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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全新形态，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农业兼具碳排放源与碳汇库的双

重属性，所以构建农业碳汇价值实现机制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对如何借助

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重大。借助“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转化机制，农业碳汇

资源、资产、资本与资金共同构成动态且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通过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运作，方能实现农业碳汇价值。

但目前面临着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技术支持乏力以及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等系统性障碍。基于此，应构建以科技赋能

为核心的价值实现路径，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夯实技术支持以及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农业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协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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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Carbon Sink Valu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WANG Yi-lin , ZHANG Li-li*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As a brand new form of productivity, the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s agriculture is both a sour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a carbon sink, building a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sin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is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how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sinks by mea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ources-assets-capital-funds′, the resources, assets, capital and fund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sinks constitute a
dynam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and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carbon sinks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each element. However, there are systemic barriers such as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mecha⁃
nisms, lack of technical support and inadequate market trad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a value realization path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t its core, and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agro-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im⁃
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onsolidating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perfecting the rules of market transac⁃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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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碳汇既有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又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及农户增收。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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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碳汇在我国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的实

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1]。近年来，我

国农业碳汇能力显著增强，农业碳汇项目在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碳市场机制构建等领域取得

关键突破。然而，我国农业碳汇仍面临农业固碳

增汇与价值实现路径等现实挑战。为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新

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秉持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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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凭借关键性或颠覆性技术突破传统的经

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从而实现生产效

率的提升，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

点 [2]。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探寻农业碳汇价值实

现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对挖掘

农业碳汇的碳减排潜力、提高固碳水平以及实

现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对农业碳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碳汇

潜力 [3]、碳汇计量分析 [4]、碳汇能力提升 [5]、碳汇交

易与政策保障机制 [6]等方面。而在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框架下，探讨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

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出发，深入阐释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与

作用机制，剖析制约因素，并提出新质生产力视

角下促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针对性优化路径，

以期为我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提

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1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碳汇价值

实现的理论逻辑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共同富裕目标的

双重驱动下，农业碳汇价值实现已成为破解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路径。新质生产力通

过技术创新与制度重构，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三

重维度形成系统性赋能机制，共同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与生态共同富裕。

1.1 生态价值逻辑

从生态经济学视角审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生态环境的优劣将

直接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二者构成“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动态平衡关系 [7]。农业碳汇

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联合

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

农业生态系统可实现对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80%的碳抵消 [8]。农业碳汇通过实施精准农业投

入模式、农业废弃物处理和利用模式等，发展有

机农业生产，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并增强其固碳

能力，进而降低土壤污染风险 [9]。同时，农业碳汇

通过科学优化农业管理措施并减少化肥和农药的

使用量，有效控制农业面源对水源的污染 [10]。因

此，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关键

要素。其一，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推

动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新兴产业发展。

以精准农业技术体系为例，通过实时监测土壤肥

力、作物生长动态等多维度数据，可实现养分精准

运筹与灌溉智能调控，在减少农药过度使用的同

时，显著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量，为

农村生态系统减负提供技术支撑。其二，新质生产

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转型升级，为新型技

术的规模化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11]。

1.2 经济价值逻辑

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农业发展长期面临

资源配置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强调农业资

源的生态价值而忽视其经济价值，导致农业发展

长期依赖农业自然资源的高强度消耗。环境经济

学外部性理论揭示，农业碳汇具有典型的正外部

性特征，其固碳能力所产生的农业生态效益无法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完全补偿，这种价值偏离现象

