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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蓝碳保护与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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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蓝碳具有比传统绿色碳汇更强大的碳捕获和存储能力，保护与发展蓝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中国蓝碳

资源禀赋优越，蓝碳挖掘潜力巨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当前，蓝碳保护与发展在国际层面面临着蓝碳生态系统退

化严重、全球碳交易体系缺失等挑战，在中国层面也面临着蓝碳生态系统危机重重、蓝碳监测与核算体系不完备、

蓝碳交易体系不健全、缺乏成熟的蓝碳法治保障等问题。从国际社会实践看，蓝色碳汇已然由科研概念阶段迈入实

用工具阶段，未来蓝碳纳入气候变化法律与框架将是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之必然；从国内实践看，中国对于蓝碳

的相关研究已经由跟随转至逐渐引领，国内各项政策试点也在有序推进。面对国内外蓝碳发展局势，中国自价值、

技术、制度、立法等多个方面作出因应，着力挖掘蓝碳资源固碳增汇潜力是把握蓝碳发展机遇的必然，对于助力碳

中和目标实现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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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ue carb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realizing carbon neutrality as it 
has a much stronge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apacity than traditional green carbon sinks. With a superior blue 
carbon resource endowment, China has greater potential for blue carbon mining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t present, global blue carb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confronting challenges such as serious 
degradation of the blue carbon ecosystem and lack of carbo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has problems including 
numerous crises of the blue carbon ecosystem, incomplete blue carbon monitoring and accounting system, imperfect 
blue carbon trading system, and lack of mature legal protection.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lue 
carbon sink has already transferred from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ncept stage to the practical tool stage, and incorporating 
blue carbon into climate change laws and frameworks in the future will be an inevitable step to improve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practice, China's relevant researches on blue carbon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ollowing to leading, and various domestic policy pilots are also advancing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the face of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blue carbon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 must make response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value, technology, system and legislation. As an inevitable step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blue carbon, it is critical to dig in the potential of blue carbon resources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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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捕获和固定大气中 CO2 的过程、活动和机
制即为蓝色碳汇（以下简称“蓝碳”）［1］。相较
于陆地碳汇系统，相同单位面积蓝碳生态系统可以
捕获与存储更多的碳且拥有更长时间的固碳能力，

基于此，国际社会纷纷将保护和发展蓝色碳汇视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在且实用的方式，将开发利用蓝
色碳汇作为实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技术路径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一贯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和真正的行动派。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宣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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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海岸线绵长、
蓝碳资源禀赋优越，保护好和发展好滨海蓝碳生态
系统，深挖蓝碳固碳储碳潜力，对于实现碳中和目
标价值重大。基于此，本研究梳理分析国内外蓝碳
研究与保护的基本态势，剖析当前蓝碳保护与发展
的挑战性因素，并据此就可能的蓝碳保护与发展路
径提出建议。

1　全面把握蓝碳

1.1　蓝碳的缘起

“蓝碳”概念最早见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联合发表的《蓝碳：健康海
洋对碳的固定作用——快速反应评估报告》（Blue 
Carbon: The Role of Healthy Oceans in Binding Carbon: 
A Rapid Response Assessment）（以下简称《蓝碳报
告》），认为海洋植物生境，特别是红树林、盐沼
和海草床构成了地球上最重要的蓝色碳汇［2］。《蓝
碳报告》虽然不具有国际法层面的法律拘束力，但
蓝碳概念的生成事实上开启了保护与发展蓝碳纳入
国际法规制的进程，此后，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到蓝
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的潜力和价值，一系
列研究活动陆续开展，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也证
实了蓝碳生态系统的碳存储规模及全球重要性。
2019 年 9 月 25 日，《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
别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认为植被繁茂的沿海生
态系统是重要的碳库，故而保护和发展蓝碳是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3］。有分析认为这份技术
报告初步为蓝色碳汇纳入《巴黎气候协定》减排机
制提供了技术支持，预示着将传统蓝碳项目（如红
树林、盐沼和海草等）等纳入国际法规制的基本条
件已经成熟［4］。
1.2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保障

