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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C02为主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
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科学家和
公众强烈关注的重大问题。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能通过其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并固定CO2森林采伐和破坏又会排
放CO2，和其他温室气体，从而加速气候变化，而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则可达到减排的目的。
以林业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木产品替代化石能源密集型产品（水泥、钢材等），也可在温室
气体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森林又为全球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产品（木材、纤维和非木质林产品）和服务（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削减洪峰、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游憩等），是生态安全的重
要保障。
保护森林资源，增加森林的数量和质量，可降低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增强适应性。
因此，以保护和发展森林为目标的林业活动，可同时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这也是林
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别于其他部门的最显著的特点。
　　胡锦涛主席2007年9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2010年我国森林覆
盖率将提高到20％，并倡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
200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又提出大力增加森林资源，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我国森林
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hm，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m。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包括合理应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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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业碳汇市场的发展，可为我国林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我国林业从业人员无论对CDM造林再造林，还是对林业有关的自愿碳市场和碳标准都还缺乏了
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参与国际林业碳汇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编写本书，系统介绍林业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国际碳市场的发展
，CDM造林再造林项目有关的国际规则、指南、方法学和开发实践，以及与林业自愿碳市场的规则、
标准和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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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年降水量趋势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1956-2000年间，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年降水量平
均增加了60～130mm，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东北北部和内蒙古大部分地区
的年降水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华北、西北东部、东北南部等地区年降水量出现下降趋势，其中
黄河、海河、辽河和淮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在1956～2000年间约减少了50-120mm。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近50年来，全国平均的炎热日数呈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而近20年上升较为明显。
自1950年以来，全国平均霜冻日数减少了10天左右。
中国近50年的寒潮事件频潮数显著下降。
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势严重，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地区洪涝也加重。
与降水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近50年来，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丘陵地区夏季暴雨日数增多较明显，西北地区发生强降水事件的频
率也有所增加。
中国西北东部、华北大部和东北南部干旱面积呈增加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近5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台风降雨量也有所减少
。
另外，中国北方包括沙尘暴在内的沙尘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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