导致农业生产长期依赖于资源消耗，从而陷入

“公地悲剧”的发展困境 [12]。当农业碳汇被赋予商

品属性后可通过进入碳市场流通以实现其经济价

值。农户与涉农企业通过参与农业碳汇交易，将

农业生产与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汇增量转化为

经济利益。这不仅能够增加收入，还为农业碳汇

的可持续生产与供给提供了经济激励 [13]。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及生产力

发展路径的制约。其一，凭借新兴技术对农业碳

汇资源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开发与利用，深入

挖掘农业碳汇的潜在价值 [14]。如通过分子育种技

术培育具有高固碳能力的作物新品种，提升碳汇

容量；借助物联网监测技术构建农业碳汇动态评

估模型，为碳汇交易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其

二，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农业碳汇生产工具的智能

化升级，开发多元化的碳汇衍生产品。这种创新

不仅能够延伸农业碳汇的经济价值链条，还实现

了农业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系统性转化 [15]。

1.3 社会价值逻辑

在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我国呈现出显著的

农业碳汇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失衡特

征。2023年《自然资源公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

占国土总面积的 90%以上，承载着全国 73.6%的

碳汇资源储量，但经济发展水平却显著落后于城

镇地区 [16]。生态共同富裕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

供了思路。该理论主张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市场

交易的双轨机制，实现生态财富由发达地区向欠

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 [17]。基于该理论指导，通过

搭建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与资源匮乏的城镇地区

间的供需对接平台，可有效促进生态财富在城乡

间的合理流转，从而构建区域均衡发展的新格

局。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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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为实现农业碳汇价值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

了关键技术支持。其一，依托物联网监测体系和

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覆盖城乡的农业碳汇储量

动态监测网络与碳排放需求预测模型，实现资源精

准化合理配置。其二，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跨区域

农业碳汇交易平台，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促进农业

碳汇在不同区域间的匹配与高效流转，从而缩小城

乡间经济与资源差距，实现城乡合作共赢。

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碳汇价值

实现的作用机制

作为碳汇的主要来源，农业生态系统中自然

资源的经济转化对促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这一转化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作

