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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以自然为基础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是有效实现减排的必

然选择。生态系统碳汇的增加可以缓解生产生活减排压力。随着我国碳双控制度完善，拓展碳汇资源对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蓝碳资源保护利用问题逐渐获得重视，但其治理问题仍有待进一

步探索。在分析我国蓝碳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蓝碳立法、发展蓝碳产业、实

施蓝碳修复、拓展蓝碳市场四位一体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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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peak carbon neutrality, 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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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based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pla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effectively achiev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increase of ecosystem carbon sink can ease the pressur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emission reduc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arbon double control degree, the expansion 
of carbon sink resour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lue carbon resourc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 but its governan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a’s blue carbon resour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blue carbon legislation, develop the blue carbon industry, implement the 
blue carbon restoration and expand the blue carb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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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温室气体减排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2021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碳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完善，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控

制指标。在碳排放强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何在碳排放总量限制之下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容量空

间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作为提升碳达峰碳中和能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在

生物碳汇中，海洋蓝碳具有重要地位。 
海洋蓝色碳汇开发与保护具有生态、气候、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国内关于蓝色碳汇开发和保

护的研究主要受到国家气候政策的影响。随着我国 2015 年以后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温室气体减排的

政策约束趋于严格，在海洋蓝碳开发与保护长期性的影响下学术界对相关技术的关注从低碳技术逐渐拓

展为蓝色碳汇，从而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各类蓝色碳汇均得到一定程度关注，其功能和价值逐渐得到

认可。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加紧 BECCS、沿海蓝碳、陆地碳去除与封存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改善现

有负排放技术，增加其负排放容量，降低成本，减少负面影响。 

2. 蓝碳资源概况及其治理问题 

海洋蓝色碳汇主要源于盐沼湿地、红树林、海草床、渔业碳汇和微型生物碳泵等 5 类碳汇。我国是

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盐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的国家之一。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

有机碳的固存起着重要作用。据估计，保护现有的蓝碳生态系统可防止 304TG CO2e/年，到 2030 年，大

规模恢复可额外减少 841TG CO2e/年，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的 3% [1]。与领土碳汇类似，蓝色碳

汇也可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海岸保护和渔业增强等协同效益。例如，萨瓦尔(2022)和瓦希德等

(2023)指出，蓝色经济因素，包括渔业、海洋贸易和海洋旅游，在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 [3]。 
林婧(2019)认为增加海洋碳汇是实现碳中和与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手段之一，我国需强化保护和

发展蓝碳行政行为的规制，保障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健全蓝碳监管机制，明确规定包括新建项目蓝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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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保护和发展蓝碳规划制度等在内的有关蓝碳行政法律制度[4]。陈光程等(2022)认
为蓝碳保护存在制度困境，并且主要表现在气候融资机制效能有限，蓝碳资源产权不明晰，以及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制度实现面临挑战[5]。韩立新等(2022)认为蓝碳开发和保护亟需按照蓝碳原理保护和恢复盐

沼湿地、红树林、海草床，增进微型生物碳泵的储碳功能，并建设可持续性海洋牧场等重要海岸带生态

系统[6]。在蓝碳治理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政府、企业、个人均发挥重要作用，需要科学的政策体系以形

成系统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资本和人才朝着碳中和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推广应用方向快速汇集[7]。海洋

具有巨大的碳汇潜力，但仅靠目前的海洋自然碳汇难以对碳中和产生显著影响，亟需通过海洋负排放技

术实现其储碳潜力。但是，对于蓝色碳汇的推广应用应当综合考虑技术、成本以及相关技术的综合的影

响。市场机制是实现蓝碳及蓝碳生态系统价值的有效途径，对于发挥蓝碳生态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拥有丰富的蓝碳资源，目前我国的碳汇交易多以林业碳汇的形式出现，蓝碳

交易相关工作起步较晚，与之相关的规章制度、行业规范相对缺乏，蓝碳市场还未形成。加强营造蓝碳

碳汇项目开发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鼓励社会资金投资或购买项目生产效益，拓宽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资金渠道等

措施，推进我国蓝碳碳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海洋蓝碳资源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3.1. 海洋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据相关机构对部分海域生态环境的监测，约有 86%被监测的河口、海湾、珊瑚礁等生态系统处于亚

健康和不健康状态，而各类海岸海洋工程，包括围填海造地、油气开采等开发活动强度的增加进一步造

成海洋自然生境衰退甚至丧失，严重危及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8]。在 2021 年 4 月联合国发布

的《第二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报告》中指出，过去的 50 年间，全球低氧海域的面积增加了两倍；近 90%
的红树林、海草和湿地植物，以及超过 30%的海鸟面临灭绝威胁；海洋对全球气候的调节作用正在被削

弱；过度捕捞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889 亿美元。总之，中国近岸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环境污染、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现实情况，生态环境不容乐观，海洋生态系统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这不利于蓝色碳汇发展。 

3.2. 蓝色碳汇专门性立法缺失 

通过社会调研中社会公众主要关注的蓝色碳汇保护问题以及梳理现存法律法规，可以发现虽然蓝碳

保护渗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的各个方面，但并未建立针对海洋碳汇资源全面而完整的保护目标。现有

