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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推动海洋碳汇成为
实现碳中和的新力量

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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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这一重要宣示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实现碳中和已然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

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任务。

一万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曾经长期保持 280 ppm（1 ppm 为 10−6）左右。工业革命后，不断加剧的人类

活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工业生产等排放的二氧化碳源源不断地进入大气，导致二氧化碳浓度一路攀升，2019 年

更是突破 410 ppm 大关。在地球历史长河中，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要追溯到 300 万年前的中新世。当时，地球

温度比前工业时代高出 2℃—3℃，海平面至少高出 15—25 m。由此可见，如果不对人类行为加以约束，我们将

面临何等严峻的气候风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就开始致力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共同行动。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

定》，各国外交博弈在曲折中艰难前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我国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事业的积极的倡导者和践

行者。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碳强度较 2005 年降低约 48.1%，非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 15.3%，均已提前完成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 2020 年目标。如今，碳中和目标的庄严

承诺，更是彰显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雄心和决心。

顾名思义，碳中和是指大气中增加的温室气体量与减少的量相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吸收达到平衡。温室气

体增加的量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消耗，而减少依靠的则是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吸收和固定。目前，我国二氧化

碳年排放量约为 125 亿吨，居世界首位，未来大幅减排的压力不小，因此需要在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能源结构、

节能降效等方面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大力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自然界”来帮帮忙。

陆地和海洋是地球重要的碳汇，每年吸收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量。如能提升碳汇功能，固定更多的碳，将会

分担部分减排的压力。针对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和潜力开展的科学研究较多，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早

在 1997 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就允许各国通过人工造林、森林和农田管理等人为活动导致的“碳汇”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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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在我国，通过持

续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大幅增加了森林

碳汇，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陆地生态系统，海洋的固碳能力毫不逊色。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

《蓝碳：健康海洋对碳的固定作用——快速反应评

估》报告就指出，海洋生物具有固碳效率高、储存时

间长的独特优势。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上，加强海洋的减缓和适应行

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有望被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成为未来气候变化应对的又一重要措施。

尽管海洋碳汇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从理

念到行动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陆地碳汇相比，我们对

海洋碳汇的储量、速率、过程机制和功能缺乏足够的

了解，尚未建立起专门的观测和评估体系，难以做到

“可衡量、可报告、可核查”。因此，需要加强科学

研究和监测，建立健全海洋碳汇的核算体系，形成系

统的海洋碳汇核查理论、监测指标和评估方法。通过

科学进步，凝聚更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我国海洋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海洋和

海岸带生态系统丰富多样。然而，几十年来，受到富

营养化、填海造陆、沿海开发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我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与 20 世

纪 50 年代相比，我国红树林面积丧失了 60%，珊瑚

礁面积减少了 80%，海草床绝大部分消失。“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固碳能力自然也无从谈起。增加海

洋碳汇首先在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从某种意义上

讲，保护海洋就是最有效的固碳方式。

近年来，渔业碳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原理

是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

化碳，并通过收获把这些碳移出水体，达到负排放的

功效。我国是海水养殖大国，养殖面积和产量均居世

界首位。随着现代立体养殖、深远海养殖等关键技术

的突破，广阔海域具有了巨大的空间潜力。通过筛选

高效良种，构建增汇模式，蓝碳产业未来可期。

海洋碳汇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取决于产学研各界

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支撑。我

国前期探索值得称道，后续应加强群策群力，尽早形

成中国方案，充分激发海洋碳汇的价值和潜力，为兑

现我国碳中和承诺不断努力实践，从而彰显负责任大

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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