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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碳”指将二氧化碳封存在海岸带或海洋

生态系统中，是通过增汇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

要方式之一。其中，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浮游植物固

碳量与陆地固碳量相当；而红树林、滨海沼泽、海

草床三大海岸带生态系统则具有固碳量巨大、固碳

效率高、碳存储周期长等特点。且与“绿碳”储存

周期几十年相比，“蓝碳”可埋藏千年之久。此外，

海洋碳汇在 2030 年碳达峰后将会扭转绿色技术、

碳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而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但大力

发展“蓝碳”需要各类金融资本和服务支持，不

仅需要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更需要商业银行等

社会资本的参与。而国内商业银行“蓝碳”金融

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故研究国内商业银行“蓝碳”

金融发展的案例及其前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文 _ 中国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卜俊飞

商业银行布局新思路：
发展“蓝碳”金融，服务“碳中和”

“蓝碳”金融处于起步阶段
“蓝碳”金融在国内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商业银行“蓝碳”金融业务发展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当前，商业银行“蓝碳”金融发展的特点是以兴

业银行、青岛银行为排头兵，其他各商业银行迅

速跟进的局面，相关的产品主要包括“蓝碳”债券、

“蓝碳”基金和海洋碳汇贷等。

1. 兴业银行引领蓝色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建设

兴业银行紧跟“海上福建”战略部署，构建

了涵盖海洋产业园融资、海洋生态圈供应链融资、

海域使用权质押、蓝色债券等多样化蓝色金融产

品服务体系。其中，兴业银行青岛分行更是立足

地区实际，创新升级《蓝色金融服务海洋经济综

合服务方案（3.0 版）》，结合国际可持续蓝色经

济金融 14 条原则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以及

“蓝碳”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但目前“蓝碳”金融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起

步阶段，“蓝碳”金融业务在商业银行中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商业银行可以从制定“蓝碳”金

融的发展方案、开发“蓝碳”金融产业链平台以及形成“蓝碳”金融的合作框架三个方面发力，

加强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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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海洋客群经营实践，进一步明确蓝色金融业

务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十大产业指导目录，围

绕海洋客户实际需求，创设海惠贷、海速贷、海

状元贷、海洋碳汇贷、海域使用权抵押贷、蓝色

债券等十大产品体系，面向初创期、成长期、成

熟期海洋客户，提供全成长周期综合金融服务。

综合来看，兴业银行在国内所有蓝色金融探

索上都走在了最前面：一是发行美元蓝债。2020

年 10 月，兴业银行在香港地区发了三年期美元债

券，这是中资股份制银行的首单境外债券。二是

发行非金融企业蓝债。2020 年 11 月，兴业银行独

立承销发行了青岛水务集团蓝色中期票据。三是

发放海洋碳汇质押贷款，即海洋碳汇贷。2021 年

8 月，兴业银行青岛分行以胶州湾湿地碳汇为质

押发放了海洋碳汇质押贷款。四是参与海洋碳汇

交易。2021 年 9 月，红树林碳汇项目由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参与并顺利成交。2022 年 1 月，在福建

连江海洋渔业养殖的碳汇项目成交，这是全国首

宗海水养殖渔业碳汇交易项目。五是设立“蓝碳”

基金。兴业银行厦门分行积极响应《加快建设“海

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 和《 厦 门 市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十四五”规划》政策部署，并与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海洋重点实验室等智库和机构密切合作，在全国

设立首个“蓝碳”基金。资金专项用于委托厦门

产权交易中心采购碳汇来抵消该行指定的碳排放，

引导企业与个人客户践行碳减排。

2. 海洋碳汇贷产品逐渐流行于银行业

2021 年 8 月 18 日，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开创了

全国首单海洋碳汇贷（湿地碳汇贷）。本笔胶州

湾湿地碳汇贷，由兴业银行青岛分行联合青岛胶

州湾发展集团先行先试，以胶州湾湿地内土壤碳

库、水体碳库和植被碳库的固碳能力为基础，通

过对湿地的土壤面积、植被面积和多年平均水资

源量的监测分析，综合评定其固碳能力。在此基

础上，兴业银行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日碳

排放交易价格为依据，以胶州湾湿地减碳量的远

期收益权为质押，测算贷款金额，并通过人民银

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质押权利登记

和公示后，为青岛胶州湾上合示范区发展有限公

司发放贷款 1800 万元，专项用于企业购买增加碳

吸收的高碳汇湿地作物等以保护海洋湿地。

在 2021 年 9 月 27 日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继续

发行全国第二单海洋碳汇贷后，各银行业金融

商业银行布局新思路：发展“蓝碳”金融，服务“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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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海洋碳汇贷产品。一是，

2021 年 9 月，人民银行洞头支行指导温州洞头农

商银行结合本地特色，以海洋碳汇为切入点，将紫

菜、羊栖菜等海产品养殖每年产生的减碳量远期收

益权为质押。二是，2021 年 10 月，由人民银行防

城港市中支指导和推动，防城港市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为广西小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放 50 万元海

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三是，2021 年 11 月，农

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成功为威海一家海洋企业办理农

行系统首笔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金额 1300

万元。该笔海洋碳汇质押贷款根据企业经营特点，

以企业养殖藻类的预期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作为增

信手段。四是，山东荣成农商银行的海洋碳汇贷则

是以海带等海产品养殖每年产生的减碳量远期收益

权作为质押推出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以海洋碳汇

贷助力打造绿色集约型水产养殖产业链。

“蓝碳”金融发展前景广阔
1. 广泛分布的“蓝碳”生态系统是潜在业务

机遇。中国“蓝碳”生态系统分布广泛，海洋“蓝

碳”价值巨大。就海岸带生态系统看，中国滨海

湿地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三大“蓝碳”生

态系统广泛分布。其中，滨海沼泽作为碳汇主力，

约占整体碳汇量的 80%。就海洋生态系统看，中

国海水养殖面积和总产量连年均居世界首位。而

且，海水养殖种类以贝藻为主，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以上并占国内海水养殖产量的 85% 以上，而

