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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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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碳交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

用。现阶段，我国农业碳交易试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如何实现农民广泛参与和有效增收仍是当前亟需解决

的关键问题。为协同推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对农业碳交易典型试点状况和农业碳交易流程进行

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并从农民参与需求和收益潜力 2个维度划分农

业碳交易项目类型，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业碳交易项目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农

民增收的效益来源包含管理机构的转移支付、农民的要素供给、中介机构的组织与指导以及消费者的产品购买。

因此，需完善农业碳交易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农业碳交易支撑能力建设、激发农业碳交易社会服务活力、发挥农

民增收利益共享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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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相继强调，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实施农民

增收促进行动”。这些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农民增

收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又是“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1］。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呈稳步增加的态势，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但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

渐减弱，迫切需要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2］。在“双碳”

战略背景下，农业碳交易是协同推动减排固碳与农

民增收的新模式，但在现实中却存在规模不足与收

益不高的问题。一方面，农民个体普遍缺乏参与碳

交易的能力与意愿［3］，细碎化的土地利用模式与不完

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参与碳交易的

成本，致使很多农民无法参与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和碳汇建设项目中；另一方面，小农户定价和议价地

位低，农业碳交易的风险控制、利益分配等制度供给

规范性欠缺，农业碳交易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有限。

因此，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如何促进减

排固碳行为经济价值的实现与合理分配，带动农民

广泛参与和有效增收，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

农业是碳排放源，也是重要的碳汇系统，减排固

碳潜力巨大，是契合碳交易市场的目标部门［4］。农业

碳交易主要是通过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市场进行的，符合

条件的农业碳信用额可按照一定的比例用于抵扣部

分碳排放配额的清缴［5］。而农业碳信用额的形成是

通过项目实施以产生碳排放或碳封存相对于其基线

情景的差额并认证后得到的［6］，一部分形成于稻田灌

溉管理、化肥减量替代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另

一部分形成于造林固碳、茶园生态管理、农田有机质

提升等碳汇建设项目。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支

持农田土壤管理和畜牧业养殖等申请为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目；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研发应用减

碳增汇型农业技术，探索建立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因而将农业纳入到全国碳交易市场体系已是大

势所趋。但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分散化经营方式

下，发展农业碳交易仍需克服小农户在资金、技术、

规模方面的缺陷［7］，广泛带动当地小农户衔接低碳农

业，将减排固碳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为农业增效与农

民增收拓展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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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和实践验证了农业碳交易是“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能够在农村地区

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特别是在经济效

益方面，农业碳交易能够直接提高项目参与农民的

收入水平［8-9］，以我国四川省 5 225 个建档立卡户为

例，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可使建档立卡户的家庭年人

均纯收入提高 2 869元［10］；美国农业科技公司 Indigo 
Agriculture 所协助生产的碳信用额单价最低为

144.36 元/t，农民从中可获得至少 75% 的碳信用额

销售收入［11］。但是，我国农业碳交易仍处于零星试

点状态，难以满足碳交易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实现共

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其根源是缺乏降低农民参与农

业碳交易成本并实现持续增收的有效路径，而已有

研究对此鲜有关注。基于此，本文在介绍农业碳交

易典型试点状况的基础上，总结梳理出一个内容完

善、互动有机的农业碳交易流程，并系统性地阐释农

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即农民增收的

效益来源。最后，通过项目类型划分深入剖析当前

农业碳交易增收效益发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据此

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带动农民广泛参与和有效增

收提供对策参考。

1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现状

分析

1.1　农业碳交易典型试点状况

近年来，我国农业碳交易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农民通过实施林地增汇、茶园增汇与减排、湿地

增汇、竹林增汇等项目，均已取得切实收益回报。空

间上，农业碳交易试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或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地区；时间上，试点项目逐年增

加，预计将进入快速扩张的阶段；类型上，由早期单

一的林业增汇拓展至种植业和畜牧业减排固碳等多

样化项目（表1）。

根据表 1可以推断，我国农业碳交易试点工作的

开展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具体而言：

一是碳信用额来源较为单一。对照 2022年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减排

固碳实施方案》所提出的 6 项重点任务和 10 项重大

行动，现有的农业碳交易试点实践在碳信用额产生

类型上尚存在较多空白。

二是价格机制有待充分发挥。碳价的不确定性凸

显，价格年际变化较大。以2021年福建的茶园碳信用

价格和2023年浙江的茶园碳信用价格为例，两者距离

表1　国内农业碳交易典型试点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typical pilot projects in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in China

