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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洋碳汇交易实践又添一抹新“蓝”。近日，浙江省舟山市首
笔海洋碳汇项目交易意向签约达成，这一项目在省、市、县三级共同主
导下，与大成律师事务所、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开展。
交易卖方为嵊泗山海奇观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海奇观
公司），买方分别为舟山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就未来贻贝养殖项目减排量开展认购。

作为海岛城市，舟山市海洋资源丰富。因地制宜开展海洋碳汇交
易，一方面，在推进近岸海域生态治理的同时会带动渔民收入提升；另
一方面，也促进了海洋碳汇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进一步激发碳市场活
力。而在全国范围内，海洋碳汇交易还面临着交易机制不明确、平台搭
建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仍待政策与技术的“东风”吹拂。舟山此
次探索也为我国蓝碳交易增添了一个新样本。

发展贝类养殖，开展海洋碳汇惠及渔民

除食用价值之外，还能通过海洋碳汇为渔民增收，贝类养殖的惠民
新路径步入公众视野。

海洋碳汇也被称作“蓝碳”，是碳减排领域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新
词。它是指红树林、盐沼、海草床、浮游植物、大型藻类、贝类等从空气
或海水中吸收并储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海洋碳汇被认为是我国实现碳中和路径的重要一环。其中，贝类
在生长过程中能够捕获海水中的游离二氧化碳，合成碳酸钙外壳。舟
山市本次交易正是围绕“贝类碳汇”展开。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此次项目的所在地为
舟山市嵊泗县。卖方山海奇观公司拥有项目所涉海域的使用权，项目
所涉贝类养殖、渔农户的管理、科学指导等工作也都是由这家公司来完
成的。

“这次贻贝碳汇的直接产生者，是我们公司下属的养殖渔民，最终
得益者也应当是他们。”据山海奇观公司总经理罗存国介绍，本次交易
涉及 2.23万亩贻贝养殖面积，产生的收益将惠及 518户贻贝养殖渔民。

“我们将使用交易收益，为养殖渔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确
保养殖渔民均等享受贻贝海洋碳汇收益。收益的主要投入方向，包括
与贻贝养殖全过程相关的科技创新、科学研究、固碳量核算、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以及贻贝产业后续发展方面的投入。”罗存国介绍道。

本次交易的购买方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市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为
代表的政府购买方，另一种是以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代
表的企业购买方。“对于政府购买方而言，积极参与蓝碳意向签约是地
方政府践行‘双碳’承诺的一种体现，也为‘零碳’机关建设提供了碳中
和的‘蓝色’途径；对于企业购买方而言，这既是其践行‘双碳’目标的具
体落实，又使其能够以较优惠的价格提前锁定所需的碳汇资源，实现企
业与地方海洋经济发展的有机融合。”舟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说。

发挥资源优势，完善核算技术和方法

一笔交易的开展必然会涉及交易量、价格核算等细节。然而目前，
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海洋碳汇量计算的方法学，交易量和价款难以

确定，这也成为制约此类交易大规模开展的一个因素。
舟山市开启了一场聚焦“未来”碳汇量的交易。“协议约定的交易标

的是碳汇量，但由于这一数据目前无法确定，本次交易仅是意向签约。”
舟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为了评估签约项目的
可行性，我们找到专业核查机构，以自然资源部 2021 年发布的《养殖大
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行业标准作为依据，为我们测算了项
目所涉贻贝的固碳量。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开发项目的碳汇方法学，
以便后续能够掌握碳汇量的具体数据。”

尽管确定了项目是可行的，但“无法确定碳汇量”这一关键点把“协
议如何起草”的难题推到了主办方眼前。经过多方多轮的沟通，舟山市
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案是：约定交易总金额，交易数量则根据项目开发情
况另行约定。

“这背后凝结了我们多重考虑。如果最终开发出来的碳汇量很可
观，当然是各方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如果开发出来的量比较少，而购
买量过大，则需要不断地分批支付，这对买卖双方而言压力都较大。所
以作为先行先试，本次交易对购买量的约定相对保守些，可达成的希望
也就更大。”上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交易单价方面，则是通过买卖双
方协商，根据签发日前某几个交易日碳市场收盘价的平均值约定百分
比来确定。

这一小小步伐，也是当地探索蓝碳富民道路的起点。上述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舟山是一座海岛城市，土地面积较小，如果一味跟着
别人去做林业碳汇是不占优势的。舟山的特色是拥有盐沼、淤泥质光
滩、渔业等丰富的海洋资源。目前，基础数据比较扎实的是渔业碳汇，
依托于此，舟山瞄准海洋碳汇，以期实现“依海而兴、向海而生”。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逐步谋划完善舟山海洋碳汇核算技术和
方法学体系，提升舟山在海洋碳汇领域的影响力。同时，探索完善海洋
碳汇交易项目规范化管理机制，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洋碳汇交易平台的完善仍在等待“东风”