的法律未将这一碳汇资源单独列为需要保护的法益，对海洋碳汇资源也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法律责

任承担方面，对蓝碳资源造成破坏时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由于蓝碳资源一旦遭

到破坏，对其进行修复和补救是十分困难且复杂的，仅仅通过“责令改正”的方式并不能够使得权益的

损害得到弥补，罚金的数额也远不能够令蓝碳资源的生态属性和固碳能力恢复至先前的状态，更不能补

偿蓝碳遭受破坏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损失。为此，应制定蓝碳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对蓝碳资源的保

护从保有到救济做出完整而具体的规定，并将蓝碳市场交易法规和碳捕获法等纳入其中。 

3.3. 蓝碳政策不均衡 

通过对蓝碳政策进行分析，蓝碳政策工具包含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为蓝碳保护、

修复与创造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支持。根据对相关文件的文本分析，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整体

的 69.3%，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整体的 21.9%，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整体的 8.84% [9]。三

种政策工具应用情况整体呈现较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在制定蓝碳政策时较偏向于环境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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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工具。从单个政策工具应用上看，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应用过溢，计划规划、监督管理、公众参与应

用频繁，政策宣传、生态补偿、金融财政应用较薄弱。 

4. 蓝碳资源保护利用的四位一体路径 

蓝碳资源的多样性以及蓝碳效益的多元性决定了蓝碳资源发展需系统推进，发挥蓝碳资源环境、经

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基于蓝碳资源状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发展需求，可从蓝碳产业发展、蓝

碳修复、蓝碳市场四个方面统筹推动蓝碳资源发展建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优势。 

4.1. 完善蓝碳立法 

以《海洋环境保护法》基础，在法律条文中进一步体现蓝碳资源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地位并设置相

应的条款就其开发利用和保护做出规定。同时，采用陆海统筹思想，就滨海湿地等特殊蓝碳资源设置特

定的协同治理制度。在气候变化应对、碳交易市场、渔业发展、海洋行政执法、涉海环境公益诉讼等立

法、执法或司法方面，充分体现蓝碳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思想，建立完善的蓝碳资源保护利用法治体系，

为我国蓝碳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提供制度基础。 

4.2. 发展蓝碳产业 

渔业资源是蓝碳资源发展建设的优势资源。为增加渔业碳汇，充分发挥渔业资源优势，可以把蓝碳

资源培育拓展与渔业发展相结合，提升海洋渔业碳汇发展质量。通过“海洋牧场”升级转型，实施一系

列生态工程建设如人工渔礁、增殖放流等活动，实现对渔业资源的增殖和养护。以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为基础，出台激励措施，调整水产品结构，培育含碳量高的贝藻类生物，提高当地的海洋碳汇能力。

另外，蓝碳资源保护与培育有助于提升和丰富海洋旅游的资源基础色。以蓝碳旅游为标志，可以整合各

类海洋旅游资源，将蓝碳资源培育、蓝碳景观打造、蓝碳游憩利用相结合，形成蓝碳旅游特色。 

4.3. 实施蓝碳修复 

蓝碳修复是巩固提升蓝碳资源发展资源基础的关键措施。蓝碳资源长期面临近海富营养化、填海造

陆、海岸工程以及不合理的养殖或捕捞活动的影响，其资源基础和碳汇功能受到损害。有研究统计，现

有蓝碳资源及生态系统缩减速度远大于热带雨林。目前全球 1/3 以上的海草床已完全退化，每年消失速

度超过 7%，是热带森林的 2~15 倍[10]。为充分发挥蓝碳的碳汇功能并提升其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能

力，大规模的蓝碳资源修复成为重要选择。结合资源实际和保护现状，可重点修复滨海湿地和海草床生

态系统，通过强化保护区管理、修复自然岸线、湿地生境修复与物种恢复等方法提升蓝碳碳汇功能。 

4.4. 拓展蓝碳市场 

蓝碳市场是市蓝碳资源发展建设可持续发展必要保障。碳市场是实现碳汇资源经济价值的核心机制，

能够为蓝碳保护和修复提供市场化融资渠道。当前我国蓝碳市场建设正处于试点阶段，广东、海南、福

建、山东等省份部分地区正在探索或者初步开展了蓝碳市场建设。蓝碳市场主要包括资源市场和履约市

场两种类型。可以蓝碳资源交易市场为基础积累市场交易经验，在条件成熟时争取将蓝碳纳入履约市场，

使之成为抵销碳排放份额的重要碳汇资源。考虑到蓝碳的多重生态和经济价值，在进行抵销时可设置更

高的抵销系数。 

5. 结论 

在双碳目标以及碳排放双控成为重要约束指标的背景下，蓝碳资源发展建设对于拓展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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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空间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蓝碳以海洋与滨海生态系统为基础，是实现碳中和的重

要碳汇资源。蓝碳立法、蓝碳产业、蓝碳修复和蓝碳市场四位一体推进蓝碳资源发展建设将有助于提升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程度，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

的多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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