年份

Year

2015
2016
2020
2021

2022

2022
2022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试点

Site

北京

北京

青海

福建

浙江

浙江

福建

浙江

四川

浙江

福建

宁夏

项目

Project

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630.15 hm2）

房山区周口店镇碳汇造林一期项目（307.03 hm2）

湟水规模化林场碳汇造林项目（38 933.33 hm2）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茶园碳汇项目（516.93 hm2）

湖州下渚湖全境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

（3 650 hm2）

安吉竹林培育增汇项目（361.67 hm2）

南靖龙山农田土壤管理优化项目（600 hm2）

松阳低碳茶园农药化肥减量工程（218.53 hm2）

崇州市稻田间歇灌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24 933.33 hm2）

嘉善节水抗旱稻试验田减排项目（15.93 hm2）

永泰水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碳汇VCS项目

（180万羽）

泾源高标准农田与牛粪有机肥还田项目（—）

类型

Type

林地增汇

林地增汇

林地增汇

茶园增汇

湿地增汇

竹林增汇

高标准农田建设

茶园增汇与减排

稻田灌溉管理

低碳排放品种选育

畜禽粪污管理减排

种养结合减排固碳

碳信用额产生量/
（t/hm2）

Carbon credit 
production

 amount

1.90
8.24
6.54
6.49

2.74

5.53
11.67
6.48

4.81*

—

—

—

项目

成交量/t
Project

 turnover

1 197
2 530

254 600
3 357

10 000

2 000
7 000
1 416

12万*

—

3.6万*

19 791

碳价/
（元/t）
Carbon 

price

36
30
—

6

58.83

59
—

35.31

—

—

20*

—

项目收益/
万元

Project bene⁃
fit（ten thou⁃
sand yuan）

4.31
7.59
—

2.01

58.83

11.80
—

5.00

—

—

72*

—

注：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示正在建设开发项目的官方预测值；项目成交量所涵盖期数不同，故碳信用额产生量无法直接比较。

Note：Data source ： Author collated. * represents the official forecast value of the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and the number of periods covered 
by project turnover is different， so carbon credit production amount cannot be directly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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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且时间间隔仅为2 a，但成交价格相差约30元/t。
三是碳信用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同一类型项目

的碳信用生产效率基本稳定，同为 2年期的茶园增汇

与减排项目碳信用额产生量基本一致。这表明尚未

培育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碳信用生产来源。

1.2　农业碳交易流程概述

厘清农业碳交易流程是分析农业碳交易促进农

民增收的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我国农业碳交易试

点实践尚不成熟，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不存在规范

统一的流程要求，但基本上是遵循《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基于此，本文总结了近 10 a
国内外农业碳交易实践经验，将一个内容完善、互动

有机的农业碳交易流程分阶段、分主体、分步骤进行

梳理，如图1所示。

阶段Ⅰ为筹备阶段，农民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原

始生产经营基础信息，委托专业中介服务机构按照

管理机构所公布的项目方法学完成原始数据测量和

项目设计工作，在项目完成审定和备案后参与编制

与签署项目开发协议。阶段Ⅱ为开发阶段，农民应

在中介机构的开发指导下应用减排固碳新技术、新

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并自觉接受管理机构的监

督检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配合记录项目实施数

据以便进行最终的碳信用额计算和核证。阶段Ⅲ为

销售阶段，获得核证报告后的碳信用额归农民所有，

可委托中介机构在管理机构所批准的场内集中交易

平台进行出售，获得最终报酬。

由图 1可知，农业碳交易的社会环境虽包含诸多

利益主体，但中介机构和管理机构起到的是辅助生

产作用，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微观指导，管理机构对

项目进行宏观把控，消费者起到的是产品价值实现

作用，农民才是农业碳信用额的实际生产者，是农业

碳交易流程的核心主体。因此，农民在农业生产经

营决策中的绝对性地位决定着其利益诉求的满足是

项目实施的重要前提，项目的实际利润水平显著影

响农民的参与意愿［12］。

2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机制

农业碳交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的

重要手段。低碳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农

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使

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https：//theory. gmw. cn/2024-02/23/content_
37161226.htm）。基于此，笔者结合本文的研究主旨，

