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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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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估算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可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利用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期四川省

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依据不同森林类型的生物量与蓄积量回归方程和支付意愿法，估算了四川省两个时期森林植被的固碳经济

价值。 结果表明，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由 ７０３．１７ 亿元增长到 ８６５．７５ 亿元，净增长 １６２．５８ 亿元，
年均增长 ９．５６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３６％；在两个时期，云冷杉林的固碳经济价值比重最大，分别占总固碳经济价值的 ５４．８２％
和 ４６．６２％，表明云冷杉森林植被类型在全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川省天然林和人工林植被的固碳经

济价值均呈增加趋势，并且人工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年均增长速率（７．４２％）明显高于天然林（１．０３％）；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

济价值总体上随林龄的增加而增加。 研究结果说明，实施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在内的森林保护和经营管理措施对提高森林植

被的固碳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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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作为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每年固定的碳约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二［１］，这表明森林生态系

统在全球碳平衡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２］。 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不仅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与大气间碳交换

的基本参数，也是估算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经济价值的关键因子［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随着《京都议定书》
的出台和签署，森林的固碳价值成为了经济学界、生态学界和会计学界所关注的共同话题［４］。 准确估算森林

的固碳经济价值，可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评价以及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补偿量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目前，我国学者围绕森林植被碳储量及固碳经济价值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显著的成就。 刘国华等［５］ 利

用我国 ４ 次森林资源清查成果数据，估算了我国 ４ 次森林植被的总碳储量分别为 ３．７５、４．１２、４．０６ Ｐｇ Ｃ 和 ４．２０
Ｐｇ Ｃ。 黄从德等［６］、焦燕等［７］、刘兆丹等［８］和樊登星等［９］利用省市级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对四川省、黑龙江

省、湖南省和北京市等区域尺度上的森林植被碳储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四川省、黑龙江省、湖南省和北京

市等省市的森林植被碳储量均呈增加趋势，森林植被均起着碳汇作用。 王兵等［１０］ 利用我国第 ７ 次森林资源

清查数据，对全国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我国森林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１０．０１ 万亿元 ／ ａ，其中

森林植被的固碳释氧经济价值为 １．５６ 万亿元 ／ ａ。 张春华等［１１］、王磊等［１２］和曹扬等［１３］分别估算了山东、江苏

和陕西等省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 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植被类型多样，加之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的

估算方法较多，尚缺乏统一的估算方法，导致估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１３］。
四川省森林资源丰富，是我国三大重点林区之一［１４］。 四川省森林是西南林区的主体，大多分布在长江上

游地区，是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重要天然屏障［６］。 然而，对于该区域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的研究却鲜

有报到。 本文在课题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四川省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期林资源清查数据，结合森林生

物量与蓄积量回归模型和森林固碳经济价值评估方式，估算了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

值，旨在为四川省森林植被生态效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处长江上游，辖区面积 ４８．６ 万 ｋｍ２，居中国第五位。 地理坐标为 ９７°２１′—
１０８°３３′Ｅ，２６°０３′—３４°１９′Ｎ，气候区域差异明显，四川盆地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川西南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川
西北属高原高寒气候区。 四川省位于中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处于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

二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西部为高原山地，东部为盆地丘陵。 全省森林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富集量按川

西高山高原区、盆周山区、川西南山区和盆中丘陵区依次递减。 全省森林以天然林占绝对优势，主要分布在川

西地区，以云杉林、冷杉林及高山栎林为主；人工林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以杉木、马尾松、柏木、柳
杉等为主。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森林资源清查成果。 森林资源清查成果包括不同优

势树种、不同起源和不同龄级乔木林的面积和蓄积。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森林植被碳储量的估算

森林植被碳储量由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枯落物层的碳储量组成，本文森林植被碳储量仅指乔木层碳

储量。 乔木层碳储量为生物量乘以含碳量，乔木层含碳量采用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转换系数 ５０％［１５］。 乔木层

生物量采用课题组［６］基于 １８０ 个实测生物量样地数据建立的四川省 １２ 种主要森林类型的生物量与蓄积量回

归模型（ Ｗ ＝ ａ Ｖｂ ）进行估算，各模型参数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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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Ｗ 为单位面积生物量（Ｍｇ ／ ｈｍ２）；Ｖ 为单位面积蓄积量（ｍ３ ／ ｈｍ２）；ａ、ｂ 为参数。