交易如何开展、协议如何拟定，此次探索为我国海洋碳汇交易增添
了一个新样本。事实上，不仅仅是舟山市，在“双碳”背景下，发展海洋
碳汇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在未来阶段加快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点。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告诉记者，海洋是碳循环
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开展海洋碳汇交易，首先可以促进海洋生态保护
与修复，提高海洋的碳吸收能力；其次，通过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和个人
减少碳排放，促进海洋碳汇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实现碳减排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目标。同时，这也能增加养殖渔民的收入来源。袁帅表示，
蓝碳交易的开展也具备一定的宣教意义，能让社会认识到海洋资源的
巨大价值，有助于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既能环保、又能富民，海洋碳汇交易显然是一项“一举多得”的工
作。然而，交易平台的搭建和成功运转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多方面的准
备工作。

“海洋碳汇交易平台要实现成功运转，首先，政策上需要有明确的
碳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包括碳定价、减排目标和配额分配等方面的规

定；其次，技术上需要有可靠的碳汇量测算和监测技术，以确保交易的
准确性和可追溯性；此外，平台需要足够的交易量和参与主体，建立起
充足的碳汇项目供给，以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性。”财经评论员张
雪峰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碳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并
在一些地区开展了试点项目。

记者梳理发现，2020 年 6 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全国首个《海
洋碳汇核算指南》；2021 年 4 月，威海市发布了全国首个蓝碳经济发展
计划《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1 年—2025 年）》；2021 年 7 月，厦门设
立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并完成首笔碳汇交易；2022 年 1 月，连
江县依托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完成 15000 吨海水养殖渔业海洋碳汇交
易项目，这也是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2022 年 9 月，连江县又上
线全国首个县级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福州（连江）碳汇交易服务
平台，并完成福建省首笔以海洋渔业碳汇受益权威质押的贷款……

以上尝试对于推动碳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海洋碳汇资源的保
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而言，我国海洋碳汇交易平台的建设
还处于初级阶段，交易平台的完善仍在等待“东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威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孔 凡 萍 曾 提 出 ，海 洋 碳 汇 作 为 新 生 事 物 ，在 探 索 发 展 路 径 过 程 中 ，
面临海洋碳汇项目审核缺乏顶层设计、交易市场缺乏拓展能力、基
础 研 发 缺 乏 强 力 支 持 等 问 题 。 目 前 ，海 洋 碳 汇无法进入 CCER（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全国交易市场，各地只能通过自主搭建区域平台进
行交易试点。

“尽快搭建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在制度设计上，应将海洋碳汇纳入
碳市场框架，与已有碳配额市场有机结合，以市场化手段激励相关主体
在技术、生产等环节，积极寻求新方式增加海洋碳汇，实现环境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孔凡萍建议。

在国家公园建设、野生动物救护繁育
中找到自我价值

申宗昌是今年 3 月来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
护繁育站（以下简称救护繁育站）的。南方的许多城市在
这时已是春暖花开，而在祁连山，春天还有些遥远。

天气有些冷，救护繁育站的笼舍里，野生动物们安静
地晒着太阳。自制的猫爬架上，一只荒漠猫带着机警的眼
神望向窗外。而在隔壁的笼舍里，腿部受伤的黑鹳则耷拉
着脑袋独脚站立着。

申宗昌对那天的很多场景记忆犹新，每一只动物的状
态他都尽收眼底。这种零距离亲身体会野生动物病痛的
感觉一下子击中了他，以至于后来真正参与救护工作时，
他最先看见的就是那一双双充满求生渴望的眼睛。“它们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在申宗昌心底，某些感受也同时被唤
醒了。

1996 年出生的申宗昌今年 27 岁，毕业于甘肃农业大
学动物科学专业。“当初选这个专业时不算完全没有规
划。”青海是农牧业大省，出于一种直觉的认知，“选择和农
牧口相关的专业到时总能找到工作。”不过刚毕业那会，申
宗昌参加了西部计划，从事的却是文秘相关的工作。“主要
写材料，对我而言没什么获得感。”

读大学时，申宗昌对将来要从事的行业可能还只是懵
懵懂懂，但写了两年材料后，他在内心深处更希望能找到
一份可以应用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兜兜转转，他回到了
和野生动物相关的领域。在他心中，野生动物拥有着神圣
和崇高的地位，这似乎与他成长的地域文化有着某些关
联。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藏族牧民敬畏大自然，这也影响
着当地人对待动物的态度。