健康的沿海生态系统和良性的碳汇渔业是保护
和发展蓝碳的重要保障。红树林等三大海洋植物生
境属于典型的蓝碳生态系统，其以仅占陆地生物量
0.05% 的体量贡献了与陆地植物贡献量相当的碳储
存［5］。但是，由于海岸带森林砍伐、沿海人口规模
增加与海岸开发、沉积与淤积等直接或间接人为因
素的影响，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十年的损
失惊人，其规模已经达到全球蓝碳生态系统损失总
量的 1/3［6］。可见，健康沿海生态系统的存续与发
展对于维持和增强全球碳汇能力至关重要。考虑到
沿海湿地曾经或正在因有别于生态系统养护的价值
目标而被利益相关者过度开发，对于公地悲剧成因
的理性认知迫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应对沿海植物生境
的开发与保护问题。除此之外，良性的碳汇渔业发
展对于增进海洋碳汇能力同样影响重大。碳汇渔业

是基于碳汇概念及生物固碳的作用机制而提出的新
型渔业模式，捕捞渔业、海洋牧场、滤食性鱼类养
殖、藻类养殖等俱在此列［7］。有研究认为，通过养
护、强化、拓展等措施促进中国海洋碳汇渔业的健
康良性发展，中国海洋碳汇渔业年固碳能力基本可
达到中国年碳减排量的 10%［8］。整体而言，沿海生
态系统及碳汇渔业的巨大碳汇效能基本确定了其在
保护与发展蓝碳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否维系好、
拓展好沿海生态系统和碳汇渔业的碳汇能力自然成
了当前阶段保护与发展蓝碳事业成败的基本保障。
1.3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价值：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

手段

保护与发展蓝碳兼具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及经济
价值，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蓝碳在减缓气候变化方
面的重要作用。当前，主要由人类碳排放所导致的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然是一个与全人类存续密切相
关的重大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发布的《2021 年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报告认
为，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
因，且这一气候变化趋势是迫切的，并造成严重的
危害［9］。可以说，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和全球变暖
的持续性影响使得识别和保护高碳储量的生态系统
越来越显得迫切。蓝碳生态系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
而为国际社会所研究与关注。有研究认为，蓝碳生
态系统所依存的沿海栖息地覆盖了海洋表面的 2%，
但在其沉积物中储存了 50% 的碳——约 750 亿 t 的
碳汇，相当于地球 8 年化石燃料相关的 CO2 排放量
总和［10］。蓝碳生态系统因其在单位面积上优于绿
色碳汇的碳汇能力，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实现积
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有效手段。

2　蓝碳研究与保护的发展态势

国际社会对碳排放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考虑
到蓝碳在固碳增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
业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
普遍追逐的焦点和热点。
2.1　国际层面蓝碳研究与保护的趋势

2.1.1　蓝色碳汇由科研概念阶段迈入实用工具阶段
自《蓝碳报告》提出“蓝碳”的概念以来，国

际社会对于蓝碳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当前，蓝色
碳汇已由科研概念阶段迈入实用工具阶段。如，印
尼早在 2014 年已将红树林纳入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
清单，并将其作为本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途径之
一［11］。在 2015 年第一次按照《巴黎协定》要求报
告国家自主贡献时，已有 74 个国家将滨海湿地纳入
国家自主贡献，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五国明确
提到蓝碳［12］。为了更好地挖掘海草床、藻类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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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储碳固碳潜力，日本于 2020 年正式成立日本蓝
色经济协会，并推动该协会与日本财经部合作实施
对海草草甸、大藻床和大藻养殖的蓝色碳汇抵消［13］。
多项国际实践表明，蓝色碳汇已由科研概念阶段迈
入实用工具阶段，且已成为蓝碳资源富集国家兑现
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新的发力点。
2.1.2　国际社会积极推进蓝碳的探索与发展

