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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汇又称“蓝碳”，是将海洋作为一个特
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
程和机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会在2009年发布了《蓝碳：健康
海洋对碳的固定作用——快速反应评估报告》，
正式提出了“蓝碳”的概念报告，指出在世界上每
年捕获的碳，即光合作用捕获的碳中，一半以上
(55%)由海洋生物捕获。

海洋碳汇量系权属清晰的海域养殖在一定
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该碳汇量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海洋碳汇
经济价值核算办法》，经第三方机构监测评估、认
证、海洋与渔业局备案、海洋碳汇交易部门登记
的海洋碳汇量而制发的具有收益权的凭证，暨蓝
色碳票。蓝色碳票赋予交易质押、兑现、抵消等
权能，单位为吨(以二氧化碳当量衡量)。

福建作为海水养殖大省，海岸线曲折，在海
洋碳汇标准探索实践中，不仅利用省级海洋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实施了多个海洋碳汇研究项
目和课题研究，还开展了“蓝碳”调查与评估，在
三沙湾霞浦海域选择大型藻类开展碳汇调查和
评估试点。2022 年，福州连江完成了全国首宗
15000吨海水养殖碳汇交易项目，打响了全国海
洋渔业碳汇交易第一枪。

全国首张蓝色碳票在福州颁发
海洋(渔业)碳汇高峰论坛在福州举办，首张蓝色碳票获得者为福州一海带产业化龙头企业

印度列车脱轨相撞事故已造成至少288人死亡

习近平向印度总统、总理致慰问电

瓷中美人 美了上千年
海都记者探访博物馆里的梅瓶，了解“天下第一瓶”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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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海洋(渔业)
碳汇高峰论坛在福州海峡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论坛
举办期间颁发了全国首张
蓝色碳票，同时颁发了蓝
色零碳展会碳中和荣誉证
书，进一步释放福州市海
洋碳汇潜力，为全国乃至
国际提供海洋碳汇“福州
经验”。

记者现场了解到，福建
亿达食品有限公司作为福
州本土的海带产业化龙头
企业，率先在福州（连江）碳
汇交易服务平台完成了第
一笔的海洋碳汇确权登
记。会上由连江县委书记
陈劲松向福建亿达食品有
限公司颁发全国首张由海
渔部门备案确认的蓝色碳
票 ，这 张 蓝 色 碳 票 涉 及

171.7966公顷蓝色海域，折
算成碳减排量 27456吨，为
海洋碳汇多元化交易提供
更多“中国方案”。

“目前，连江县累计碳
汇交易量超过 6万吨，经济
收入累计超过 40万元。”连
江县副县长张记欢表示，连
江作为全国水产大县、省市
重要沿海县份，水产品产量
多年稳居全国第二，凭借丰

富的碳汇储量，连江接连创
造了多个“第一”——完成
全国第一宗海洋渔业碳汇
交易，上线全国第一个县级
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出
台《福州市连江县海洋碳汇
管理暂行办法》。

同时，兴业银行福州分
行连续两年向渔博会赠予
海洋碳汇。

此次经中碳（福建）生

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核 算 ，
“2023海峡(福州)渔业周·中
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通过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捐
赠 1000吨“海洋碳汇”的方
式抵消本次展会活动产生
的全部温室气体，实现本次
会议活动碳中和，达到零碳
活动目标。兴业银行福州
分行被海峡资源环境交易
中心授予碳中和荣誉证书。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此次海洋(渔业)碳汇高峰
论坛，就探索完善蓝色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
挥海洋（渔业）在应对气候
变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的重要作用，福建福州
海洋碳汇实践等方面多角
度展开讨论。多位知名专
家学者在现场或通过视频

连线等方式共同参与。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

门大学讲席教授焦念志认
为海洋负排放是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技术路
径之一，通过国际合作协
同攻关、多学科交叉融合，
探究海洋负排放过程机
制，为全球海洋碳负排放
提供智慧方案。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
士孙占学、中国海洋工程
研究院副院长胡学东、自
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
副处长王宇星、北京中创
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唐人虎、集美大学极地
与海洋研究院院长祁第，
分别以蓝碳的存在问题与
发展前景、蓝碳生态系统

碳汇计量监测工作及思
考、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的
蓝色碳汇价值实现路径、
福州海洋（渔业）碳汇普查
与碳中和潜力评估等为题
作主旨报告，介绍了他们
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实践与
成果，从多个角度为推动
我国“碳汇渔业”发展建言
献策。

连江碳汇交易量，累计已超过六万吨

专家学者共话，探索海洋碳汇发展模式

蓝碳□名词解释

连江县大力发展海产
养殖，图为2022年9月乾
动1号在定海湾海域投放

企业代表（左）上台领取全国首张蓝色碳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