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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功能 

蔡爱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要控制

碳排放、脱碳发展，也要发挥自然生态系统在碳吸收方面的作用。随着对海洋生态系统碳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蓝

色碳汇越来越受到重视。滨海湿地作为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强大的固碳能力，可以高效

地吸收和储存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江苏拥有 954公里海岸线，各种类型的滨海湿地（如盐沼、滩涂）面积达 528.75

平方千米，滨海湿地资源较为丰富。因而，我们应充分利用丰富的滨海湿地资源，加强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研究，

助力江苏低碳绿色发展。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固碳能力远远超过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其固碳原理和固碳能力如下。 

滨海湿地的固碳原理。根据研究发现，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在固碳速率和固碳稳定性方面比陆地生态系统更具有优势。在陆

地生态系统中，随着植物的不断生长和土壤有机质的不断累积，会在几十年到百年的短周期内，植物和土壤呼吸释放的碳与通

过光合作用吸收的碳达到平衡，系统的净固碳能力趋向于零。但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却与之有着极大的不同，滨海湿地中由

植物凋落物等形成的沉积有机质在海水潮汐作用下分解速度减缓，且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沉积物会不断增加并被埋藏到更

深的土层中，其中蕴含的碳会在百年到上万年的时间周期内处于稳定状态而不会被释放回大气中，形成稳定持久的储碳。另外，

滨海湿地与淡水湿地相比，海水中的硫酸根离子更能够有效抑制滨海湿地中的甲烷等含碳气体的排放，减少碳排放量。因此，

从滨海湿地的固碳原理看，滨海湿地具有强大的固碳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实现“碳中和”的宝贵资源。 

滨海湿地的固碳能力。根据研究表明，滨海湿地的固碳能力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上的沉积物的碳埋藏速率和水平方向上通

过潮汐作用与海水中的无机碳、溶解有机碳和颗粒碳的交换。从垂直方向看，全球滨海湿地的碳埋藏速率大约相当于人类活动

每年碳排放量的 0.6%。按照单位面积碳埋藏速率计算，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碳埋藏速率分别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15倍、50倍。从水平方向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在潮汐作用下，大量的无机碳、溶解有机碳和颗粒碳不断地输入海洋，远远超

过沉积的有机碳。从这个意义上讲，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蓝色碳汇功能。 

针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和中国固碳减排的庄严承诺，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实现生物多样性，放大滨海湿地蓝色碳汇功能，从而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

“碳中和”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提升战略地位，强化滨海湿地蓝碳顶层设计。充分认识滨海湿地蓝色碳汇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

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在实现国家“碳中和”中的战略地位。加强滨海湿地蓝色碳汇顶层设计，将滨海

湿地蓝色碳汇作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保护海洋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把滨海湿地蓝色碳汇视为重要的公共资源

纳入海洋管理体系，研究出台省级滨海湿地蓝色碳汇发展总体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不断加大蓝色碳汇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设

立专项发展基金，创新体制机制，为滨海湿地蓝色碳汇提供人才、资金、制度等保障。 

采取保护措施，提高滨海湿地蓝碳增汇能力。加快实施滨海湿地蓝碳增汇工程。在现有的滨海湿地保护的基础上，深刻总

结和借鉴国内外滨海湿地蓝色碳汇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的先进经验，大力实施滨海湿地蓝碳生态环境重建。根据江苏滨海湿地

的不同类型，运用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不断抢救已被破坏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实施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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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退养还滩等工程，开展海洋综合管理，坚决治理滨海湿地内的养殖、围堰等行为，推动生态系统修复。因地制宜建立滨

海湿地开发模式，构建以现代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为依托的生态产业体系，全面提高滨海湿地经济发展的综合效

益，实现合理的生产布局，使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同步达到最佳水平。 

强化监测研究，完善滨海湿地蓝碳标准体系。组建、引进专业研究机构和科研团队，对江苏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开展实地

调查、监测和研究，全面了解掌握全省滨海湿地类型分布、固碳速率和碳汇潜力评估方法。创新蓝色碳汇监测技术，建立蓝色

碳汇评价标准体系，打造全球滨海湿地蓝色碳汇研究“江苏样板”，为全国乃至全球开展滨海湿地蓝色碳汇研究提供经验参考。

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滨海湿地蓝色碳汇研究网络和数据网络建设，促进滨海湿地蓝色碳汇研究数据共享，

为全球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标准化研究贡献智慧和力量。 

利用市场手段，创新滨海湿地蓝碳交易制度。从国际碳汇市场发展的趋势看，蓝色碳汇交易必将被纳入到碳汇市场交易当

中，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效益。根据北京、武汉等碳排放权电子交易所的交易数据看，每吨二氧化碳在绿碳交易中的价格为 50元

到 100 元，有着相当大的经济价值。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做好固碳增汇工作，积极探索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交易制度。充分

借鉴国际经验，出台税收、生态补偿等激励机制，打造信息交易平台，创新交易规则和交易模式，拓宽蓝色碳汇项目融资渠道，

加快构建一套完善的滨海湿地蓝色碳汇交易制度。 

优化发展环境，营造滨海湿地蓝碳发展氛围。加强滨海湿地蓝色碳汇宣传教育，提升人们对滨海湿地蓝碳的认知度，营造

浓郁的蓝碳发展氛围。在宣传方面，应构建蓝碳宣教网络，多渠道普及蓝碳知识，动员号召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滨海湿地蓝

色碳汇建设中来。积极推动组建产业联盟和专业服务机构，引导社会力量和资金参与到滨海湿地蓝碳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管

理当中。在教育方面，应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业师资力量，为滨海湿地蓝碳发展培养高端

专业人才。 

加强国际合作，增强滨海湿地蓝碳发展力量。充分利用黄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放大世遗效应，深入推进向

海发展，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推动构建环黄海生态经济圈，高质量打造世界级生态会客厅。定期组织召开以滨海湿地蓝色

碳汇与“碳中和”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学习滨海湿地蓝色碳汇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深度参

与国际生态治理对话，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和国际场合宣传推介滨海湿地的蓝色碳汇功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滨海湿地蓝色碳汇

生态系统保护、利用的共识，持续增强滨海湿地蓝碳发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