表 １　 森林乔木层生物量与蓄积量关系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方程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 ｂ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２．５８７８ ０．６２６１ １６ ０．９６３５∗∗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１．２２３７ ０．８５９２ １５ ０．９９０５∗∗

硬阔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０．６５７３ １．０５０２ １１ ０．９８２３∗∗

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８７０７ １．０２３９ １４ ０．９９８６∗∗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１．０５１３ ０．９３７３ ２０ ０．９７７３∗∗

软阔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２．１５２９ ０．６０８５ １４ ０．９５０３∗∗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０．１８０７ １．２７７１ １１ ０．９８４７∗∗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０．７６２９ ０．９５０５ ３９ ０．９８８５∗∗

云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ｅａ ２．１３７ ０．７５３２ ２５ ０．９７９３∗∗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８５６９ ０．８５６４ １６ ０．９８４１∗∗

樟、楠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ａｎｄＰｈｏｅｂｅ １．０７２６ １．０１２８ ２１ ０．９８３５∗∗

其他松类 ＯｔｈｅｒＰｉｎｕｓ ０．５２７２ １．０７９３ １９ ０．９９７８∗∗

　 　 ∗∗Ｐ＜０．０１

２．２．２　 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的估算

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是森林植被碳储量与固碳单价的乘积。 固碳单价采用黄宰胜［１６］以重点能耗工业

企业为问卷对象，通过分段常数指数模型测算得到固碳价格 ４７．３６ 元 ／ ｔ·ＣＯ２，纯碳的价格为 １７４ 元 ／ ｔ·Ｃ。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森林植被类型固碳经济价值动态

由表 ２ 可以看出，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呈增长趋势，由 ７０３．１７ 亿元增长到

８６５．７５ 亿元，净增长 １６２．５８ 亿元，年均增长 ９．５６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３６％。

表 ２　 四川省不同森林植被类型的固碳经济价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１４ 年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 ／

（Ｔｇ Ｃ）

固碳价值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ＣＮ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 ／

（Ｔｇ Ｃ）

固碳价值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ＣＮＹ）

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 — — ６．３２ ０．６８ １．１８
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１２９．３６ １８．２１ ３１．６８ １４５．１４ ３６．２１ ６３．０１
硬阔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１４３．２８ ６４．９９ １１３．０９ １７９．２１ ９３．０８ １６１．９５
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１４．２７ ４．３３ ７．５３ ２４．７４ １１．６９ ２０．３４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７０．７６ １０．９６ １９．０６ ５３．９１ １５．９９ ２７．８２
软阔 Ｓｏｆｔｗｏｏｄ １４３．７５ ２０．５７ ３５．７９ １８９．２５ ３０．３ ５２．７２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３６．９８ ３．０４ ５．２９ ３４．０１ ６．１ １０．６１
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１９．７６ ４．３２ ７．５１ １７．４７ ４．９９ ８．６７
云冷杉 Ａｂ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ｅａ ３１５．５ ２２１．５４ ３８５．４８ ３２９．７２ ２３１．９７ ４０３．６３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９５．４ １３．３９ ２３．３１ ８３．５２ １６．０３ ２７．８９
樟、楠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ａｎｄＰｈｏｅｂｅ １０．４１ ６．３６ １１．０７ ３．８８ ２．０７ ３．６１
其他松类 ＯｔｈｅｒＰｉｎｕｓ ８３．９ ３６．４２ ６３．３７ ９４．６９ ４８．４６ ８４．３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６３．３７ ４０４．１２ ７０３．１７ １１６１．８６ ４９７．５６ ８６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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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７ａ 间，除樟、楠类的固碳经济价值有所减少外，其他森林植被类型的固碳经济价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硬阔和柏木类的增长较多，净增量分别为 ４８．８６ 亿元和 ３１．３３ 亿元，年均增长

