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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2021年4⽉7⽇，⽓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中国-
东盟绿⾊使者计划:⽓候使者⾏动能⼒建设活动以线上形式
成功举⾏。本次能⼒建设活动由⽣态环境部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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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
国际基⾦会联合主办，来⾃泰国、柬埔寨、印度尼⻄亚等东
盟国家相关机构代表，国内地⽅⽣态环境主管部⻔和相关机
构代表共计130余⼈通过线上参加了活动。
⽣态本次活动是⽓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下⾸场⽓候
能⼒建设活动，参会代表经过深⼊交流⼀致认为，以红树林
保护为代表的蓝碳项⺫在应对⽓候变化和⽀持当地社区改善
⽣计等⽅⾯正发挥着重要作⽤，相关理论拓展和实践将有助
于提升区域应对⽓候变化的能⼒，并对务实推动构建和完善
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态⽣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
作中⼼代表简要介绍了⽓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建设
情况，并展望了该平台未来在提升中国-东盟地区减缓和应
对⽓候变化能⼒⽅⾯的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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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国际基⾦会蓝碳项⺫⾼级主管Jennifer Howard在介绍蓝碳项⺫概况时表⽰，红树
林⽣态系统在应对⽓候变化、保护海岸、保障居民⽣计、净化⽔质、保护⽣物多样性等⽅
⾯都发挥着重要作⽤。单位⾯积红树林固碳能⼒和碳储量都远⾼于陆地森林⽣态系统，其
特殊的⽣态系统结构使其能更⻓久的储存碳，红树林⽣态系统在减缓和应对⽓候变化⽅⾯
将会发挥越来越⼤的作⽤，蓝碳项⺫开发在提⾼应对⽓候变化国家⾃主贡献⼒度上具有很
⼤潜⼒，其碳交易额度的获得主要是通过遏制⽣态系统退化以减少碳排放，修复或重建⽣
态系统以增加碳吸收等⽅式获得，蓝碳项⺫应兼顾满⾜额外性、合规性、防泄漏、持久性
等特点。

⽣态蓝碳项⺫哥伦⽐亚专家Maria Diazgranados详细介绍了有关蓝碳项⺫开发⽅法学及具
体蓝碳项⺫案例，以及蓝碳具体项⺫的设计、实施、核算、注册和运营等全周期管理。她
表⽰，蓝碳项⺫实施过程中应注重科学设定基线、开展 相关情景模型分析，有效核算项⺫
实施前后的碳储量，注重⽣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加强当地社区的参与以及⽣计改善，同时
还应关注可持续资⾦投⼊事宜以保障项⺫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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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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