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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从多方面入

手。通过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以及生态保护等重要方式和手段，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健康稳定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以蓝碳经济为研究对象，旨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

及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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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human living standards,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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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 mul-
ti-faceted approach is requir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protect the health and st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important ways and means 
such 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
ic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blue carbon econom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and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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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目标 

在能源危机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因此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已经成

为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我国是人口众多，重农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对于生物质资源来说我

们也应该更加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进行快速转变发展模式并且实现

产业升级换代速度加快；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内环境污染也开始不断加剧因此我们必须要对污染的

源头和处理方式进行研究。而蓝碳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它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对于其

开发利用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与习惯等多

种因素都影响着生物质能需求量及其变化趋势(如：温室效应、大气污染)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压力和挑

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思路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是通过对蓝碳发展的趋势和国内外经济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环境污

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并根据所发现问题指定相对对策。 
首先，介绍蓝碳相关概念并阐述国内外关于该课题领域研究成果综述；接着，讨论蓝碳经济的国内

外经验；最后，根据理论基础提出蓝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2. 概论 

2.1. 蓝碳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2.1.1. 蓝碳 
蓝碳(Ocean Blue Carbon, OBC)广义上是指海洋生物在自身和微生物的作用下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

行吸收转化并将其长期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和机制[1]，主要指盐沼湿地、海藻床、红树林三种植被

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 
蓝碳的概念早期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09 年《蓝碳：健康海洋对碳的固定作用》的报告中正

式提出，明确了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公众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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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2.1.2.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完整的表达是资源循环型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

模式。强调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

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2.1.3. 能源与资源 
能源指可以产生能量的物质资源，例如燃料，石油加工产品和电力。这些都是可利用的能源来源，

因为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其他为特定的用处种类的能源。 
能源资源的生产与消费对于世界经济非常重要。无论是生产商品，提供运输，使电脑和其他设备正

常运作，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能源资源，可以说是工业时代重要生产资料之一。 

2.1.4. 蓝碳产品 
近年，海南重视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推进蓝碳基础研究和机制创新，于今年初成立海南国

际蓝碳研究中心。海南首个蓝碳生态产品交易 2022 年 5 月 31 日完成签约，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蓝碳资源

价值转化实现实质性突破。本次交易的蓝碳生态产品是位于海口市三江农场的红树林修复项目，由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实施。蓝碳的研究和推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理论研究、碳汇开发、

交易规则建设和价值转化等方面进行创新；同时鼓励多方参与，深化对外合作，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

国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靓丽名片[3]。 

2.2. 国内蓝碳概况 

“十三五”以来，在中国蓝碳的重要性也在逐渐提高。最开始，海岸带生态系统是国家发展蓝碳的

重点，包括 2016 年的“南红北柳”湿地修复工程，2020 年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修复

三种典型滨海蓝碳生态系统的要求写入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海洋碳汇已

成为全世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近期，湛江的一片红树林成为了全国首个蓝色碳汇的碳交

易项目，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非常必要[4]。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体，它储存了大量地球上的二氧化碳，估计储存量为 40 万亿吨，约全球的

93%，每年清理了 30%以上的排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海岸带植物生物量只是陆地植物生物量的 0.05%，

但每年的固碳量却与陆地植物相当。我国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和 1.8 万公里的大陆岸线，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盐沼这三大蓝碳生态系统的国家之一，670 万公顷的滨海

湿地也为蓝碳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常年位居世界首位，贝类和大型藻类产量占总产

量 85%左右，不仅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还能消氮除磷、净化海水，贡献了优质的食物和工业原料(林伯

强，2021)。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于“蓝碳”这一新兴概念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研究结果表明，蓝碳可以通过工业化

生产活动轻松实现商业化[5]。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解释了两种或多种资源数量之间的技术关系，经常

用于讨论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公共项目的投入和产出[6]。不用说，它可以用来模拟蓝碳合作的好处。 
对于蓝碳的管理与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未来趋势，许多研究通过对蓝碳生态系统分布、碳封存和碳

储存状况以及国际合作的具体分析，得出了对蓝碳合作效益的衡量标准。Vierros (2017)建议管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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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碳生态系统，以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从业者之间的合作[7]。Wang (2017)分析

了广东省发展蓝碳资源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义[8]。Zhang and Wang (2018)分析

了沿线国家蓝碳合作机制，包括多国政府应对和保护全球气候的共同愿望的驱动力[8]。Zhang (2017) 讨
论了沿海生态系统的碳循环结构和功能特性、碳汇形成过程和机制，重点研究了沿海生态系统的碳封存

过程、调控机制和渐进式封存模型。Zhou (2016)从蓝碳生态系统的类型和特征、碳封存潜力和威胁等多

方面对中国沿海地区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为实施基于海洋环境的合作和保

护提供了一种机制，支持合作监测和减少海洋污染。 

3. 国内外经验 

3.1. 注重相关政策供给 

蓝色碳汇的相关政策、规划及举措是提升海洋技术和服务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为构建蓝色碳汇经济

新模式和蓝色碳汇产业链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2014 年 CI，IUCN 等组织发布的《海岸带蓝碳：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碳储量与释放因子评估方法》

为全球海岸带三种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评估方法的业务化应用开展提供了操作指南。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提出“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

系及交易机制”。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海洋局《“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明确提出将“加

强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和“加强蓝碳国际合作”作为未来“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重

点之一。 
2020 年深圳大鹏新区《海洋碳汇核算指南》是全国首个海洋碳汇核算指南。主要依据《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湿地指南、《沿海湿地创造方法学》《潮汐湿地和海藻地修复方法学》的主

