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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绿色发展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海南的“国之大者”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提出，青山绿水、碧

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他希望海南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2018年4月，总书记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

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

2022年4月，总书记考察海南时再次强调，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要充分认识其对国家

的战略意义，努力结出累累硕果。



海南具备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
处于全国最优梯队

2030年禁售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

清洁能源岛建设稳步推进
非化石能源占比优于全国

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形成
十二大重点产业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GEP
生态系统碳汇



海南争当“双碳”工作优等生

在能源结构清洁低碳化、产业结构优质现代化、交通运输

结构去油化、城乡建筑低能耗化，海洋和森林碳汇贡献、

低碳技术推广应用、低碳政策体系制度集成创新等方面，

加快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走在全国前列，争做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优等生”，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交流中展示出

海南靓丽名片。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蓝碳工作

成为在国际上展示我国积极参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靓丽名片

成立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承担蓝碳领域基础

和理论、推进蓝碳增汇试点示范以及蓝碳公共政

策集成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省政府批准同意设立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争取国际

蓝碳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先优势，打造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的蓝碳研究合作交流平台和碳交易服务平台



深化蓝碳在“双碳”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有序开展
蓝碳资源保护

与利用

减污
降碳

科技
创新

固碳
增汇

金融
支持

 《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等“1+N”政策

 《海南省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工作方案

（2022-2024年）》

 《海南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多措并举推动蓝碳增汇
高标准建设蓝碳研究中心，搭建科研创新交流平台，

开展蓝碳核算与监测技术、增汇方案、投融资机制

等研究。积极参与蓝碳标准制定，开发各类碳汇方

法学，开展试点示范，挖掘我省蓝碳潜力。



探索推动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省环科院按国际认可规则开发东寨港三江农场退塘还林工程碳汇项目，推动

三江农场（卖方）、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买方）完成省内首单蓝碳生态

产品交易（5年碳汇量3000余吨，金额30万元），实现了我省蓝碳资源价值

转化的实质性突破，为把海南优质的生态资产转化为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资

本做出了有益尝试。



深化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研究与应用

通过“政府指导、电网主建”的方式共同打造的海南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正式上线发
布。该平台是全国首个政企合作建设的省域“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目前已实现省
级、市县级两个层面，年度、月度和每日三个维度，产业、行业两个角度以及清洁能源、电
能替代两个领域的碳数据测算，初步形成“高频率、多维度、高精度”的碳排放统计核算监
测体系，可定期形成《海南碳情观察》简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有迹可循”。



统筹推动“禁塑”与碳中和试点示范

统筹低碳城市、气候适应城市和“无废城市”建设，
将碳排放评价纳入“无废城市”建设体系

推动海口、三亚开展“无废城市”协同
降碳试点

规范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探索形成全链条“禁塑”与城市碳中和示范案例



以蓝碳助力生态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建设

 “碳”是一门国际语言，借助博鳌亚洲论坛、欧美同学会年会等重要

平台，可进一步加强蓝碳领域的人才、技术、资金交流；

 海南自贸港的免签入境政策，可为国际专家、国际机构的线下交流研

讨提供极大便利，有助于打造国际交流平台；

 海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生态文化、扎实的生态工作，努力

讲好蓝碳故事，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展示中国风范做出海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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