用机制才能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农业生态产

品。因此，系统解析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作用机

制，能够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提供实践路径。

2.1 农业碳汇资源资产化

农业碳汇资源资产化作为农业碳汇价值实现

的基础环节，是将农业自然资源转化为可交易资

产的关键过程。鉴于农业碳汇资源具有稀缺性与

难量化的特征，实现资产化需满足三项核心条

件：一是农业碳汇资源应具备可开发性。通过政

府主导与市场化资本运作相结合，推动农业生态

系统修复与碳汇能力提升。二是农业碳汇须具备

可监测评估性。通过对农业碳源的基础数据进行

全面调查和持续监测，并明晰区域内基础农业碳

汇的分布、数量规模与质量。在此基础上，采用

标准化的碳汇计量方法学对碳汇增量进行动态评

估，确保碳汇资源价值的科学量化。只有经过严

格的监测、评估与核算流程后，才能将其转化为

可交易的产品。三是农业产权权属明晰且具备可

交易性、权利主体明确。确保权利主体能够依法

进行农业碳汇资源交易，从而实现碳汇资源的优

化配置与高效流转 [18]。

2.2 农业碳汇资产资本化

农业碳汇资产资本化是将农业碳汇资产转化

为资本形态的经济过程，其本质在于通过碳市场

交易实现价值增值。农业碳汇资产在进入碳市场

流通前，需完成核证备案程序并获得产品属性认

定，从而通过碳市场交易实现货币价值。从实施

主体维度考察，资本化路径主要涵盖政府和市场

两个层面 [19]，前者表现为通过财政拨款、税收返还

等政策工具构建经济补偿机制，对农业碳汇供给

主体予以生态价值补偿。后者则包括强制碳市场

与自愿碳市场两种模式，强制碳市场主要采取碳

排放配额交易机制，通过设定区域碳排放总量目

标，对企业碳排放行为进行量化管理。当企业实

际排放量超过配额时，需通过市场采购额外配

额；拥有剩余配额的企业则可通过出售剩余配额

获取收益。自愿碳市场为资本运作提供了多元化

路径选择。例如市场主体基于社会责任履行或环

保形象塑造等动机，自愿购买农业碳汇产品，用

于抵消自身碳排放或提升社会形象。

2.3 农业碳汇产品价值化

农业碳汇产品价值化是资本形态向货币资金

转化的关键环节。当农业碳汇资产通过核证获得

产品属性后，即完成从资产到资本的本质转变，

使其兼具经济价值与市场流通属性。在此基础

上，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农业碳汇资产进一步转化

为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支付给农业碳汇产品供

给主体，作为其在农业碳汇产品转化过程中所投

入的成本补偿与价值回报，从而有效激励供给主

体持续投入农业资源并优化产品生产。

总之，在农业碳汇从资源向资产、资本直至资

金的转化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通过精准监测、科

学核算等技术与管理手段，推动农业自然资源逐

步转化为兼具经济价值与生态效益的现实资产。

这种转化过程呈现显著的闭环反馈特征，并形成

双向赋能效应：一方面，农业碳汇价值实现机制

能够反哺生态系统修复，提升土壤固碳能力、优

化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又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资源保障与技术应用场景。

这种双向赋能机制，既符合生态经济学的“价值

增值理论”，又契合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创新”内

核，最终达成农业生态保护与城乡共同富裕的双

重目标。

3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碳汇价值

实现的制约因素

3.1 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

新质生产力助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需要配套

的制度设计，但当前我国农业碳汇体制机制存在

诸多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从立法体系层面分析，现有农业碳汇交易法

律规范呈现明显的位阶缺陷与体系性不足，尚未

形成碳汇市场交易法律体系。当前规范体系仅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本规范，辅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单列规范。其中，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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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确立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制度框架，单列规

范分别对碳排放交易及相关活动以及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与核查等具体活动及监督管理作出细化规

定。但整体而言，该法律体系存在两方面结构性困

境：其一，法律位阶偏低，尚未形成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专项法律；其二，规范内容存在制度供给

缺口，农业碳汇交易的特殊性规则尚未系统构建。

从立法内容层面分析，存在三方面制度性缺

陷：一是农业数字化领域存在显著的立法滞后。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技术已成为提升农业

生产力与碳减排效能的双重驱动因素，精准农业

技术、智能监测设备等新型生产工具的应用亟须

法律规制。然而我国现行《农业法》《乡村振兴促

进法》等基础性法律中未涵盖数字化技术应用规

范，仅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性文件

中作出原则性要求。对比而言，美国《农场数据

隐私与安全原则》明确规定农业数据使用需获得

书面授权，并禁止用于非农业用途；澳大利亚《农

业数字基础战略》则要求农业数字平台开放标准

化接口，使跨平台数据流转效率提升 60%[20]。二

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尚未明确农业碳汇产权的独

立法律属性，权属界定模糊，资产确权登记制度

亦不完善。这在农业碳汇的供给内容确定、交易

主体认定、交易方式规范等方面引发诸多问题，

制约农业碳汇资源向资产转化。三是相关激励机

制尚不完备。现行立法中关于农业碳汇的激励条

款多为原则性规定，如《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

方案》中仅强调“强化政策激励”，但缺乏具体实

施细则。从激励手段来看，主要借助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农户及涉农企业参与项目开