分别为 ４．７１ 亿元和 １．８４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５．８２％和 ２．５４％；桉和杨类的固碳经济价值净增较少，分别为 １．
１８ 亿元和 １．１６ 亿元；其他松类、云冷杉、软阔、柳杉、马尾松、杉木和云南松类的固碳经济价值净增量介于 ４．
５９—２０．９５ 亿元之间。

在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各森林类型都以云冷杉类的固碳经济价值最大，分别为 ３８５．４８ 亿元和 ４０３．６３ 亿

元，占四川省森林植被总固碳经济价值的 ５４．８２％和 ４６．６２％。 硬阔类、云南松类、软阔类和柏木类的固碳经济

价值介于 ３０—１７０ 亿元之间，占总固碳经济价值的 ４％—１９％之间。 其他森林类型的固碳经济价值都小于 ３０
亿元，占总固碳经济价值的 ４％以下。 这表明，云冷杉森林植被类型在全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３．２　 不同起源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动态

由表 ３ 可以看出，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天然林植被的碳储量分别占总碳储量的 ９１．１４％和 ９０．
２８％，天然林植被碳储量远大于人工林，这主要与它们所占的面积有关，天然林面积分别占同期森林的 ８１．
７５％和 ７５．８９％。 四川省天然林和人工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均呈增加趋势。 天然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净增

量为 １１６．６６ 亿元，年均增加 ６．８６ 亿元，年均增长率 １．０３％；人工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净增量为 ４６．９２ 亿元，年
均增加 ２．７６ 亿元，年均增长率 ７．４２％。 这表明，四川省人工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增长速率明显高于天然林。

表 ３　 四川省不同起源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清查期 Ｐｅｒｉｏｄ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人工林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 ／

（Ｔｇ Ｃ）

固碳价值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ＣＮ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ｈｍ２）

碳储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 ／

（Ｔｇ Ｃ）

固碳价值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 （１０８ＣＮＹ）

１９９７ ８６９．３４ ３８２．７４ ６６４．９７ １９４．０３ ２１．３８ 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８８１．７６ ４４９．２２ ７８１．６３ ２８０．１ ４８．３４ ８４．１２

３．３　 不同龄组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动态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四川省森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总体上随林龄的增加而增加（近熟林的固碳经济价值

有所下降）。 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各龄组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均呈增加趋势。 其中，过熟林和幼龄林植

被的固碳经济价值净增量较大，分别为 ４７．７８ 亿元和 ４６．６８ 亿元，年均增量分别为 ２．８１ 亿元和 ２．７５ 亿元，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 １．０７％和 ８．９４％；其次是中龄林、成熟林和近熟林，净增量分别为 ３１．９９ 亿元、１９．３５ 亿元和 １６．７９
亿元，年均增量分别为 １．８８ 亿元、１．１４ 亿元和 ０．９９ 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７４％、０．５３％和 １．１５％。 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成熟林固碳经济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幼、中龄林固碳经济价值比例呈增长趋势。 主要原因

是幼、中龄林的碳储量呈增加趋势，由 １９９７ 年占森林植被总碳储量的 １９．７９％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１６％。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动态

本研究表明，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７ ａ 间，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呈增长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

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林业工程（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使得四川省森林面积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０６３．３７ 万 ｈｍ２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６１．８６ 万 ｈｍ２，碳储量由 ４１１．０６ Ｔｇ Ｃ 增长到 ４７９．９２ Ｔｇ Ｃ，近而导致森林植

被固碳经济价值的增长。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８６５．７５ 亿元）远高于同期陕西［１３］（２７８．６３ 亿

元）、山东［１１］（８３．２８ 亿元）和河南［１７］（１９１．６４ 亿元）等省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 这表明四川森林对全国

森林固碳经济价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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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川省不同龄组的森林植被碳储量和固碳经济价值

Ｆｉｇ．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２　 经营管理与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

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是碳储量和单位固碳价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８］，当固碳价格确定时，碳
储量就成为决定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 《京都议定书》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可以通过陆地生态系

统的有效管理来提高固碳潜力［１９］，对森林生态系统加以更好的管理，森林的碳汇作用将更加明显［５］。 这些管

理措施主要包括减少采伐森林和保护好现有森林，增加森林的面积，恢复和重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等［２０］。 本

