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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碳汇新实践 助力双碳大目标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立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

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针对破坏林木资源案件，在办

案中创新引入“碳汇”修复理念，探索认购碳汇方式补偿生态损失，

办理首例通过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认购碳汇的司法实践案例，

为助力“双碳”目标提供上海样本和检察智慧。

一、背景缘由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面对

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革命，青浦区检察院聚焦中心大局，更新

司法理念，积极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开展助力“双碳”

目标的有益实践。

2022 年 3 月，青浦区检察院接“益心为公”志愿者举报线索，

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改造位于青浦区香花桥街道的厂区，擅

自砍伐厂区内树木 201 棵，破坏绿化面积 4.56 亩，损害生态环境和

社会公共利益。办理该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

颁布《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肯定了当事人可以以认购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同时，上海市检察院、青浦区委也相继出台关于助力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等相关方案。

林木、草地等生态系统在保水、固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其中固碳减排是主要功能，而本案肆意砍伐行为，降低了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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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也就是降低了碳汇能力，针对此类案

件引导违法主体认购林业碳汇，既能实现主要生态功能“真修复”

的效果，又能避免赔偿金的“沉睡”和生态功能损失的“欠账”，更

让“绿水青山”通过碳汇交易变成“金山银山”。理念一新天地宽。

于是，青浦区检察院在办案中率先破局，首次引入碳汇补偿理念，

将碳汇计量引入生态功能损失评估，将固碳部分生态价值用于碳汇

认购。

二、基本做法

（一）“公地困境”的破局

本案案发后，因涉案树木不属于林业部门登记造册的林木、土

地性质为建设用地等原因，对侵权人的刑事、行政追责均存在难题。

为避免“企业违法，政府买单”的困境，青浦区检察院及时接题，

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并坚持生态修复优先，引导和促成责任

主体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体现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受理后，

青浦区检察院开展大量精细化调查核实工作。通过案发地走访、询

问负责人了解砍伐树木原因、动机；通过现场勘验、激光仪测距，

查实被砍伐树木共计 201 棵，最大直径可达 60cm；通过委托青浦区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比对，确认被砍伐树木品种。经无人机航拍测绘，

破坏绿化面积达 3000 余平。

（二）“从 0 到 1”的创新

办案中，青浦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见证，联合青浦区生态

环境局、区绿化市容局等部门，在 3∙12 植树节之际实地督促涉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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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原址补植树木及草坪，修复绿化面积 6880 余平。但因新种树木

要生长数十年才能恢复此前生态系统功能，为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青浦区检察院创新引入碳汇修复理念，以认购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生

态损害赔偿责任，并探索将碳汇计量引入生态功能损失评估，将固

碳部分生态价值用于碳汇认购，引导和规范责任主体购买林业碳汇

产品折抵赔偿树木固碳功能损失，促进树木生态价值与产品价值的

有效转化。

（三）“零碳司法”的试验田

在个案办理基础上，青浦区检察院聘请碳市场领域专家为“益

心为公”检察志愿者，加强碳汇司法领域智慧借助。邀请专家学者

召开“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益诉讼认购碳汇损害赔偿制度

的构建”理论研讨会，借智借力共研治理路径；深化跨域低碳协作，

联合嘉善、吴江检察机关及生态环境部门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共建长三角首个联合生态修复基地暨“最江南”

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并设碳汇造林、绿化养护、水下森林等五

个功能片区，推动构建生态保护多元化修复体系。目前已就 3 起案

件督促责任主体碳汇造林 100 余棵，增殖放流鱼苗 200 余万尾，通

过降碳、减污、扩绿的公益诉讼实践，倾力守护地球“绿肺”。

三、主要成效

该案系全市首次探索碳汇认购的公益诉讼案例，也是全国统一

碳排放交易市场确认的首例碳汇认购司法实践案例。

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是一种全新尝试和探索，当前，碳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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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无专门标准、碳交易体系尚不完善，相关交易规则尚在构建当中，

青浦区检察院在上海市检察院指导下，明确高标准、规范化路径。

一是科学评估标准。综合运用检测鉴定、专家意见，评估生态功能

损害，核算碳汇价值量，探索碳汇评估与生态损害评估的双向衔接。

经鉴定，涉案固碳功能价值为 1.12 万元，为碳汇认购提供科学支撑。

二是引入社会参与。组织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和专业人士

参与公开听证，广纳民智，广听民意。经听证，确定固碳功能损失

以认购碳汇产品方式予以补偿。三是规范认购程序。《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通过全国排放权交易系

统进行。当前，司法实践已出现多起认购林业碳汇案例，但存在交

易机构非统一、公开市场，所购碳汇未经核证，交易完成后有再次

对外转让变现风险等问题。青浦区检察院全程跟进，引导涉案公司

向承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申请认购，以市场

化方式将替代修复工作交由固碳减排主体来完成。

本案的办理得到了生态环境部、碳管理行业领域的权威认可，

获选“2022 年度检察公益诉讼十大精品案例”优秀案例、2022 年度

上海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上海人大论坛》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 50 余家媒体专访报道，全国多

地检察机关咨询经验做法，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四、推广价值

青浦区检察院办理首例通过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认购碳汇

补偿生态损失公益诉讼案，是环境司法与生态修复的创新融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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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双碳”目标的有益实践。同时，检察机关以个案为切入点，

探索完善碳汇损失评估机制，为完善制度标准提供基层样本；利用

“益心为公”检察协作载体，发挥双碳领域智慧借助；设立长三角

跨省际联合生态修复基地，打造“两山”实践创新新标杆和“零碳

司法”的试验田，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司法助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