将传统农业和低碳农业的特征按“三大方式变革+
一大效益提升”进行概括。农业碳交易过程中的低

碳技术应用能够促进生产方式由化肥农业向有机农

业升级；项目规模要求能够促进经营方式由分散经

营向规模经营转变；中介机构服务能够促进管理方

式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优化；收入渠道增加和收

入环境改善能够促进农民增收效益由收入单一性向

收入多元化飞跃（图2）。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和碳汇建设项目的实施是低

碳农业的价值生产过程，农业参与碳交易是低碳农

业的价值实现过程，符合农业生态富民的作用机

制［13］。农业碳信用额本质上属于经营性生态产品，

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农业碳交易平台

具有价格发现功能，能够为生态产品进行定价销售

以解决普通农产品在传统市场上收益不高所带来的

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碳信用

额的销售报酬仅仅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之

一，是最为表象化的增收途径，更多收入渠道的增加

和间接收入环境的改善隐藏在农业碳交易流程的背

后。按照农业碳交易利益主体对农民增收效益来源

进行划分，可以分为管理机构的转移支付、农民的要

素供给、中介机构的组织与指导以及消费者的产品

购买。

图1 农业碳交易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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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机构的转移支付。由于项目开发前期

成本费用较高及减排固碳行为外部性的存在，根据

现有的农业碳排放权奖惩制度与农业碳汇补贴制

度，农民在项目签订后可获得一定奖励和补贴作为

启动资金的补充，提高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该项

收入的覆盖范围广泛，尤其是，对于农民收益较低

的项目，该项收入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相关农民减

排固碳技术的采纳和减排固碳项目开发意愿的

提升。

2）农民的要素供给。农民自身的要素禀赋主要

包含劳动和土地两部分。在农业碳交易项目开发过

程中，由于绝大多数类型的项目均存在一定的最低

规模要求，而既定的规模要求需要匹配更多的劳动

力需求和土地需求。在劳动供给方面，根据具体经

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集体经营的劳动联合和私人

经营的劳动雇佣。集体经营减排固碳项目有利于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联农带农构建乡村利

益共同体，在劳动联合的实践中提高农民组织程

度［14］。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对于提高农业经

济效益、加快农村建设、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15］，农业碳交易的正外部性得以体现，农

民收入环境得以改善。私人经营减排固碳项目会产

生较大的用工需求缺口，有利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通过劳动雇佣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土地供

给方面，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三权分置”顺应了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时代要

求，连片的土地能够有效降低生产、监测、评估和处

理成本，将闲置土地进行流转或入股将带来可观的

租金或分红收益，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中介机构的组织与指导。在项目筹备阶段和

开发阶段，中介机构分别承担着项目组织和技术指

导的职责，低碳技术的来源主要包括农业龙头企业

的引领合作、科研机构的对口支援等，通过农民职业

化技术培训将直接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科技素

养、提升农业整体科技水平，农民收入环境得以

改善。

4）消费者的产品购买。一方面，农民通过采纳

低碳技术能够达到农产品提质增量的效果。农药

和化肥等化学残留物减少，农产品更加健康安全，

符合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并通过对植物的

生活习性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地科学管理，让农作

物达到最大产量。传统农产品升级为低碳农产品，

通过生态标签认证可以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从而

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出售经

过核证的农业碳信用额，也能够提高农民的经营性

收入。

图2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机制图

Fig.2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to enhanc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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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现实

