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作为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厦门市碳
和排污权交易中心）成功完成了我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开启了中国蓝碳
交易的新篇章。

促进海洋碳汇发展，开发海洋负排放潜力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路径。什么是蓝碳？蓝碳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在蓝碳交
易方面，厦门又做出了怎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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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碳交易的蓝碳交易的““厦门故事厦门故事””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为实现“碳中和”这

一目标，除了要一手抓

减排，还要一手抓增汇。

通过植树造林增加二氧

化碳吸收办法虽好，但

陆地面积毕竟有限，森

林 不 可 能 无 穷 尽 地 增

加。于是，人类的目光转

向了广袤的海洋。海洋

是 地 球 上 最 大 的“ 碳

库”，近几年，海洋碳汇

已成为海洋领域研究的

新热点。国际社会日益

认识到海洋碳汇的价值

与潜力，将海洋碳汇纳

入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体

系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我国具有广阔的海

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与扎实的科研条件，这

些为海洋碳汇的发展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随 着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沿海各省份纷

纷 在 加 快 海 洋 碳 汇 发

展、推进海洋碳汇核算、

开展海洋碳汇交易试点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然而，由于海洋碳汇交易工作起步较晚，

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行业规范及技术标准

非常缺乏，即使放眼国际，目前也尚无被广泛

认可的海洋碳汇标准，一个活跃的海洋碳汇

交易市场远未形成。这对我国既是挑战，更

是机遇，应当加快海洋碳汇领域相关标准体

系的研究制定，争取掌握国际海洋碳汇标准

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首先，加快海洋碳汇核算技术和方法学

体系的研究，为夯实海洋碳汇研究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其次，注重挖掘海洋生态产品价

值的市场变现路径，支持地方政府与科研机

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合作，探索多元渠道

支持海洋碳汇发展的投融资机制，提高海洋

碳汇价值的市场化程度；同时，鼓励先行先

试，大胆创新，积极开展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建

设和交易试点，为实现海洋碳汇自愿交易提

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和操作规范；此外，要深化

国际合作，加强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和机制

的研讨和交流，推广中国在海洋碳汇方面的

理念、技术和实践。

标准体系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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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碳汇在发展双碳经济中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今年初，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

心成功完成了 1.5 万吨海水养殖渔业海洋碳汇交

易项目。这是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标志

着我国海洋渔业碳汇交易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

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蓝碳经济发展，作出了“增加海洋碳汇”

“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等一系列

部署。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之一，近年

来，厦门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尤其是“绿

碳携手蓝碳”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海洋碳汇潜力巨大

早在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提出了

“蓝碳”的概念。蓝碳究竟是什么？在实现碳中

和目标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

“蓝碳，又称‘蓝色碳汇’或‘海洋碳汇’，特指

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

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过程、活动

和机制，是相对于陆地森林固定的‘绿碳’而言

的。碳汇交易则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和《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的二氧化碳排放

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一种用于抵消人为碳排

放当量的虚拟交易。”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教授、蓝碳交易产学研团队成员陈鹭真告诉记

者，在陆地森林中，人们应用绿色碳汇概念，实施

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进而达到造林减排的

效果。然而，蓝碳由于相关排放因子尚未得到独

立量化等因素，实际应用案例要远小于绿碳。

其实，海洋在固碳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数据显示，海洋储存了地球上约 93%的二

氧化碳，且每年可以清除 30%以上排放到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虽然，海岸

带植被面积仅有陆地植被面积的 0.05%，每年的

固碳量却与陆地植被相当。与林业碳汇相比，海

洋碳汇具有更大的碳吸收速率、更高的储存密度

以及更长的储存时间，“负排放”潜力巨大。

据介绍，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能

够捕获与储存大量碳并永

久埋藏在海洋沉积物里，因而这三种生态系统又

称为滨海蓝碳生态系统。特别是红树林，具有降

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减缓气候变暖等重要功

能，是地球上固碳效率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以

及滨海湿地蓝碳碳汇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2011 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组织、国际海事组