其一，国际组织层面的努力。自《蓝碳报告》
发布以来，不同的国际组织在其业务范围内不断探
索蓝碳生态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利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先后发布了《海洋及沿
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蓝图》《格拉斯哥气候公约》，
规划了蓝碳保护和发展的路径，并敲定了《巴黎协定》
碳市场规则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保护国际基
金会积极开展蓝碳生态系统政策框架项目（Policy 
Framework for Blue Carbon Ecosystems）以协调全球在
滨海系统养护层面的政策［14］。保护国际基金会等
组织也编写了《滨海蓝碳——红树林、盐沼、海草
床碳储量和碳排放因子评估方法》（以下简称《蓝
碳评估方法》）为全球蓝碳检测与评估工作提供了
技术性指引［15］。202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沿海
生态系统服务协会、爱丁堡龙比亚大学、肯尼亚海
洋和渔业研究所联合发布的《通过为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保护海草：社区指南》指出，海草作为全世界
许多沿海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捕
获大量的碳发挥了缓解气候变化的作用。

其二，国家实践层面的进展。相关国际组织之
外，美欧等蓝碳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
进蓝碳发展布局，以求引领全球蓝碳规则制定的方
向。2018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负排放技术和可
靠的封存：研究议程》报告评估了负排放技术的效益、
风险和潜在的可持续规模，并制定了美国详细的负
排放技术研究和发展计划［16］。欧盟在其制定的“203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中高度重视蓝碳生态系统的养
护工作，计划到 2030 年实现针对欧盟 30% 的陆地
与海洋的保护［17］。此外，欧盟还计划制定“蓝碳倡议”
推进蓝碳资源养护投资、保障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的施行［18］。日本在《2050 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
中也开始注重利用海洋实现碳元素的长期大量存储，
通过藻类固碳并生产生物质燃料等新技术实现碳循
环利用［19］。
2.1.3　将蓝碳纳入气候变化法律与框架或为未来之
必然

有鉴于蓝碳在应对气候变化层面的重要价值
和沿海蓝碳生态系统面临的退化危机，国际社会积
极努力将蓝碳纳入气候变化法律与框架之中。早在
2010 年，“蓝碳倡议”政策小组提出将蓝碳活动充

分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政策和
筹资进程，使之成为减缓气候变化机制一部分的建
议［20］。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将蓝碳纳入本国温
室气体清单以来，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至少 27 个国
家将蓝碳减缓贡献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21］。有关
国家和国际社会努力与实践表明，将蓝碳纳入气候
变化法律与框架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和保护只是时间
问题。
2.2　国内层面蓝碳保护与发展的动态

相较于国际层面，中国在蓝碳领域的行动稍晚，
但经过中国科研工作者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中
国在蓝碳内涵、蓝碳资源测算方式、海洋固碳储碳
机制等的技术性研究以及蓝碳经济发展、蓝碳交易
试点相关政策研究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2.1　关于蓝碳的技术性研究在不断深化

自《蓝碳报告》出台以来，国内各领域学者纷
纷开始关注海洋碳汇问题。从形式上看，截至 2023
年 8 月份，中国知网收录的与蓝碳或海洋碳汇等相
关的学术成果已不少于 120 余篇，在内容上涉及海
洋碳汇机制、蓝碳金融、海洋碳汇市场、蓝碳监测
与核算、蓝碳司法机制等多方面内容，涵盖了法学、
环境工程、金融、海洋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
在诸多研究成果中，焦念志团队提出的海洋微型生
物碳泵理论框架，解释了海洋巨大溶解有机碳库
（新蓝碳）的来源，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
同［22］。在研究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多项国内外蓝
碳研究合作平台建设取得进展。目前，全国海洋碳
汇联盟（COCA）正在逐步建立起涵盖中国近海的海
洋碳汇观测体系［23］。2019 年，中国科学家发起了“海
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得到国内外
科技界的积极响应，截至 2023 年 3 月，该计划的国
际合作伙伴涵盖了 33 个国家的 79 家科研院所［24］。
各类研究理论和研究合作频频产生巨大国际影响，
昭示着中国关于蓝碳的技术性研究在不断深化，在
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在蓝碳领域的相关理论和
技术研究已经走在了国际前端。
2.2.2　与蓝碳相关的配套政策在不断试点与落实之中