困境

现有分析表明，农业碳交易主要依靠农民的实

际参与。虽然农民参与需求日趋增加，但农业碳信

用额价格却未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农业碳交易促

进农民增收的理论途径虽多，但农民的实际增收诉

求却难以满足。为体现农业碳交易带动农民广泛参

与和有效增收 2个目标，本文将现有和潜在的农业碳

交易项目从农民参与需求和农民收益潜力 2个维度

归纳为高参与-高收益、高参与-低收益、低参与-高收

益和低参与-低收益4种类型（图3）。

在农民参与需求划分方面，对农民个人能力要

求高和时间成本高的项目将被划分为高农民参与需

求；而农民可以进行托管/半托管或无需农民直接劳

动参与、仅需要素参与的项目将被划分为低农民参

与需求。在农民收益潜力方面，通过项目实施能够

较大程度上将外部收益内部化并产生较高减排增汇

效果的项目将被划分为高收益潜力；而对于难以规

模化进行减排增汇或交易成本过高的项目将被划分

为低收益潜力。按照此划分标准，高参与-高收益类

包括种养结合、绿肥种植、稻田灌溉管理、海洋/牧场

养殖等；高参与-低收益类包括畜禽粪污管理、畜禽

精准饲喂、渔船节能装备配置等；低参与-高收益类

包括竹林增汇、林/湿地增汇、高标准农田建设、茶园

增汇与减排等；低参与-低收益类包括秸秆还田、农

机节能减排、低碳排放品种选育、动物胃肠道甲烷减

排等。例如，畜禽粪污管理减排，由于测量与验证成

本过高以致难以达到碳信用额产生的标准，并且对

农民个人能力和管理水平要求较高，被划分到第四

象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往往是农民对土地进行

托管，并且能够有效提高农田有机质和农作物产量，

被划分到第二象限。由图 3可知，现有的农业碳交易

项目主要集中在第二象限，少部分项目零散归属于

其他3个象限。

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碳交易项目，促进交易规

模提升与农民收入增加面临着不同的现实困境。低

收益潜力类项目需要技术模式的突破与政府提供额

外的补贴，而高参与需求类项目则需要降低农民参

与的门槛与提高农民参与的能力。具体而言，高收

益潜力类项目将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自行投入建设，

而低收益潜力类项目将更多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手段

投入建设。在此基础上，第一象限碳交易类型由于

具有高参与需求的特点，现有项目数量明显少于第

二象限碳交易类型，后续重点工作应当是推广；第二

象限碳交易类型试点实践较为丰富，但项目质量良

莠不齐，后续重点工作应当是规范。第三象限碳交

易类型虽仅具有较低收益潜力，但参与需求也比较

低，因此该类型项目的成本收益率较为合理，后续重

点工作应当是培育；第四象限碳交易类型的成本收

益率最低，市场、中介机构和农民对此趋之若鹜，后

续重点工作应当是引导。据此，本研究将图 3中不同

象限的项目划分为推广类、规范类、培育类与引导

类，不同类型的项目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如下所述：

1）推广类项目主要面临小农户参与交易成本过

高的困境。根据第 3次农业普查数据可知，我国小农

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 98% 以上。因此，该类项

目虽然能够产生较高的项目预期收益，但受限于我

国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分散化经营模式，目前项目数

量未达到预期目标。一是小农户分散化经营增加了

减排固碳检测、评估和处理成本，还带来了碳信用额

的产权界定、利益分配困难等问题。二是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和碳汇建设项目具有最低面积和规模要

求，单一小农户无法作为有效主体参与农业碳交易，

从而小农户具有较高的组织成本。三是小农户面临

客观的资金短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缺乏足够的能

力参与农业碳交易。

2）规范类项目主要面临交易体系不成熟的困

境。此类项目是当前我国农业碳交易的主要类型，

但也存在开发方法学不足、开发成本较高、交易体系

尚不成熟等问题。一是由于农业碳交易市场在我国

依旧处于成长阶段，缺乏有效统一的行业规范与标

准，导致项目开发的中间服务费用一直处于较高的

状态，碳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程度低。以林地增汇

项目为例，相关服务专业化公司给出的每吨碳信用

图3 农业碳交易类型象限图

Fig.3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type quadran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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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开发平均成本价格高达 40~50 元，远超近年的

市场交易均价。二是碳信用额价格的地区差异和年

份波动较大，农民收益预期的不稳定将直接影响农

民参与减排固碳项目的意愿。

3）培育类项目主要面临技术手段不成熟和采纳

成本过高的困境。此类项目的崛起往往需要建立在

现有技术手段的重大突破上，并面临着农民的采纳

成本相对于获得的项目收益过高的问题。一是围绕

制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优良品种选育、农机装备

研发、农膜污染降解等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亟待持续

攻关，相关技术储备和成熟度不足［16］，我国 A 股农

业上市公司 2011-2021 年年均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数仅为 0.139项［17］。二是受项目开发难度大和收益

水平较低的限制，碳中介服务机构参与的主动性

不足。

4）引导类项目主要面临社会化服务和差异化补

贴缺失的困境。此类项目既需要农民拥有一定的专

业技术能力，又不能产生较高的预期收益，这对矛盾

的解决需要依靠各类社会化服务和政府补贴的支

持。一是农业碳交易服务体系不畅通，不同服务提

供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保姆”式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二是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有