照顾受伤的动物，减轻它们的病痛，甚至于挽救生命
帮助其回归大自然，这些与野生动物所产生的连结在申宗
昌的内心慢慢滋养出归属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获得感。

不过，除了获得感，救护繁育站的工作也让申宗昌体
会到人类力量的有限性。今年 3 月，有一只脊柱断裂的野
生狍，在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辅助治疗后最终还是死亡
了。疼痛使狍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加上应激反应，
稍微恢复点力气后就会开始折腾，这导致稍有愈合的脊柱
又会重新断裂。这头狍在申宗昌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
记。“它是我刚来站里时救助的第一只动物，我们所有人轮
流换岗照顾它，但最后救助无果，会感觉很遗憾。”

好在救护工作也有成就感满满的时候，比如成功放归
三只红隼的那一刻，看着它们飞向郁郁葱葱的灌木丛，申
宗昌的内心一下子被喜悦和治愈所填满。

生死、疼痛、遗憾、喜悦，6 位年轻人共享着这些复杂
的生命体验。对于申宗昌而言，更多的还有庆幸。救护繁
育站，是第一个在国家公园里设立的救护站。“对我来说这
份工作挺好，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既是自己喜欢的，相比以
前还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对伤残、病弱的野生动物进行有效救护，开展野生
动物科学研究与人工养殖繁育工作是国家公园建设的
一 项 重 要 功 能 ，而 这 些 功 能 最 终 需 要 依 靠 救 护 繁 育 站
来实现。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救护繁育站的建设对保护祁连山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资源、优化野生动物临时救护站点建设
布局、实施珍稀濒危物种野外救护、提升野生动物救护能
力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2022 年，救护繁育站救助的野生动物种类包括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秃鹫、黑颈鹤、黑鹳、猎隼、
藏野驴、西藏马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大
鵟、红隼、黑鸢、凤头蜂鹰、岩羊、藏原羚等。

如今，救护繁育站食草类、肉食类、杂食类及一般鸟类
动物的笼舍里，都有了主人。

工作和家人是天平两头，距离是需要
共同克服的挑战

同样是 3 月加入救护繁育站，同样毕业于动物医学专
业，马景林比申宗昌大 3 岁，在 6 人中，他算年长的。但不
同的是，马景林曾是一位宠物医生。

“区别很大。”马景林直言：“宠物医生更多是跟宠物主
人打交道，多数都是犬猫动物。但在站里，以前没接触过
的动物在这里都有可能接触到，像猫科动物的雪豹、荒漠
猫、猞猁，猛禽类的红隼、秃鹫、雕鸮等。救治的区别也大，
有些动物受伤，比如，骨折后畸形愈合也能行走不需要救
治，但有些野生动物等到需要救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病
危状态了，加上它们还会有应激反应，救治的难度很大。”

当没有办法救治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动物一天天消瘦
下去，病情越来越严重直至死亡。“和医务工作者需要习惯
生离死别一样，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接受、习惯，汲取失败的
经验，在下一次救治中成功。”

在马景林的讲述中，得知野生动物救护是一个对时间
和人力成本投入极大的工作。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
区）占地面积 1.58 万平方千米，涉及海西州的德令哈市、天
峻县，以及海北州的祁连县、门源县的 20 个乡镇共 119 个
行政村。所以，救护繁育站所覆盖的范围特别广，这也导
致接送野生动物的路途十分遥远。

“前几天，我去门源县接一只受伤的红隼，家人正好打

来电话。谈论到去门源县一趟来回得 10 个小时，他们觉
得有些不可思议。”救护繁育站有一只因刚出生几天与
母 羊 走 失 而 被 救 助 的 小 岩 羊 ，就 是 马 景 林 接 回 来 的 。

“那天我们晚上 7 点出发，到天峻县时已经很晚了。糟
糕的是车在山里迷了路。我们兜兜转转两个小时后才
找 到 路 ，但 在 离 目 的 地 60 公 里 的 地 方 ，山路被水给淹
了。我们只得连夜离开，到达祁连县时已是早上 6 点。羊
也没接到。”

投入，是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工作开展的基础。除了时
间和人，还有在山野间拔地而起的所有基础设施。

救护繁育站的主体建筑是 2022 年 7 月下旬基本完
工 的 ，工 程 总 投 资 为 2565 万 元 ，总 用 地 面 积 为 3678 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002.38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室内外各种野生动物笼舍，治疗间、饲料间、管理用
房等功能用房，并配备相应设备等，可最大收容规模达
43 只（头）。