发，但由于缺乏权利义务的明确界定，导致激励

措施的实施效果受到显著制约。

3.2 技术支持乏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

济发展，而农业碳汇价值实现亟需突破性的技术

支撑。一方面，农业碳汇项目的开发不仅需要投

入巨额资金，还要耗费大量时间。从技术维度分

析，农业碳汇项目开发涉及复杂的碳汇开发方法

学体系及技术。然而农业科学院的实证研究表

明，我国 90%的农户缺乏碳汇开发的相关知识储

备，75%的涉农企业未建立专业化技术团队 [21]。

这种技术能力差距使得传统主体难以有效实施农

业碳汇项目开发。从经济维度考察，采用专业的

碳汇开发方法学及技术必然伴随着高额成本，而

传统供给主体难以承担巨大的资金投入，从而削

弱其在碳汇交易市场中的竞争力，对农业碳汇资

源向资产的有效转化形成阻碍。另一方面，农业

碳汇的科学核算、精准评估以及实时监测难。在

制度层面，我国尚未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协同核算的评价体

系，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CCER）机制尚未将农业

碳汇纳入核算范畴。在实践层面，相较于国际碳

汇相关方法学，我国已确认的农业碳汇方法学仅

有 7种，与国际主流方法学（VCS涵盖 16类生态系

统、49项方法学）相比存在明显缺口 [22]。监测参数

方面，我国监测周期以年为单位更新，而欧盟要

求以季度为单位更新，导致核算精度存在差距 [23]。

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碳增量的精准计量，也制约了

农业碳汇资产的市场化运作，阻滞农业碳汇资产

向碳汇资本的转化。

3.3 碳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

我国农业碳汇交易机制目前存在系统性缺

陷，导致交易活动易受自然条件波动、政策环境

变化及经济周期影响。其一，定价机制尚未健

全，现有核算标准未能充分反映农业碳汇项目的

边际成本与生态溢价；其二，碳交易流程极具复

杂性，涵盖确权、核算、结算等多个关键环节，由

此产生的时间成本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可能会

出现交易主体为达成交易而压低价格的情况，由

此所增加的交易成本往往会转嫁给供给主体。相

较而言，澳大利亚 2011年通过《碳信用额 (碳汇农

业方案)法案》，采取政府强制监管和市场灵活调

节的协同治理模式，持续为农业碳汇产品碳市场

交易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援助，充分发挥市场调

节机制在资源配置、价格调控等方面的作用，推

动农业碳汇产品在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中发

展 [24]。

此外，农业碳汇产品的金融支持体系存在明

显短板。如农业碳汇基金、碳汇债券、碳汇保险

及农产品碳标签等金融及衍生工具，不仅是农业

碳汇资产转化为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碳汇

资金的重要来源。然而，我国当前农业碳汇价值

实现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碳汇资源产品开发程

度较低。同时，由于农业碳汇项目开发呈现投资

周期长、资金需求大、风险水平高等特征，而现有

的金融工具缺乏风险缓释机制。在此情形下，金

融机构对于支持农业碳汇开发与交易的积极性较

低，这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碳汇金融产品向价值化

的转变。相较而言，美国《农业信贷法》规定农业

碳汇项目可享受 30%的利息补贴，并允许碳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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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权质押融资，这使得农业碳汇债券发行量从

2018年的 28亿美元激增至 2023年的 150亿美元；

澳大利亚开发的“碳汇期货+期权”组合产品，为

农户提供价格风险管理工具，显著降低了项目收

益波动率 [25]。

4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碳汇价值

实现的路径优化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发展带来的新技术与新

方法为农业碳汇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推动作

用，为前文所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4.1 完善顶层设计，健全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赋能需构