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了《海洋

及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蓝图》报告，提出了保护

海洋生态系统、建立全球性蓝碳市场的目标。至

此，蓝碳市场的开发日益引发关注。

随着人们对蓝碳减缓气候变化认识的深入，

保护和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这也体现在国际和国家减缓气候变化政策

和财政机制中——应用红树林作为碳汇林或者

开展碳中和的尝试随之出现。

在厦门环东海域东北角、同安湾湾顶处，有

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远远望去，就像是一

道拱卫海岸线的绿色屏障。成群结队的白鹭或

从低空掠过，或停在林中嬉戏、觅食。蜿蜒曲折

的木栈道掩映在成片绿色里，向大海延伸而去，

游人踏足其中，仿佛在海上漫步。这里是福建省

最大的人工红树林公园——下潭尾滨海湿地公

园，也是 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碳中

和项目所在地。

2010 年以来，我国主办的政府间国际会议

陆续采用碳中和模式实现零碳排放目标，即通过

植树造林等碳汇手段吸收会议交通食宿、会场用

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主要在陆地森林中

应用。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的专业化运作服

务，2017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碳中和项

目，成为我国首例应用红树林蓝碳开展的大型会

议碳中和项目。

“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位于海水与淡水交汇

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红树林的种植提供了天

然条件。”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重大重点项目办副

主任余炎烽告诉记者，2017 年 8 月，厦门下潭

尾红树林公园被确定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碳中和项目所在地。该项目通过种植 580 亩

红树林，旨在于未来 20 年完全“吸收”会晤期间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实现零排放目标。

这 是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会 晤 历 史 上 首 次 实 现

“零碳排放”。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

务特使彼得·汤姆森来厦门

期间，曾专门就此调研

并给予充分肯定，成

为 了 中 外 知 名

的“碳中和厦

门故事”。

蓝碳交易先行先试

福建是海洋大省，2021 年 5 月印发的《加

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将抢占海洋

碳汇制高点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这是福建省

坚持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省的一项重要部

署；同年 7 月召开的福建省推进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会议再次强调，要抢占海洋碳汇制高点；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提出，

“探索开展蓝碳交易，推动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发

展，推动海洋碳中和试点工程”。

为此 2021 年 7 月，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设立了

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平台成立后积极

部署、先行先试、主动创新，与国内海洋碳汇领域

的专家团队合作，通过金融赋能推动落地应用，

创新开展蓝碳交易，实践开发蓝碳投融资产品，

争取打造加快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平台、新机制。”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连炜说。

同年 9 月 12 日，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 2000

吨海洋碳汇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海洋碳汇交易

平台顺利成交，这是福建首宗海洋碳汇交易。连

炜表示，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涉及清除入侵生物

物种后红树林的再造，兼具固碳、生物多样性保

护、净化环境与延缓淤积等综合生态环保意义，

为当地社区发展提供了优质旅游资源与良好生

态环境。因此，这一项目凸显出生态增汇、综合

生态服务功能与社区经济联动发展的示范效

应。“该宗交易实现了红树林碳汇功能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红树林保护与周边社区生