与人类生活需靠近繁华的都市才更加便利不同，野生
动物需要的是僻静并接近大自然的环境，附近需要有林地
和草地。救护繁育站坐落在海北州祁连县阿柔乡大板村
附近，紧邻小东索旅游公路，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
区）的管理中心枢纽。交通虽然便利，但救护繁育站距离
最近的县城也得有 20 公里。为方便工作，所有人吃住都
在站里。工作和家人在这群年轻人的心里，是天平的两
头，都很重要，也都需要兼顾。

对马景林来说，今年还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成为父
亲，换了工作。如今孩子 6 个月大，喜悦的另一面是分离，
现在他不得不与父母和妻儿异地相隔。

申宗昌则即将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婚礼定在今年 10
月。和未婚妻相隔两地，更多时候陪伴只能通过电话。有
时，他会把站里的事情讲给她听。未婚妻对他的工作很支
持，但距离更是两人需要共同克服的生活挑战。

人是救护繁育站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他们需要照料
这里的每一只动物，将被救护动物的日常饮食、精神状态、
行为观察等记录形成完整的病历档案。没有固定的假期，
大家轮流值班。虽然每个人的选择背后都有个性化的取
舍，但坚守与热爱是共性。

未来，救护繁育站的各项功能还将进一步完善，建立
起救护、繁育、野化、放归等一系列完善的工作标准和技术
规范。

救护最终要回归到人与野生动物互不
打扰的状态

救护繁育站内的生活是充实的，大家会在一起下棋、

打球、学习。虽远离都市的繁华与热闹，但与野生动物相
处也不乏乐趣。马景林最终接回的那只小岩羊比较亲人，
大家轮流拿着奶瓶喂它，它也总是蹦蹦跳跳地跟在人身
后，无论谁蹲下来，它都会靠近，努力摇动尾巴显示亲昵。
情感在人与动物之间流动。

但事实上，野生动物的救护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克制情
感。救护的最终目的是将它们放归大自然，当野生动物与
人类产生深厚的情感时，并不利于野化后放归。马景林
说：“不希望它们跟人有太多感情，人也要避免给动物留下
很深的印痕行为。”

与岩羊不同，那只来站里生活了一年多的荒漠猫，依
旧野性十足。工作人员对这种情况也很欢喜。野化训练
是放归前必经的一个阶段，这是为了让野生动物能够再次
适应大自然，减少人类救护带来的影响。

基于种种现实考虑，给大家带来了无限慰藉的小岩羊
最终可能会进行软放归处理，也就是被放归至距离救护繁
育站不远的野外，可以回到站内。等到它完全适应野外环
境后，过渡至硬放归，完全回归大自然，不再回来。

对不适宜放归的救护动物，则依靠中国农业大学团队
作为技术支撑，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大学、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等团队作为技术指导，尝试开展试验性的繁育
工作。

照顾动物是职责，不过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希望需要救
护的动物变多。因为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动物受伤。

殷亨青是 3 人中来到站里时间最长的那个人，相比于
申宗昌对这份事业的热情、马景林的理性，他的讲述中更
多的则是思辨。

很多时候伤害之所以会发生，源于人类活动的扩张对
野生动物栖息和生存带来的威胁，这打破了人与野生动物
互不干涉、互不打扰的状态。

“如果能提前预判、提早规避，做好宣传，就可以最大
程度避免人类活动带来的伤害。”殷亨青说道：“有些时候
被车辆撞击的动物往往伤情较严重，当受伤的是要害部位
时，现有的医疗水平，外加强烈应激，不仅救治难度大，一
些情况下救护的意义也不大。”

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带来的伤害，它们可以自由地在自
然界中生存或死亡，回归到自然界应有的法则中。也许，
拥抱旷野，是人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夙愿。

旷野旷野人生人生,,
和野生动和野生动物物一起回归自然一起回归自然

◆◆本报记者肖琪本报记者肖琪

有人走向城市，有人走向山野。
当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在繁华的都市里直呼“卷”不动时，6

个 90 后“反向就业”，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生动
物救护繁育站的工作人员。红隼、大鵟、狍、荒漠猫、岩羊，那
些在城市里很难见到的野生动物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
分。回到大自然的人，也意味着回到了直面野生动物生死的
第一现场。

走向山野，并非为了逃避社交媒体上大众所津津乐道的
焦虑或无奈，这种选择的背后，包含着个体对生活、工作以及
未来的美好期许。而个体期许之外，还有在国家公园中建设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上层谋划。在这里，个体的职业理想
与国家公园建设相遇、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图为救护站工作人员给小岩羊做检查图为救护站工作人员给小岩羊做检查。。

图为嵊泗县枸杞乡海洋牧场图为嵊泗县枸杞乡海洋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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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图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青海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