建系统性的体制机制保障制度。建议采用专门立

法与地方立法的协同立法模式。在专门立法层

面，制定专项法律法规以及农业碳汇交易管理条

例。重点规范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农业碳汇属

性界定。明确农业碳汇的法律属性与涵盖范围，

建立动态调整的农业碳汇种类清单管理制度；第

二，农业碳汇产权权属。科学划定农业生态保护

区的边界，清晰呈现产权权属情况及其关联信

息，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确权登记。借鉴澳大利亚

《减排基金计划》的产权管理简化机制，建立小规

模碳汇项目产权聚合交易制度 [26]；第三，农业碳汇

开发行为规制。制定农业碳汇开发技术标准，建

立土地利用方式变更的碳汇增益评估制度；第

四，设置农业碳汇标准化责任条款，明确双方权

利和义务，涵盖交付标准、付款机制及违约责任

等基本条款，如碳汇量误差率小于 5%、对虚假核

证行为实施交易额的 3倍处罚；第五，农户参与激

励制度。农户作为农业碳汇价值实现的最终受益

者之一，可参照英国低碳农业激励制度，为农户

提供碳汇项目开发培训与指导、资金补贴等服

务，构建“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的多元

激励政策体系，并设立农业碳汇交易中介机构，

为农户提供项目开发培训，提高农户参与度 [27]。

在地方立法层面中，各地根据地区的实际状

况对上位法进行细化或补充，并且制定碳市场交

易规范性法律文件，为本地农业碳汇资源的开发

与市场交易活动提供实际需求指引。

4.2 促进科技创新，夯实技术支持

促进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碳汇价值实现，需要

政府、农户、涉农企业等多方协同努力，既要优化

农业碳汇开发方法体系，也要建立可持续的碳汇

价值核算、监测与评估机制。

在方法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针对现有开发

方法学覆盖不足的问题，加速开发覆盖更多农业

碳汇类型的细分方法学，例如果园、茶园等特色

农业的碳汇计量标准，形成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体

系。二是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的研发投入机制。

政府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重点攻关农业碳汇

形成机理与增汇技术；市场主体则应加快智能农

机装备、精准农业系统等新型生产工具的研发应

用，构建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

引入新技术与新方法时，相关主体务必紧密结合

碳交易市场的实际情况，确保交易路径的可行性

与可持续性。

农业碳汇价值核算、监测与评估机制是实现

碳市场交易的核心技术支撑。基于新质生产力赋

能，一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实现全流程价

值核算、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估；二是利用卫星遥

感技术实时监测农田植被的生长状况，结合区块

链技术确保数据真实性，为农业碳汇价值核算评

估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例如，加拿大通过建立

农田碳汇动态监测网络，通过物联网传感器与卫

星遥感技术实现土壤碳储量毫米级测算。在制度

创新层面，建立 GEP与 GDP协同核算的考核机

制。将单位面积 GEP增长率、碳汇增量等指标纳

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

效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农业碳汇核算、监测与评估

的投入，对实现农业生态保护与生态共同富裕具

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28]。

4.3 完善市场交易，拓宽转化渠道

为了推进我国农业碳汇资产资本化，亟需进

一步完善碳市场交易规则并拓宽碳汇产品转化渠

道。一是借助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农业

碳汇开发成本溯源系统，核算开发成本。二是建

立动态定价模型，综合考虑碳交易市场供需关

系、农业碳汇成本效益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形成政府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定价机制。三

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国家、省、市三级联动

的统一碳市场交易数字化平台，应用区块链存证

技术记录每笔交易的全流程数据，形成完整的交

易审计链条。对此，可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U-ETS）的经验，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碳配额全

生命周期追踪系统，实现碳汇跨境交易数据实时

上链存证 [29]。

在金融支持体系创新方面，需构建“理论研

究、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的创新体系。在理论层

面，应重点突破农业碳汇物权属性界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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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设计等基础性理论研究。在实践层面，一是

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驱动体制，通过设

立农业碳汇金融风险补偿基金，激励商业银行与

保险机构联合开发农业碳汇期货保险、碳汇质押

融资等创新产品。二是搭建区块链赋能的农业碳

汇资产证券化平台，集成碳汇开发、核算、备案、

交易等全流程管理功能，为农业碳汇实现“资源-
资产-资本-资金”的闭环转化提供全方位保障。

5 结 语

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性与高效能的独特生产

力形态，其应用范畴不局限于新兴领域，农业碳

汇的价值实现是彰显新质生产力效能的关键领域

之一。在借助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碳汇价值实现

进程中，需对现有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使其尽快

适配新技术、新方法，同时关注体制机制的调整

对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

质生产力充分释放，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

而实现生态共富提供绿色动力。但实践中仍存在

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技术支持乏力、市场交易

机制不健全等制约因素，需要通过健全体制机

制、促进科技创新、完善交易规则、拓宽转化渠道

等途径解决，从而为我国农业碳汇价值的实现拓

展新路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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