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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人民币债券助湾区蓝碳经济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深圳市日前发布公告表示，将于近期赴香港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据了解，这是深圳市自 2021年在全国率先成功发行离岸地方债后，再次启动境外发债工作。 

    根据上述公告，本次计划发行的债券中包含了深圳首次推出的蓝色债券品种，用于水污染治

理项目，通过减少入海河流中的污水量和污染物，提升近海环境质量和海洋生态环境，并有助于

完善大湾区蓝碳经济发展生态。 

    记者了解到，蓝碳一词首次出现于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发布的《蓝碳：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在该

报告中，蓝碳指利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海洋活动，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进而对其固定和

清除。 

    对此，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大湾区金融研究院曾圣钧表示，发展蓝碳经济将促进深圳经济高

质量发展。曾圣钧介绍，当前深圳海洋生产总值已占全市 GDP约 10%。“从《关于勇当海洋强国

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实施方案（2020-2025 年）》《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深圳市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在深圳经济

结构与未来蓝图里，海洋经济的份量越来越重。” 

    曾圣钧说，当前深圳正在进一步完善海洋碳汇核算和交易制度。通过发展蓝碳经济，深圳可

以持续保护、利用好蓝碳生态系统，营造出更高品质的人居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

吸引高端人才和重点企业，让海洋经济成为深圳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曾圣钧认为，大湾区蓝碳经济在未来将加快发展。今年 3月，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就结合中国“双碳”目标和大湾区区域优势，提出了《关于加快粤港澳大

湾区蓝碳发展的建议》。其中提到，大湾区具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和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

了巨大且完善的生物碳泵及海洋碳酸盐泵，同时具备红树林、海草床、盐沼这三大滨海蓝碳系统，

海洋产业基础雄厚、互补性强，具有发展蓝碳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次深圳在港发行蓝色债券，将引起三地政府、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对大湾区蓝碳产业发

展的高度关注，在湾区蓝碳经济发展上积极参与，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曾圣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