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实践层面，各级政府也在积
极推进蓝碳保护与发展。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蓝碳
发展、抢占蓝碳国际制高点已然成为国家战略。自
中共中央、国务院［25］在 2015 年提出建立海洋碳汇
有效机制、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始，国家层面先后出
台国内首个综合性海洋碳汇核算标准《海洋碳汇核
算方法》，以及指导蓝碳生态系统调查监测业务的
“蓝碳系列技术规程”等若干行业标准、行动方案
等，以指导和助力我国蓝碳事业发展。且在 2021 年
间，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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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均强调整体推进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提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固碳
能力。地方政府层面，中国沿海省份在蓝碳领域同
样是举措频频，纷纷出台蓝碳发展规划和方案，助
力碳发展。不论是威海市发布全国首个蓝碳经济发
展行动方案《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1—
2025）》，提出到 2025 年年底基本建立蓝碳经济体系，
实现蓝碳经济贡献度在全市海洋经济占比超过 30%
的目标［26］；还是深圳市制定全国首个《海洋碳汇
核算指南》，为深圳乃至全国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提
供试点经验［27］；抑或海南省出台《海南省海洋生
态系统碳汇试点工作方案（2022—2024 年）》，全
面推进海南省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工作［28］。沿
海各省份在不断创新碳汇发展理念，为本地区蓝碳
事业发展提供规划引领、方案支持。除了相关政策外，
各地蓝色碳汇试点也成果频频：2014 年 4 月，广东
省开发了中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29］；2021 年 7 月，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服
务平台，并于次年 1 月完成了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
汇交易［30］；2023 年 2 月，全国首单蓝碳拍卖交易
在宁波市落槌［31］。总体而言，国家层面和地方政
府层面关于蓝色碳汇的战略规划及行动方案试点均
在有序推进之中。

3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挑战

保护和发展蓝色碳汇已然是人类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也高度重视
蓝碳的研究与探索。然而蓝碳毕竟是新兴概念，与
之配套的相关规则体系尚不成熟，国际和国内在保
护与发展蓝碳上都面临着一些挑战。
3.1　国际层面的挑战

3.1.1　蓝碳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蓝碳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事实上减损了蓝碳概念

提出的必要性。蓝碳概念的提出旨在引起人们对海
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退化的关注，强调保护和恢复海
洋与沿海生态系统以减缓气候变化，以及海洋与沿
海生态系统提供的为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必要性［32］；
有学者研究表明，红树林等滨海生态系统强大的碳
汇能力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且大量的研究成果
也证明了蓝碳保护的科学性与可行性［33］。基于此，
保护好红树林等滨海生态系统对于实现碳汇扩容意
义重大。然而，近年来，受到填海造地、航道规划、
工业生产和滨海旅游等人类活动影响，沿海的蓝碳
生态系统却在快速消失。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个生
态系统储碳固碳能力越强，当该生态系统因生态脆
弱性而受到反噬时的反应就越大，即蓝碳生态系统

因受到破坏而退化时将释放更多的碳。据估计，每
年全球蓝碳系统退化 0.7% ～ 7.0%，则这些系统将
会向大气释放 1.5 亿 t 至 10.2 亿 t 碳［34］。蓝碳生态
系统的退化事实上侵蚀了蓝色碳汇的存量及其未来
拓展的空间。
3.1.2　全球碳交易体系的缺失

全球碳交易体系的缺失直接影响了蓝碳项目资
金来源的多样性，且削弱了蓝碳项目保护与开发的
活力。引入碳交易机制被认为是利用市场手段实现
减排成本最低、效率最明确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方
案，不仅能够运用资本市场解决碳资源需求，还能
够为生态系统增汇行动提供融资渠道［35］。然而，
当前全球碳交易市场体系并不完备，市场手段解决
碳汇需求的高效率、低成本优势难以有效发挥。事
实上，国际海洋学委员会［36］早在《海洋与海岸可
持续性蓝图》中提出建立全球蓝碳市场作为通过保
护栖息地创造直接经济收益的手段的主张，只是该
设想尚未得以实现。蓝碳交易是全球碳交易的下位
概念，全球碳交易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蓝碳交易
市场层面当然也存在。概括而言，全球碳交易体系
目前至少存在两大缺位：一方面，全球碳交易市场
涵盖范围尚有不足，当前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
地区尚未有运作良好的碳交易体系，即便是如中国
这种已经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国家，海洋
碳汇尚无法进入全国交易市场；另一方面，当前国
际上已经投入运行的碳交易体系，不论是自愿碳市
场还是履约碳市场并不存在使用统一核算方式和统
一定价方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干扰到了碳汇资金在
各地区之间的流转与平衡，削弱了利用全球资本市
场实现碳汇项目融资的可能性。
3.2　国内层面的问题