要原则，参照《国家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深圳市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的主要框架，

结合大鹏海域实际情况，针对海洋生物和滨海湿地的碳汇总量构建了核算体系。并重点筛选出红树林、

盐沼泽、贝类、藻类等 7 个可交易碳汇类型及 11 项碳汇指标，选取 17 项排放因子，明确了数据来源与

途径，构建了质量控制指引，确定了统一的报告形式。但目前深圳市排放交易所正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

究院协同推动《海洋碳汇核算指南》成为深圳市地方标准，全国性统一的标准仍有待建立。 

3.2. 推进海洋技术创新 

要实现蓝色碳汇经济发展，走低碳发展路线，就必须推进海洋科学技术创新。目前，中国蓝碳研究

已走在世界前列。焦念志团队提出的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理论框架，基于 MCP 理论，针对中国近海富营养

化情况，在陆海统筹理念指导下，合理减少农田的氮、磷等无机化肥用量(目前我国农田施肥过量、流失

严重)，从而减少河流营养盐排放量，缓解近海富营养化[9]。在固碳量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减少有机碳的

呼吸消耗，提高惰性转化效率，使得总储碳量达到最大化。即，谋求生物泵(BP)与 MCP 总量最大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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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国际海洋科学研

究委员会(SCOR)设立了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理论科学工作组，由我国科学家领衔，成员包括来自 12 个国

家的 26 名科学家。此外，我国科学家还在著名国际学术品牌美国“戈登论坛”发起并获批设立“海洋生

物地球化学与碳汇”永久论坛等，都彰显了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理论及其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标志着我国

在海洋碳汇领域走在了国际前沿。 

3.3.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前瞻产业研究院盐城项目组对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园区重点企业、江苏海洋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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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了扎实详细的调研访谈工作，结合桌面研究的成果，项目组提出中韩(盐城)产业园临港产业配套区

将以打造“中国中部沿海海洋经济中韩合作新高地”为总体定位，以长三角北翼现代物流区域性枢纽港、

中韩(盐城)产业园配套物流中心、海滨康养文旅目的地、中国海洋产业特色发展聚集区四大功能定位作为

支撑，发展临港配套物流业、海洋产业、文旅康养，并以海洋生命大健康科技产业新城作为核心区，延

伸发展新能源汽车、海水淡化装备、海上风电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10]。 
舟山长峙岛海洋产业开发提出，要坚持临港先进制造业与海洋现代服务业并举、发展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重，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目前舟山已形成集船舶设计、制造、修

理、船配件制造、船舶及船用商品交易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浙江舟山船舶产业集聚区入选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第三批)。 

3.4. 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碳交易机制能够发挥蓝色碳汇的功能，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利用市场机制优化碳排

放空间资源配置，激发企业、公众参与海洋环境治理。 
北京成立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开展碳汇造林、森林经营等活动，将林木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记入企

业和个人碳汇账户，推动碳汇成为商业性的项目。上海试点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行现货交易与碳配额远

期产品等金融衍生品，逐步建成具有碳排放管理特点的交易制度与服务于碳排放管理的交易市场，推动

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建设稳步推进。 

3.5. 拓展国际交流合作 

蓝碳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从全球层面来看，主要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趋

势。2015 年，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巴黎协定》，规定明确国家自主贡献减缓气候变化，

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在 21 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和。而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减排增汇，推动蓝碳

发展，尤其是推动蓝碳国际合作[11]。 
从国内发展层面来看，中国于 2020 年 9 月向世界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目标。中国要向全球履行“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要推动自身产业向低碳甚至零碳方向发展。

中国正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推动蓝碳国际合作，将促进海洋产业的蓝色高质量转型与发展。 
中国与东盟可以加强在蓝碳环境修复领域的合作，可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修复珊瑚礁、红树林、

海草床、海岸带河口、海岸沙丘以及加强相关湿地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保护好自

身的蓝碳资源优势，增加碳汇。 
另外，还可推动海上新能源产业领域合作。2021 年，中国宣布不在海外新建煤电项目。许多东盟国

家海上能源丰富，可积极利用海上风能、海洋温差能、海洋波浪能、海洋潮汐潮流能等，构筑“蓝色”

能源体系，有利于保障自身生活与生产安全。 

4. 蓝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蓝碳经济的发展与战略 

全球至少有 151 个国家包含一种蓝碳资源，71 个国家包含三种以上蓝碳资源，其中 20%~50%已经

遭到破坏或正在退化[12]，海洋的碳汇能力持续衰退，甚至开始出现向碳源转化的风险，这给全球气候治

理带来难以预估的挑战。降低和修复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当前阻止蓝碳生态系统退化、防

止海洋成为排放源的主要思路。一是减少陆地施肥及营养盐入海，阻止近海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呼吸作

用加剧，防止营养盐刺激海洋微生物降解更多有机质；二是保护和修复蓝碳生态系统，包括土壤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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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恢复。有研究表明，恢复那些已经遭到破坏或正在退化的蓝碳资源及其生态系统可以为控制 2℃
温升提供约 14%的减排潜力[13]。 

我国也有同样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的开发速度过快导致近岸海域的环境压力增加，海岸

带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逐渐退化，蓝碳生态系统及其碳汇功能也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推动蓝碳科技

发展，将促进我国海岸线的保护修复，实现点状保护向全面保护转变。通过把碳汇价值纳入经济活动，

将极大提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改变保护观念，推进海洋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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