贝藻类则是水产中的海洋碳汇主力。

基于海洋“蓝碳”价值的金融业务发展潜力，

可从杭州湾湿地修复、广东红树林造林、海水养殖

行业的具体方向来看。杭州湾湿地修复方面，在“国

家海域使用金返还项目”和“中央海岛与海域保护

资金”的支持下，已分别开展了“奉贤岸段盐沼湿

地生态恢复示范工程”和“金山城市沙滩西侧综合

整治及修复工程”，在典型侵蚀岸段通过水动力调

控、基底修复、植物引种等恢复盐沼湿地景观。未

来的湿地生态系统修复，也将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广东红树林造林方面，2021 年 4 月，广东湛江红

树林造林项目在核证碳标准开发和管理组织的评审

中获得通过，并于 2021 年 6 月完成了首个“蓝碳”

碳汇交易项目。海水养殖业方面，海水养殖一直占

水产养殖的大部分，全国 2022 年海水养殖产值达

4301.70 亿元，产业规模巨大。

综上分析，中国“蓝碳”生态系统发展前景

广阔，具有很高的海洋“蓝碳”价值，需要大量

资金和金融服务支持。除当前已在发展的海洋碳

汇交易以及海岸湿地修复等项目，为海岸带生态

系统中的滨海沼泽等维护和开发、海水养殖生态

系统中的贝藻养殖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并制定综

合金融服务方案，将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蓝碳”

金融的重要方向。

2. 国家政策逐步重视“蓝碳”并鼓励加强金

融支持。为支持“蓝碳”，一系列“蓝碳”相关

政策文件均提出了金融支持举措。一是提出研究

和落实与“蓝碳”相关的金融和投资政策。例如，

2015 年 8 月《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划》进一步指

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财税、投资、产业、

海域和环境等政策，制定实施细则和具体措施。二

是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提供“蓝碳”金融服务和产

品。例如，2020 年 8 月，《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

行动计划（2020—2025 年）》进一步推进“蓝碳”

市场化建设，鼓励社会资金投入红树林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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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反复强调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

例如，2019 年 5 月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

实施方案》提出要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

分析表明，政策上很早便认识到了“蓝碳”

在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尤其是“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性。从政策发展变化脉络看，

政策对“蓝碳”金融的重视逐渐加强，对“蓝碳”

金融发展的方向也逐渐明晰。海洋碳汇的发展不

仅需要中央财政支持，更需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提供社会资本。但也应看到，政策对金融机构

提供“蓝碳”金融服务和产品只是方向性的指导，

并没有明确的实操规划。因此，对商业银行来说，

沿着政策支持方向大力发展“蓝碳”金融将是展

业的重要机遇。

方案 + 平台 + 框架 立体拓宽展业布局
1. 制定“蓝碳”金融的发展方案，完善沿海

省市“蓝碳”金融的综合服务布局。商业银行应

把握“蓝碳”金融刚刚兴起的机遇，专门制定“蓝碳”

金融发展方案，进一步挖掘“蓝碳”金融发展潜力，

提高自身未来发展的竞争力。一方面，国有大行

及总部位于内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

在中国沿海省市的分支机构和网点分布，在沿海

省市确定相应牵头发展的分支机构。由总行和这

些分支机构分别结合这些分支机构当地海洋碳汇

的特点和相关行业企业的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

“蓝碳”金融发展方案，并完善沿海省市“蓝碳”

金融的综合服务布局。另一方面，总部位于沿海

省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业

金融机构，可将“蓝碳”金融作为本行未来展业

的重要支柱方向之一，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

制定完善的“蓝碳”金融发展方案。

2. 开发“蓝碳”金融产业链平台，围绕海洋

与海岸带的行业建设蓝色银行。可围绕海洋与海

岸带生态系统相关的行业企业、政府项目等，尤

其是与海洋碳汇相关性较高的贝藻类海水养殖行

业、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的政府修复和开

发项目，开发“蓝碳”金融产业链平台，为政府

和相关行业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建设蓝色银

行。一方面，可重点围绕贝藻类海水养殖，建设

海洋生态系统“蓝碳”金融产业链平台。以该平

台服务海洋牧场开发，构建集约型贝藻类海水养

殖产业链并加强与相关企业合作。另一方面，可

围绕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的政府修复和开

发工程项目建设海岸带生态系统“蓝碳”金融产

业链平台。通过该平台加强与政府和上下游行业

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业务空间。

3. 形成“蓝碳”金融的合作框架，打造海上

丝绸之路“蓝碳”金融的国际典范。商业银行特

别是国有大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应积极利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海上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

金融机构和组织共建“蓝碳”金融的合作框架，

积极参与和引领海上丝绸之路“蓝碳”金融发展。

一是可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合作框架、中

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框架、国际“蓝碳”伙

伴会议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并形成以商业

银行为主导的“蓝碳”金融合作框架，进而完善

海外布局并积极拓展“蓝碳”金融国际业务。二

是可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组建“蓝碳”

金融银团，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建立“蓝碳”

基金，共同为“蓝碳”合作提供金融资本支持。 （本

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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