3.2.1　蓝碳生态系统危机重重
与国际层面相类似，近年来，中国滨海生态系

统退化趋势同样明显，蓝色碳汇正面临多重威胁。
一方面，滨海生态系统退化相当严重。有数据显示，
近岸海域生态系统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海草床与珊
瑚礁覆盖率下降明显，红树林面积较 20 世纪 50 年
代减少了 40%［37］，而围海造陆等工程建设、工业
污水排放等陆海源污染、渔业资源过度利用，以及
台风等自然灾害性破坏是造成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
化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海洋保护区（MPA）在
中国全部管辖海域中的占比相对不高。且不说蓝碳
项目尚未纳入国家海洋功能区划，项目开展在规划
层面缺乏碳汇价值导向明显的海域空间，即便是明
确纳入国家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保护区，在《全国
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中的定量目标也
不过是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5% 以上而已［38］。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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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9 年年底，中国共拥有约 12.4 万 km2 的海洋保
护区，占其管辖海域与沿海总面积的 4.1%［39］。在
滨海生态系统退化趋势明显的大背景下，海洋保护
区特别是蓝碳保护区数量的不足，无疑会进一步加
剧蓝碳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
3.2.2　蓝碳监测与核算体系不完备

《海洋碳汇核算方法》系统性地明确了中国海
洋碳汇核算工作的技术、方法、内容、流程等相关
事项，填补了该领域的行业标准空白，为中国海洋
碳汇资源的量化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然则蓝碳的
监测与核算本身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庞大工程，一
方面，《海洋碳汇核算方法》不能彻底解决海洋碳
汇监测和核算标准问题，因为国际社会对于海洋碳
汇具体构成的认知并不统一，并且不同海洋动植物
生境的碳汇机理亦是千差万别，《海洋碳汇核算方
法》当前利用有限的核算标准去解决多个种类海洋
碳汇监测与核算问题恐难实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存在资源优势的渔业碳汇并未纳入《海洋碳汇
核算方法》，核算方法的缺位极大地阻却了渔业碳
汇纳入国家核征自愿减排、碳市场交易等后续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尚未有完备的包括蓝碳在内的 10 类
典型生态系统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蓝碳资源的数量、
质量、分布、权属、保护和开发利用状况等基本数
据不清楚，影响了蓝碳资源资本化闭环的实现。
3.2.3　蓝碳交易体系不健全

当前，蓝碳既尚未建立专业性的交易平台，也
未能真正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一方面，各
个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省市的碳汇交易平台多
以传统林业碳汇交易工作为主，蓝碳交易试点工作
刚刚起步，涉及蓝碳交易的交易市场建设、蓝碳计
量及定价机制、具体的交易规范等较为缺乏；另一
方面，蓝色碳汇无法进入全国自愿碳交易市场，当
前蓝碳尚未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方案（CCER），
大部分事实上的蓝碳项目并未实现碳汇商品化，影
响了蓝碳交易项目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也成了蓝
碳纳入碳交易市场的最大障碍，而各蓝色碳汇分布
地区自建区域平台开展的蓝碳交易又普遍存在总量
低、交易规模小等问题。未来，只有建立了全国性
的蓝碳交易市场，设立了合适的蓝碳产品计量和定
价机制后，蓝碳开发才会成为符合经济系统运行规
律的、具有经济价值的高效生产活动，蓝碳生态系
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维系与
增进。
3.2.4　缺乏成熟的法治保障