态建设协同发展的两大目标，标志着厦门市在海

洋碳汇交易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是厦门创新陆

海联动增汇新模式、抢占海洋碳汇制高点的实质

性突破，为厦门打造国家级海洋碳汇交易中心迈

出了坚实一步。”连炜说。

厦门大学是国内外海洋碳汇科学研究重镇，

本次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的主要科技支撑力量

正是厦门大学蓝碳交易产学研团队。记者了解

到，该团队是一支由中科院院士戴民汉等杰出教

授领衔，海洋科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青

年骨干组成的多学科交叉学术团队，正协同国内

相关研究力量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服务于

国家双碳战略需求，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为应

对气候变化起到科技支撑作用。

该团队成员陈鹭真创立的红树林造林碳汇

项目方法学，是此次碳汇交易的碳汇测算依据。

据她介绍，该方法学以科研团队 20 余年的科学

研究为基础，采用了更符合我国滨海湿地特点的

测算参数，是我国自主创立的第一个红树林海洋

碳汇方法学。“我们在红树林碳汇监测领域已经

研究了 20 多年，在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均

有研究基地，积累了大量数据，这是我们创立红

树林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的基础。利用这套方

法，我们可以对人工红树林的生长边界、种植状

况、每年生长量、土壤固碳量等指标开展准确测

算。”陈鹭真说。

绿碳蓝碳携手发展

目前，碳汇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可分两类：

履 约 与 自 愿 。 其 中 ，联 合 国 清 洁 发 展 机 制

（CDM）、中国核证自愿减排机制（CCER）下的

碳汇交易主要目的均为履约。自愿市场则是在

碳交易市场之外，相关组织、企业等自愿购买碳

汇以抵消其碳排放。

当前，我国人均碳排放与单位 GDP碳排放量

仍较高，为完成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

中和目标，已经有不少企业与个人自愿行动起来。

“您已成功购买碳中和机票。在您结束旅程

后，厦航和兴业银行将委托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通过蓝碳基金购入海洋碳汇，用于抵消您在旅程

中的部分碳排放。感谢您为碳

中和目标作出卓

越 努

力 ！”今

年以来，不

少 乘 坐 厦 门 航

空航班的旅客购买

了别具意义的全国首创

“碳中和”机票，引发热议。

2021 年 11 月 12 日，兴业银行

与厦门航空联合推出的全国首创“碳中

和”机票正式上线。旅客自愿在航程最低价基础

上加付 10 元，即能在日常空中旅途践行碳减排，

减少自身行程对环境的影响。仅短短 1 个多月，

首批 5 万张“碳中和”机票就完成认购。

作为红树林生态修复 2000 吨海洋碳汇项目

与 1.5 万吨海水养殖渔业海洋碳汇交易项目这两

宗交易的买方，兴业银行厦门分行通过厦门产权

交易中心海洋碳汇交易平台积极参与各类蓝碳

交易，探索开展蓝碳金融。“为推动海洋要素市场

的流动，培育蓝碳市场，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与厦门

产权交易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创新探索蓝碳金

融，设立全国首个蓝碳基金，资金专项用于委托厦

门产权交易中心采购碳汇来抵消该行指定的碳排

放，引导企业与个人客户践行碳减排。”兴业银行厦

门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林建英告诉记者。

“蓝碳基金将持续关注蓝色生态领域，努力

发挥先行先试与示范引导的作用，并积极与海洋

重点实验室等智库合作，旨在引导更多企业与客

户共同践行碳减排，以资金、智库、行动等形成合

力，将更多社会资源与资本投入到红树林、盐沼

和海草床等海洋碳汇生态系统修复项目，积极推

动碳中和，合力践行国家双碳战略，共建美好生

活。”林建英表示。

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服务大厅，一块大屏幕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该屏幕可以计算日常生

活中产生的碳排放量。“这是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为了鼓励普通市民树立减碳意识而推出的碳足

迹清单，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在我

们中心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均可以查询。”厦

门产权交易中心业务负责人徐莎一边演示，一边

对记者说，“比方说，我们点击‘食物’选项，选择

‘牛肉’，然后输入重量，就可以计算出食用这些牛

肉所产生的具体碳排放量。通过这份清单，公众

可以方便地计算出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从而

对日常生活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减碳一目了然。”

今后究竟该如何更深入探索海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与蓝碳进入市场机制？连炜认为，应当

积极推动海洋碳汇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激活

海洋生态资产价值，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远远

不够，金融活水要为企业提供支持。”连炜表示，在

厦门市多部门的共同支持下，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承担起绿色融资企业（项目）的建库认证工作，创新

性地将海洋产业企业及项目列入直通车，启动了

“厦绿融”绿色金融数字化系统建设，积极探索数字

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三合一”融合发展。

“厦门是全国首个将海洋碳汇融入绿色金融

标准建设的城市，既有良好的政策支持，也有先

行先试的海洋碳汇交易经验，这是厦门独特的优

势。今后，我们将持续联合开展海洋碳汇交易品

种的研究，开发出更具吸引力的蓝碳产品，打造

海洋碳汇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厦门样板’。”

连炜说。

图为厦门下潭尾滨海湿图为厦门下潭尾滨海湿

地公园地公园，，20172017 年金砖国家领年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碳中和项目所导人厦门会晤碳中和项目所

在地在地。。 林芳流林芳流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