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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舟山市海洋碳汇（蓝碳）开发及交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充分挖掘海洋碳汇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构建海洋碳汇

交易机制，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蓝

碳富民新路径，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科学、规范的海

洋碳汇管理制度体系，保障海洋碳汇的开发和交易有序运行，舟

山市生态环境局起草了《舟山市海洋碳汇（蓝碳）开发及交易管

理办法（暂定名）》（草案，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制定《办法》是本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绿色发展理念，

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随着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和贯彻实施，“海洋碳

汇”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出

现在多个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中。2015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海洋碳汇开发

和利用的有效机制”。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

汇试点”，启动了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验计划。2017 年 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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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洋碳汇交

易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顶层设计方面的战略支持。2021 年 9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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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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整体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固碳能力；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

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制定《办法》是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举措。

制定《办法》是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动舟山市实现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林业、海洋碳汇交

易”。2021 年 11 月，市政府印发《舟山市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当好海洋强省建设主力军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明确

提出要谋划建设一批蓝碳示范项目、试验基地。2023 年 3 月，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会印发《浙

江省海洋碳汇能力提升指导意见》〔浙发改环资函（2023）118

号〕，其中明确提出“探索构建海洋碳汇交易体系”重点任务，

包括“研究海洋碳汇交易的制度设计、实施路径、能力建设等。

鼓励沿海市县开展海洋碳汇交易试点，建立并完善海洋碳汇项目

的申报、经营、核证等程序，探索完善海洋碳汇交易项目规范化

管理机制，保障海洋碳汇权属主体权益。《舟山市海洋碳汇（蓝

碳）交易机制构建实施方案》明确将“探索构建舟山市海洋碳汇

管理制度”作为重点任务之一，通过研究制定《舟山市海洋碳汇

开发及交易管理办法》，建立海洋碳汇项目管理、碳汇核算和审

核、登记、交易和监管等基本制度和支撑体系，为全过程开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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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碳汇项目开发提供保障。制定《办法》是本市践行海洋碳汇试

点定位，探索构建海洋碳汇开发及交易管理机制的必然要求。

本市在海洋碳汇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有必要将这些经验和做法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增强其权威

性和实效性。本市已经启动海洋碳汇交易试点，并在对海洋碳汇

实际情况进行梳理和排摸的基础上，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核证机构，

连续两个年度对贻贝人工养殖项目的固碳量进行了核算，并完成

了首笔以碳减排量为标的的海洋碳汇交易。同时，舟山市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

立体分层设权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2〕3 号）、《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宗海界定技

术规范（试行）>的通知》（浙自然资函〔2022〕117 号）等文件

要求，正在推进和规范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工作，为海洋碳

汇的有序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山东、海南、

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正在加快推进海洋碳汇开发和交易制度建设。

制定《办法》是建立公正规范制度体系的核心工作，是规范本市

海洋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行为的必要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起草过程

自 2023 年 9 月以来，起草组对我国国家层面与海洋碳汇开

发与交易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浙江省法规规章和政策、

以及其他地区与碳汇开发和交易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收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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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形成了材料汇编，并归纳出了海洋碳汇开发及交易机制中

的核心要素，包括总体要求、项目审定与登记、海洋碳汇核查与

登记、海洋碳汇交易、审定与核查机构管理等。其次，起草组对

本市贻贝养殖涉及的海水养殖模式和管理模式进行了调研，结合

乡镇国有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户等各类主体在贻贝养殖

及海洋碳汇开发和交易中的主要权利义务，提出了核心要素的构

建思路和解决方案。此外，起草小组分析对比了其他地区碳汇开

发和交易制度的要素构建，并调研了部分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

机构、交易参与方在从事自愿减排量开发、交易和市场监管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办法（草案）》。

三、《办法（草案）》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旨在结合舟山市海洋碳汇交易试点的实际

情况，坚持有序推进的发展路径，稳步构建制度完善、机制顺畅、

持续发展的海洋碳汇开发及交易机制，有效打通海洋碳汇发展的

市场化激励路径，逐步形成基本完善的区域海洋碳汇交易机制，

为舟山市海洋碳汇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重点

把握了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遵循国家层面构建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机制的制度框架和原则要求，构建本市海洋碳汇开发及交

