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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的科研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全球气候变化与林业问题。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密切关注国际气候变化涉林议题谈判进程，在森林碳汇交易机制构建、碳汇
管理策略、碳汇认证及法律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就应对气候变化的第四方案、实施森林碳汇的
潜力评估、区域生态环境的定量评价提供了实证研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问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
视角和政策建议。

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问题。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以美国休耕保护项目、越南国家森林公园项目为对象，详尽研究了美国休耕
保护项目的分布区域和类型及其对生态环境影响，应用CVM评估法核算了越南巴为森林公园的非使用
价值。
研究分析了野生动物资源最优管理动态经济模型及复杂生态系统网络，还就中国广东、江苏、吉林等
区域的防护林建设、生态补偿模式及生态安全评估进行了针对性研究。

集体林权后续改革问题。
作为反映中国林业产权变迁的重要事件，集体林权改革及其后续问题研究是本次论坛的又一重要议题
。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以浙江、福建、江西等多个省区及其县市为对象，研究了林权抵押信贷、农
户社会政治资本变动、劳动力转移、林权流转及林权交易中心建设等问题，并就森林资源产权市场发
展的制约及平原地区林权流转问题及对策提供了合理建议。

林业产业发展问题。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高度关注中国林业产业的发展，从林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层次分析了
林业产业发展状况及问题，研究涉及集体林区油茶产业、旅游产业、家具产业、造纸产业等方面，并
就林业产业发展中的林纸一体化共生模式问题、林业供应链管理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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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全球气候变化与林业
　国际气候变化涉林议题谈判进展及我国对案建议
　森林碳汇交易机制构建的思考：基于浙江省的调查
　民众对全球暖化认知态度与植林减碳意愿之研究
　台湾林业碳汇管理策略分析
　固碳木的开发应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第四方案
　森林碳汇经济与政策分析
　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潜力评估
　中国林业碳汇认证建设的几个问题
　区域生态环境定量评价初探——以浙江省遂昌县为例
　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初探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研究态势分析
专题二 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美国休耕保护项目问题研究
　越南巴为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非使用价值评估——基于二分式与支付卡引导技术的比较
　野生动物资源最优管理的动态经济模型及实证研究
　复杂生态系统网络：生态与社会经济过程集成研究的新视角
　低碳经济下我国林业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分析
　广东省沿海防护林建设工程综合效益计量研究
　基于生态税的市场竞争均衡分析
　江苏省平原林业建设及其生态补偿模式研究
　莲华池地区生态教育、萤火虫季活动及湿地与溪流保育对森林小区之影响
　林种选择对林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基于对河北省林农实地调研的实证分析”
　伊春国有林区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专题三 集体林权后续改革
　农户林权抵押信贷需求分析：以浙江遂昌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造林农户的社会政治资本分析——基于福建的调查?
　集体林改后林农经营意愿调查分析——以玉龙县为例
　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探讨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问林地流转——基于浙江省l23个农户调查研究
　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林农合作社作用的调查与分析——以浙江省龙泉市为例
　林农林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启示——以景谷县197户林农为例
　林权抵押贷款成本限额分析
　⋯⋯
专题八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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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4.1 增强林业研发能力，提供碳汇必要数据检视台湾过去与碳汇的相关研究，缺乏林
木基础数据，如生长、材积与生物量估算等，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能量，方能提供较为可靠的基础数
据。
另外，在不同碳汇目标的可行性、技术、成本效益评估与政策研究等方面，亦欠缺有系统的研究，且
目标间横向比较的研究更少，例如研拟与比较不同林业碳汇减碳策略、评估林业碳汇减碳政策执行成
效等，导致决策者缺乏确实的数据与评估结果做为参考。
因此，在碳管理体系中，研发能力应加强，透过研究成果以确保碳汇管理的成功。
3.4.2 建立国家碳量估算基线与动态监测体系在IPCC的架构下，每个国家均应针对该国的各部门进行调
查，做成国家清册报告与监测体系。
透过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台湾森林资源调查，将可建立森林碳量估算的方式及其基线数据，同时也
可完成日后定期的监测方法，题供森林资源状态的动态变化信息，在此过程中透过碳管理信息系统来
整合所有相关信息，提供国家清册所需数据。
3.4.3 发展具公信力之植林验证机制目前林业碳汇在国际推动上遇到最大的问题为碳量的计算过程较为
繁复且有其技术上的瓶颈，例如缺乏林木生长数据，或因地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在整个碳量的计算上.
需要有较严谨的验证及查核机制。
所以未来台湾若推行植林碳汇时，应引进国际验证规范，建立台湾可行的植林验证程序及审议标准，
做为推行植林碳汇的检核标准。
同时也要积极辅导有兴趣参与碳汇植林计划的企业，让其了解碳汇计量的方法及其验证的程序与标准
，让所有的工作都能符合未来碳交易机制的要求。
3.4.4 积极协调林业相关单位整合，推动碳汇交易管理机制林业碳汇的效益要能落实，唯有仰赖立法，
这样林业碳汇才能透过计量与验证程序，真正在碳交易市场上销售，如此方能打通林业碳汇的产业结
构。
因此，未来将积极协调与林业碳汇的其他相关单位，例如与碳替代中生物质燃料相关的能源局及建筑
材料相关的营建署，建立共识，共同推动碳汇交易管理机制，让林业碳汇能真正落实。
3.4.5 建立碳汇成本效益评估机制，追踪推动成效推动林业碳汇的策略有相当多不同方式，也有不同的
成本与效益，对于某些策略，并不能完全从有形成本的角度来评断其效益。
例如造林虽然相对于其他策略，其成本确实偏高，但造林所带来的效益并非仅有碳汇的效益，还包括
生物多样性、景观及小区林业的效益，应该建立适当的碳汇成本效益评估机制，来掌握不同碳汇策略
的差异。
同时林业碳汇是一种长期性的减碳方式，所以应该针对任何推动的林业碳汇策略，发展有效的成效追
踪方法，以长期追踪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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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和谐与林业发展》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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