碳汇造林而使

得土地无法改作他用所产生的一切机会成本。资金成本是筹资方选择资金来源时要考虑的首

要因素，过高的资金成本使得很多本来可以进行的筹资活动无法进行。首先，目前我国造林

主要是靠人工作业，造林成本主要是由造林材料和人力成本构成。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

展，造林材料和人力成本逐年上升，造林成本也随之攀升，呈现出跳跃式上涨势头，甚至在

个别地区造林成本高达林木一个生长期总营林成本比例的30%以上。其次，对于土地而言，

若项目的选址存在问题，如道路建设、城镇扩建等都会提高土地价格，使用于林业建设的土

地能够带来更多收益，这就给林业碳汇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第三，融资双方达成交

易所需的交易成本按照造林再造林碳汇交易项目的执行程序，可以将其分为搜寻成本、谈判

成本、项目文件、设计成本、批准成本、证实生效成本、注册成本、监测成本、核实成本、

认证成本、强制实施成本等。根据世界银行标准碳基金公布的信息，在世界银行所实施的林

业碳汇项目中仅与项目规模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的前期交易总费用就会达到210万一310万元

人民币。

因此，开展林业碳汇项目必须全而考虑资金成本，否则，盲目开展就必然会带来较大的融资

风险。

7.1.3 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

CDM机制项下的林业碳汇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

，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目前，我国的中介机构

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分析、评估、规避交易风险，从而也会导

致筹资风险的产生。

7.1.4 林业碳汇信用价格波动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给美国华尔街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

逐渐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由此对全球碳交易市场产生了两个方而的影响:其一，许多曾经活

跃于碳交易市场上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由于投资资金的萎缩或资金链的断裂使得碳交易



市场由活跃转入萧条;其二，由于许多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众多的大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

温室气体量减少导致了它们对温室气体减排指标需求量的减少。这些都使得林业碳汇信用价

格产生波动，从供求关系环节对全球碳交易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市场上经过核证的减

排量(CERs)因报价过低，严重影响到了林业碳汇交易的筹资量。

7.1.5 林业碳汇计量与认证技术不完善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林业碳汇计量、认证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林业

碳汇认证、计量等方而的权威机构都处在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碳汇卖方与

发达国家的碳汇买方交易地位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筹资风险的产生。我国是潜在的最大的碳

汇卖方之一，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种技术水平上的不平等，可能会严重损害我国

在国际碳汇交易中的利益。

我国林业碳汇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科技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我国林业碳汇计量与认证技术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在国内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相关部门提高

自身技术水平，重视有关科技人才的培养。

7.2 生态林业建设融资分析

7.2.1 生态林业融资体制

7.2.2 生态林业融资渠道

7.2.3 生态林业融资规模

7.3 林业碳汇项目融资分析

7.3.1 林业碳汇项目融资渠道

7.3.2 林业碳汇项目融资模式

7.3.3 林业碳汇项目融资现状

7.3.4 林业碳汇项目融资前景

7.4 完善中国林业碳汇产业融资环境建议

7.4.1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交易成本

7.4.2 建立林业碳汇市场外部保障制度

7.4.3 规范并培养参与林业碳汇市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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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促进中介市场发展并加强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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