首先，蓝碳项目产权不明晰。必须承认，成功
的蓝碳项目开展一定是产权制度和其他界定蓝碳生
物资源获取、利用制度的产物。目前，国家层面和

地方层面出台的涉及蓝碳政策性文件主要聚焦蓝碳
的开发利用规划，缺乏蓝碳产权归属定性等规则保
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
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之规定，不符合海洋
功能区划的项目，海洋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海域使用
权申请。由于蓝碳项目尚未纳入国家海洋功能区划，
在法律制度层面无法明确蓝碳项目边界的碳汇权利
问题。这将至少带来 3 个问题：其一，在产权冲突
或者不明晰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蓝碳资源的价值
（包含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将会被严重低估，这
部分蓝碳资源无法得到利用、养护和扩增，甚至因
此而出现公地悲剧。以上提到的中国蓝碳资源退化
及遭受破坏的现实说明，相关的公地悲剧事件在蓝
碳资源领域已经产生。其二，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权利
归属而掣肘蓝色碳汇项目激励计划实施。例如，蓝碳
项目法律权利归属不明，可能直接导致相关项目生态
补偿因受偿主体不明而无法顺利推进。其三，蓝碳纳
入 CCER 缺乏场域权利基础。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
海域使用以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并且使用者获得海域使
用权为前提，故而，取得项目边界内的海域使用权是
社会力量开发蓝碳 CCER 项目的权利基础。且由于蓝
碳项目尚未纳入国家海洋功能区划，项目所有者无法
享有项目边界内蓝碳资源的专有权，其权利受到侵害
时的权利救济自然不易开展。

其次，蓝碳生态补偿制度尚存在空白之处，蓝
碳项目保护与发展的外生驱动力不足。生态补偿是
适用于环境养护等领域的经济政策手段，当前中国
生态补偿立法尚处于草创阶段，作为生态补偿制度
法律基础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依然处于征求意
见稿阶段，《湿地法》《海环法》《环保法》等对
生态补偿虽有涉及，但操作性和系统性不强，无法
发挥生态补偿制度调节蓝色碳汇服务提供者和受益
者之间关系的作用，难以激发社会主体参与蓝碳项
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中国应对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新挑战的重要举措，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关键一环，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及中华民
族的永续发展。总体而言，中国蓝碳资源禀赋优越，
碳汇能力发掘潜力甚大，相关蓝碳研究同期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39］，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进蓝碳保护
与发展工作，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落实国
家减排增汇战略影响巨大。
4.1　保护与发展蓝碳的价值进路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建立合作与和谐的海洋
国际关系为逻辑起点，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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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海洋治理的新型价值观。中国应积极倡导国际社
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增进休戚与共的海洋命运共
同体基本共识，强化海洋碳汇开发与保护事关全球
气候变化应对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认知，提高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蓝碳合作的意识。为此，
应坚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蓝碳保护与发展，
大力加强蓝碳保护与发展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等既有平台，积极搭建
新的蓝碳国际交流平台，以国际会议、专题研讨会、
论坛等多种形式探讨未来蓝碳发展的新思路、新模
式、新业态。
4.2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技术进路

加大蓝碳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其一，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蓝碳理论研究。目前红树林等典
型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机理、监测与核算方式等理
论和方法学研究相对成熟，其中碳汇机理已为国际
社会所普遍认可，而其监测与核算方式业已被部分
国家所践行。中国科学家首倡渔业碳汇、微生物碳
泵以及珊瑚礁固碳等理论距离国际认可还有一段距
离，然而上述 3 项又是中国优势碳汇资源。为此，
不断深化珊瑚礁碳汇、渔业碳汇及微生物碳汇理论
与技术研究，以提升中国相关碳汇机理在国际层面
的认可度和监测与核算方式在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
是下一阶段推动中国优势资源碳汇纳入应对气候变
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工作。其二，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建构蓝色碳汇监测体系。在厘清蓝色碳汇作用机理
等理论基础之上，综合运用遥感检测、固定站点检测、
移动监测等技术手段，依托数字地图等建构蓝碳生
态系统资源数据库，以便于政策制定者对全国蓝碳
资源实现动态监测评估。其三，丰富碳汇价值核算
体系。蓝碳核算是其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方案、
进行碳交易的方法学基础。以推动渔业碳汇纳入《海
洋碳汇核算方法》的技术方案为目标，相关高校、
科研院所、管理部门等应充分发挥科研活力、创新
动力，努力推动渔业碳汇等新型碳汇核算方式的技
术论证工作。其四，实施海洋增汇行动。一方面大
力实施“红树林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如开
展持续退耕还湿等固碳增汇行动，加大滨海湿地公
园、滨海保护区建设力度，拓展蓝碳生态系统存续
空间；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拓展渔业
碳汇存续空间，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
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
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
态环境。
4.3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制度进路 

