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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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51 号提案的答复

省民革：

《关于加强山海协作健全林业碳汇区域补偿机制的提案》

（20251151 号）由我局会同省财政厅、生态环境厅办理。现将有

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嘱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强山海统筹、强化功能互补，不断推进林业碳汇发展，着力推

动“资源”变“资金”，促进山海协同发展。

一、强化林业碳汇政策引导。一是印发《福建省深化林业碳

汇交易行动方案（试行）》，探索建立区域协作机制，鼓励固碳

量少的经济发达地区与森林固碳量大的地区开展区域协作，加快

探索建立能体现碳汇价值、具有福建山海特色的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促进山海协同发展。二是组织编制《福建碳中和林认定及其

碳汇计量监测方法（试行）》，适用于社会各界为实施碳中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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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林业碳汇活动，包括森林经营、造林、保护和恢复森林植

被等 3 种项目类型，着力建立全省统一的标准和产品。三是印发

实施《福建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统筹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城乡建设领域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

二、探索区域横向补偿机制。一是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围绕“十四五”碳减排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深化碳交易试点

探索。截至2024年底，全省电力、钢铁等9大行业近300家企业

纳入试点，覆盖工业领域碳排放80%以上，累计实现碳排放权交易

约 7500 万吨，成交金额约 19 亿元，助力重点控排企业节能降碳

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二是鼓励林业碳汇创新。为支持碳汇

开发、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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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配额参与交易履约。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完成 FFCER 交易与再交易 430.19 万吨、

6789.36万元，成交量、成交金额均居全国前列。三是探索开展碳

监测试点。根据《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环办监测函〔2021〕

435号)、《深化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环办监测函〔2023〕

293号)等要求，指导福州、厦门、南平等地开展碳监测与碳评估

试点工作，其中，福州和厦门聚焦城市碳监测试点工作，南平聚

焦武夷山区域背景碳监测试点工作。

三、创新市场机制多元发展。一是探索建立碳普惠工作体系。

印发《福建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聚焦绿色办公、低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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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领域统一部署和规范实施全省碳普惠工作，鼓励福州、厦门、

南平等地先行先试。二是印发《福建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

和实施方案》，实现近年在闽举办的世遗会、数字中国峰会、武夷

资管峰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国·海峡

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首届全国林草碳汇高峰论坛、2024 年福州

马拉松等会议（活动）碳中和。三是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近年来，安排资金大力支持国土绿化、海洋生态保

护工作，推动实施植树造林、植被恢复、海洋修复等措施，提高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研究

吸收贵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区域补偿机制顶层设计、

构建区域横向补偿机制、推动市场补偿机制多元化，统筹推动林

业碳汇发展，促进山海协作、绿色转型。一是助力林业碳汇项目

开发。支持地方按照国家、省内方法学和相关标准开发项目，促

进我省林业碳汇生态价值转化。二是拓宽林业碳汇价值转化途径。

按照科学、规范的要求，指导地方在会议碳中和、生态司法、碳

普惠、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方面努力拓宽林业碳汇价值转化途

径，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双赢。三是深化碳普惠试点工作。按照

“先易后难、稳步扩大”的原则，推动各类碳普惠应用场景试点

建设。积极探索以激励公众减排为主的碳普惠市场，建立个人碳

积分账户，扩宽消纳渠道，助力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四是

发展碳汇金融并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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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试点工作，增强企业参与碳市场的意愿，提高林业碳汇的

融资能力。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碳金融市场的监管，确保市

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防范各类风险。五是强化技术交流与合

作。积极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等参与碳市场、产品碳足迹、碳普

惠、碳监测等研究工作，协同推进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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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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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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