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态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标的过程中，基于⾃然的解决⽅案（NbS）
将会发挥更⼤的作⽤。习近平主席在第七⼗五届联合国⼤会⼀般性辩论上
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会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变⾰和技术发展带
来巨⼤影响。同时，加强基于⾃然的解决⽅案的应⽤，并将其与当前各项
减排技术与政策相合，将对中国更新、强化国家⾃主贡献，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标发挥积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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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2021年7⽉22⽇，作为2021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系列活动之⼀，“基于⾃然解决
⽅案：中国-东盟区域红树林保护实践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在京顺利举办。本
次专题研讨会由⽣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主办。来
⾃⽣态环境部及相关直属单位、地⽅⽣态环境部⻔、东盟国家⽣态环境部⻔、相关国际
组织和研究机构及企业等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活动旨在推动落实中国-东盟领导⼈
会议相关合作倡议，围绕《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和⾏动框架（2021-2025）》，凝聚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候变化、基于⾃然解决⽅案（NbS）、⽣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
合作共识。专题研讨会专家发⾔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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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作为全球应对⽓候变化⾏动的重要举措，基于⾃然的解决⽅案能
够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的实现提供新的⽀撑，是⼀种更为持久的
适应⽓候变化途径。在此过程中，通过加强对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沿海
⽣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能够有效促进⼆氧化碳的封存，养护海洋⽣
物、保护沿海社区，对减缓和适应⽓候变化具有关键作⽤。

⽣态⽓候变化已对物种及⾃然⽣态系统产⽣明显影响。基于⾃然的解
决⽅案的核⼼是保护和加强⾃然⽣态系统的⽣态完整性，借助相关⼿
段与⽅法，可以在应对⽓候变化与保护⽣物多样性⽅⾯起到协同增效
的作⽤。

⽣态希望中⽅与东盟各⽅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建⽴并推动红树林保护合
作伙伴关系，促进有关领域合作对话与交流，积极落实《中国-东盟环
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2021-2025）》中红树林保护相关内容，从⽽
共同提升区域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利⽤能⼒。

⽣态中国是近年来世界上少数红树林⾯积净增加的国家之⼀，针对红
树林保护和修复的相关措施包括：政策法规及专项⾏动计划制定实施、
红树林⾃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树林保护修复科研⽀撑和红树林⽣态
系统健康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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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离不开本地居民和当地社区的努⼒，红树
林对于本地居民不仅是天然的海岸防御屏障，还有助于当地社区保障
粮⾷安全、维持渔业⽣产，也为社会弱势群体、妇⼥和⻘年等开辟了
⽣存空间。同时，各地管理政策、法律与法规的不完整、不连贯性，
已成为阻碍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的主要因素。

⽣态⼤⾃然是应对⽓候变化挑战“最有效的⽅式之⼀”。⺫前，基于
⾃然的⽓候变化解决⽅案在全球⽓候⾏动中被⼤⼤低估，其所获的资
⾦仅占全球⽓候投资的2%，未来可将其与清洁能源创新相结合，为世
界经济脱碳作出贡献。保护国际基⾦会菲律宾办公室已与当地政府、
社区开展合作，通过提供红树林物种鉴定、苗圃管理、外植流程、保
护地巡逻等相关基础培训，有序地推进当地红树林⽣态系统保护与恢
复⼯作。

⽣态通过在⼲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然保护区、福建九⻰江⼝开展红
树林修复具体项⺫实践，特别是在⼲东湛江红树林造林项⺫（全球⾸
个同时满⾜核证碳标准和⽓候社区⽣物多样性标准的红树林碳汇项⺫）
的实施，SEE探索了⼀条能够有效利⽤机构⾃⾝社会化平台资源，充分
调动企业、社会公众和市场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的有效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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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COP15制定的“2020年后全球⽣物多样性框架”中，未来⺫
标的设定将强调定量和可实施。此背景下，相关测算表明未来全球⽣
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将有超过7000亿美元资⾦缺⼝。因此，除⾮盈利性
部⻔的投⼊外，要吸引撬动⾦融部⻔和私营部⻔更多资⾦投⼊。⺫前，
⾦融部⻔具有投资意愿，越来越多企业⾯临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披露等压⼒，但如何参与的具体操作思路和⽅式不明确，且
相关领域项⺫投资周期⻓，变现⽅式和投资回报等存在不确定性，未
来有必要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下，持续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探索。