限，针对难度系数大的项目采用无差别的补贴标准

无疑是行不通的。

4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追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也是我国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农业碳交易是

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共同富裕是我国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奋斗目

标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促进农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客观前提。如何将两大战略目标有机结合，使

农业碳交易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在充分把握其

长期性、复杂性以及艰巨性的特征下，笔者提出以下

4条系统性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农业碳交易政策支持体系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

业碳交易开发的补贴政策，建立体现碳信用价值的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出有差异、有重点、有温度的

补贴标准，完善农业碳交易财政支持体系；加强农业

部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特色运用，出

台规范农业减排固碳项目开发流程的政策文件，保

障CCER项目有序、稳步重启，完善农业碳交易开发

支持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碳交易市场体

系，打造多样化、便捷化、高效化农业碳交易平台，在

不断健全场内市场交易机制的同时陆续开展场外市

场交易的试点工作，切实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

率，完善农业碳交易市场支持体系；简化项目审批流

程，减轻项目开发负担，逐步建立“第三方机构核

证+主管部门备案”的认证和注册机制，完善农业碳

交易管理支持体系。

4.2　强化农业碳交易支撑能力建设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丰富我国农业碳交易项目

方法学库，构建测算方法更精细、应用条件更科学、

覆盖范围更广泛的项目方法学体系，更新、优化现有

计量监测技术与方法，建立统一的核算标准，强化农

业碳交易理论支撑能力；推动农业碳交易人才队伍

建设和中介机构培育，培养项目开发与管理、测算技

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提高碳中介服务机构行业标

准，打造一批专业化、规范化、公益化的碳中介服务

机构，强化农业碳交易人员支撑能力；增加科研经费

补贴以支持农业企业、涉农高校、研究所的绿色低碳

技术研发工作，积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长效机

制，扩大我国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储备，以技术进步挖

掘更深层次的农民增收潜力，强化农业碳交易技术

支撑能力。

4.3　激发农业碳交易社会服务活力

全面推动区域绿色金融改革，建立更加有力、有

效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督促金融机构落实优惠利

率信贷、碳信用保险等倾斜措施，不断深化绿色金融

产品与服务在农业领域的实践，激发金融机构社会

服务活力；鼓励组建或有机联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壮

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力量，提高农民参与农业碳交

易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合作社职业农民培训、绿色

农资产品提供、低碳农业宣讲解读等功能，有效破除

政策下传壁垒、政策解读壁垒和农民自我认知壁垒，

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服务活力；加强涉农高校

的对口支援工作，合理提高相关单位下乡支农次数

和质量标准，为广大农民提供最贴心的公益咨询服

务，激发涉农高校社会服务活力。

4.4　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享机制作用

农民参与是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享机制作用的

首要前提，坚持农民思想教育常态化，提升农民感知

价值，提倡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低碳

技术采纳成本；价格稳定是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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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作用的基础保障，强化国际碳定价机制的本土

应用，规范国内碳定价规则，合理采用包括基于数量

的方案和价格上下限体系在内的碳价格控制方法保

持价格基本稳定；产权明晰是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

享机制作用的核心要求，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推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适度扩大使用权出

租、担保、入股等权能，融合采用固定分红、收益兜

底、利润返补、二次分红等利益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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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to enhance farmers’ income by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YAO Liuyang,LAI Yu,ZHAO Minj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is an essential tool that facilitates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low-carbon agriculture， offering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enhance farmers’ income. At present， notable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China’s pilot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initiatives. However， how to 
achieve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among farmers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income remains a key issue 
that needs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To synergistically propel the attainment of the “Dual-carbon” objec⁃
tiv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examining the typical scenario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pilots and delinea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this study elucidated the mecha⁃
nisms through which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promotes farmers’ income. Additionally， we categorized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projects based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demands and income potential， delving 
into the real-world challenges fac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projects and offer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benefits of farmers’ income enhancement stem 
from transfer payments from regulatory agencies， input contributions from farmers， organization and guid⁃
ance from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s， and product purchases from consumer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for agricul⁃
tural carbon trading， stimulate social service vitality in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and optimize the mecha⁃
nism for sharing benefits of farmers’ income enhancement.

Keywords agricultural carbon trading； enhance farmers’ income； agricultur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low-carbo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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