易管理制度，在海洋碳汇项目实施流程和关键节点设置上与全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保持一致，在保障科学性的基础上为本市

海洋碳汇交易机制与其他碳交易机制的衔接预留接口。二是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针对本市海洋碳汇开发和海水养殖中存在的实际

情况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化研究，尽可能有所回应。三是既明确

海洋碳汇的基本管理制度，也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各

方共同推动本市海洋碳汇交易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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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共七章三十五条，分为总则、海洋碳汇项目申报与

登记、海洋碳汇核查与登记、海洋碳汇交易、审定与核查机构管

理、监督管理和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总则

本章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

则，以及海洋碳汇管理中的各类主体及其职责。《办法》明确，

市生态环境局是本市海洋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管理工作的主管

部门，负责制定海洋碳汇开发及交易相关活动的管理要求和技术

规范，并对海洋碳汇开发及交易相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第一

条至第八条）

（二）关于海洋碳汇项目申报与登记

本章规定了申请海洋碳汇项目登记的相关主体、基本条件、

关键环节和程序性要求。《办法》明确，申请登记的海洋碳汇项

目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备真实性、唯一性和额外性；二是

符合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项目方法学；三是符合登记机构规定的

其他条件；四是未申报登记国内外其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下

的减排项目。项目业主按照项目方法学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项目

设计文件，委托审定与核查机构对项目进行审定，并按规定进行

公示后，向登记机构提交申请材料。登记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评

估，对材料完整、规范的项目进行登记。此外，已登记的海洋碳

汇项目出现项目主体灭失、项目不复存在等情形的，经调查核实

后，对已登记的项目进行注销，项目业主也可以自愿申请对已登

记项目进行注销。（第九条至第十四条）

（三）关于海洋碳汇核查与登记

本章规定了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核查，以及海洋碳汇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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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体、基本条件、关键环节和程序性要求。项目业主申请海

洋碳汇登记的，应当按照项目方法学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核

算报告，委托审定与核查机构对碳汇量进行核查，并按规定进行

公示后，向登记机构提交申请材料。登记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评

估，对材料完整、规范的海洋碳汇进行登记。（第十五条至第十

八条）

（四）关于海洋碳汇交易

本章规定了海洋碳汇的交易及其使用相关要素和具体要求。

《办法》明确交易产品为经登记的海洋碳汇，并按项目及产生的

年度进行区分；交易主体不仅包括项目业主，还包括符合交易规

则规定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为保障交易主体合法权益及交

易规范运行，每一个交易主体应当在登记机构开设登记账户，在

交易机构开设交易账户；《办法》明确了交易机构应当具备的要

求，符合要求的交易机构经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开展海洋碳汇交易

的，应当接受市生态环境局的监督管理并定期报告海洋碳汇交易

情况；交易规则由交易机构负责制定，报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后公

布实施。同时，《办法》鼓励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

主体在开展低（零）碳试点创建等工作中使用海洋碳汇；鼓励在

舟山举办的会议、论坛、展览、赛事、演出等活动，优先购买海

洋碳汇抵消碳排放量；鼓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在符合有关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自愿购买海洋碳汇开

展替代性修复。（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六条）

（五）关于审定与核查机构管理

本章规定了从事海洋碳汇审定与核查业务的机构应当满足

的基本条件、从业行为和工作要求。鉴于国家温室气体减排交易



7

机制中已对审定与核查机构实施资质管理，为保障本市海洋碳汇

交易机制的科学性，《办法》明确具备从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审定或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核查业务资质，且

未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审定与核查机

构，可以从事本市海洋碳汇项目审定与碳汇量核查。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制定海洋碳汇审定与核查机构名录，并对名录实行动态管

理。（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

（六）关于监督管理

本章规定了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以及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项目业主、其他交易主体、交易机构、审定与核查机构的监

管要求。同时，为切实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办法》要求市生

态环境局定期公开项目方法学和海洋碳汇项目基本信息，鼓励社

会公众对海洋碳汇开发和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第三十条至第三

十二条）

（七）关于附则

本章包括术语解释、解释权限及施行日期。（第三十三条至

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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