打通蓝碳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通道是激发蓝碳
生态系统保护活力、提升蓝碳保护参与度、推进蓝

碳保护与发展的重要制度依托。首先，应尽快将蓝
碳纳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方案，为蓝碳进入全国
自愿碳汇交易破除法律障碍，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蓝
碳项目的积极性。其次，积极建构蓝碳生态补偿制
度。努力推动国内生态补偿制度建构，在蓝碳生态
补偿层面，以业已存在的红树林等蓝碳项目为试点，
推进涵盖全部蓝碳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制度再嵌入，
实现蓝碳生态系统保护的货币化激励。再次，积极
建构全国蓝色碳汇交易平台，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建设。以已开展的渔业碳汇交易等为开端，
完善蓝碳交易的全流程要素，一方面积极推动更多
的蓝碳产品上市交易，另一方面为全国蓝色碳汇交
易平台的建构积累经验。最后，积极探索区域性国
际化蓝碳交易市场建设。蓝碳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应不断强化与东南亚等
碳汇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蓝碳合作，通过打造
中国—东盟蓝碳交易中心等，为抢占蓝碳制高点作
出努力。
4.4　保护和发展蓝碳的立法进路

法治是蓝碳事业有序推进的规则保障。针对中
国尚缺乏规制蓝碳的专项法律法规这一基本现状，
建议加快制定完善蓝碳有关的法律制度，明确蓝碳
适用标准、产权归属、蓝碳交易等相关立法，为发
展蓝碳提供基础性法治保障。首先，应将蓝色碳汇
的保护纳入海洋开发和保护的总体框架，保护与拓
展蓝碳生态系统的海域空间。在《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2011—2020 年）》到期、新的海洋功能区划正
在筹备之际，有必要应将蓝碳项目纳入海洋功能区
划之中，为蓝碳项目奠定海域使用权基础。其次，
完善蓝碳生态补偿立法。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的出台，明确包括蓝色碳汇在内的碳汇生态补偿法
律依据，系统性建构生态补偿法律框架；同时，做
好与《海环法》《湿地法》等上位法律的衔接工作，
避免法律冲突。再次，夯实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础、
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最大效能。在积极落实《关
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和《生态
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等文件的基
础上，大力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暂行）》
的落地，严守蓝碳生态系统安全边界至关重要。最后，
在一些具体操作上可以充分发挥海南省、厦门市等
蓝碳发展试点省市的法治创新优势，用好用足立法
授权，在试点省市先行制定关于蓝碳交易、蓝碳项
目养护等相关立法，以法治为蓝碳发展保驾护航。

5　结语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速度远超人类预期，积
极采取多种手段自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终端
拓展温室气体的汇以应对气候危机比任何时候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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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紧迫。蓝碳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应对气候变
化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利用海洋生态系统减缓
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机会。目前，各个蓝碳资源
大国纷纷将目光投向蓝碳理论研究、蓝碳资源养护
等领域，冀望在国际层面能争夺到更多的规则制定
话语权，以为本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博取更多的辗
转腾挪空间。可以说，大力发展蓝色碳汇、开展蓝
碳国际合作已经是相关国家为应对气候危机而角逐
的新领域。中国红树林等蓝碳生态系统存量甚大、
渔业碳汇等拓展空间广阔，发展蓝碳事业的优势得
天独厚。面对时代命题，需要充分认识蓝色碳汇的
价值和潜力，多举措促进蓝碳的保护与发展，这对
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价值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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