研究表明，在两次森林资源调查中，云冷杉林的固碳经济价值最大。 其主要原因一是云冷杉林的面积在两次

清查期所占的比重最大，分别为 ２７．７５％和 ２９．６７％；二是云冷杉林主要分布在川西亚高山区域，受人为干扰相

对较小，生物量高；三是该区域是四川省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的重点区域，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这表

明我国正在实施的天然保护工程等森林保护措施在提高和保护我国森林固碳经济价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还表明，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人工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低于天然林，但人工林的固碳经济价

值增长速率（７．４２％）明显高于天然林（１．０３％）。 其主要原因是人工林面积小于天然林，并且人工林普遍存在

树种单一、病虫害频繁发生、结构和功能较差等特点［２１］，导致人工林植被的碳储量较低，进而影响了人工林植

被的固碳经济价值。 而人工林绝大部份处于幼、中龄阶段，其生长速度较快导致其碳储量增速较快，进而使其

固碳经济价值增长较快。 有研究表明，通过提高人工林的经营和管理水平来增强人工林固碳功能是减缓全球

变化的一种可能机制和最有希望的选择［２１］。 方精云等［２２］ 研究指出，中国的森林起着一个 ＣＯ２“汇”的作用，
而且中国森林植被碳蓄积量增加的主要贡献者是人工林。 这表明，加强对四川省现有人工林的经营与管理对

提高四川森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４．３　 不同估算方法对森林固碳经济价值的影响

常见的森林固碳经济价值估算方法主要有人工固定二氧化碳成本法、造林成本法、碳税法、损失估算法以

及支付意愿法等［１６］。 有研究表明，人工固定二氧化碳成本法、造林成本法、碳税法以及损失估算法都是用成

本去度量森林的固碳价值，从性质上其并不符合价值的内涵，支付意愿法的设计原理更加契合了市场经济的

价格形成和运行机制［４］。 本研究采用支付意愿法估算了四川省森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表 ２），若采用单价

价位 ３０５ 元 ／ ｔ Ｃ 的造林成本法［２３］来估算，得到四川省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森林植被固碳经济价值为 １２３２．５６
亿元和 １５１７．５５ 亿元，分别比利用支付意愿法估算的结果增加了 ５２９．３９ 亿元和 ６５１．８０ 亿元。 杨美丽等［２４］、张
鑫等［２５］和黄方［２６］均采用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两种方法估算了森林植被的固碳经济价值，估算得出的森林固

碳经济价值相差较大。 这说明，采用不同方法估算得出的森林固碳经济价值相差较大，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固碳价格是评价森林固碳经济价值的主要参数，由于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的差

异，固碳价格也有所不同［１８］。 如 Ｒｏｈ 等［２７］ 研究得出了韩国企业愿意支付的国内和国外森林固碳价格为 ２０
美元 ／ ｔ·Ｃ 和 ２８．５ 美元 ／ ｔ·Ｃ，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２８］等估算了南卡罗莱纳州、迈阿密和威斯康星州林业固碳的价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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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０ 美元 ／ ｔ·Ｃ、２３０ 美元 ／ ｔ·Ｃ 和 １７０ 美元 ／ ｔ·Ｃ，Ｓｅｄｊｏ［２９］首次利用土地机会成本估算了全球的固碳平均减

排成本为 ３．５－７ 美元 ／ ｔ·Ｃ。 固碳价格的不同，从而导致估算得出的固碳价值有所差异。
在各种森林固碳经济价值估算方法中，造林成本法方法简明，但生物资产成本的影响因素较多（如立地

条件、经营方式和相关政策等），有些因素甚至无法量化，可能会导致较大的误差［３０⁃３１］；人工固定二氧化碳成

本法只考虑了有形成本和收益，而无形成本和收益这部分难以量化［３０］；碳税法所确定的固碳价值较稳定，但
由于各国碳税率的不同，不利于横向比较［１６］；支付意愿法的设计原理契合了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和运行机

制，然而，对支付意愿的调查一般只能选择抽样调查的方式，而不可能选择普查的方式，调查结果可能会面临

由于抽样不合理而导致失真的风险［４］。 因此，在估算森林固碳经济价值时，要考虑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估

算方法，否则只会增加固碳经济价值估算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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