⽣态从应对⽓候变化时间尺度的差异来看，适应⽓候变化是紧迫的，
减缓⽓候变化是⻓期的。⼀⽅⾯，NbS虽能在减缓⽓候变化的同时起
到⽣态保护作⽤，但也⾮万能，类似“灰绿结合”⽅式也有参考价值。
另⼀⽅⾯，如何能够让企业在推动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CSR）
+ESG”的同时，积极参与NbS并能够获得相关投资收益，未来可以
积极探索。此外，⽣物多样性领域的区域性科学监测评估，特别是在
东盟地区相关平台和体系的搭建，需要继续加强。

⽣态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修复项⺫在实施过程中，以“基于⽣态系统、
项⺫持续性管理和多⽅及区域合作”3个⽅⾯⼯作为重点，全⾯开展
针对河道治理、⻥塘⽣境修复、病⾍害和外来⼊侵物种防治、种植红
树林及营造滩涂的系统性⼯程建设。同时，项⺫建设实施过程中深港
两地的联动与配合，为项⺫顺利推动起到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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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红树林遥感信息识别研究发现，第⼀，极端
⽓候事件对红树林的⽣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严重，但从⻓期⽓候变
化来看，其适应性较强。第⼆，后续应加强对红树林⽣态系统结构功
能和演化等⽅⾯合作研究；同时，红树林虽具有较强固碳能⼒，但针
对红树林地区甲烷排放现象仍需深⼊研究。第三，要以科学家⺴络和
野外台站⺴络为重点，建⽴红树林⽣态系统观测研究⺴络。第四，红
树林保护应与⽣态旅游、⽣态开发、⽣态宣传教育等有机结合。

⽣态⺫前，中国和东盟在红树林保护⽅⾯已有⼀定⼯作成效，特别是湛
江蓝⾊碳汇⽅⾯案例⾮常有价值。红树林在减缓台⻛⻛暴影响、沿海⽔
质改善⽅⾯具有很好的功能效果，后续要加强相关案例研究。针对红树
林的保护和修复，除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外，地⽅政府也有必要继续加⼤
相关⽅⾯的投⼊⼒度。

⽣态⺫前相关案例多为红树林保护和修复相关，后续也应加强对红树
林⽣态系统污染相关内容的关注，因其涉及到产业发展，更需要企业
部⻔参与。同时，在红树林保护⽅⾯，观测平台⽅⾯的合作需求凸显，
更离不开社会各个部⻔通⼒合作，且中国和东盟相关观测和研究体系
可以多做探索和尝试，推动相关⽅⾯跨区域交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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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期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科研机构间开展更多红树林保护与
修复实践领域的合作，将已有的科研成果与修复实践紧密结合，
采⽤多种的修复模式，创建区域红树林保护观测与修复同盟，
搭建红树林保护与应对⽓候变化⼤数据平台，为后续深化红树
林⽣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研究提供更准确、充实的数据⽀撑。

⽣态推动红树林保护⼯作离不开社区的⽀持。希望未来能够动员
更多中国与东盟地区民间组织，带动开展⼀线红树林守护者间的
合作与交流活动，组建区域民间红树林保护⺴络，通过整合资源
发挥合⼒作⽤，促进更多红树林保护实践与⽰范项⺫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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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是落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和推进中国-
东盟环境交流与合作的实施机构和技术支撑力量，是环境保护对外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