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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函字〔2025〕89 号

答复类别：B 类

台盟界别活动小组：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出《发挥特色优势 共同打造两岸

蓝碳经济》（第 20255030 号）收悉。我局作为主办单位，会同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文化和旅游局、市生态环境局和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进行了认真办理。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

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厦门作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城市，在共建两岸蓝碳经济示

范区方面具备独特优势，相关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

现实价值。经沟通，所开展的工作已取得贵组的肯定。

二、措施与成效

（一）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一是打造红树林生态公园，探索“蓝碳”与生态旅游协同发

展模式，推进下潭尾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公园配套设施，

谋划推出生态旅游运营业态。公园总规划面积约 404 公顷，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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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约 85 公顷，建成码头 4 座、景观栈道约 4.2 公里、上岛

栈道 1.1 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重构红树林生态公园。自开

放以来，接待游客超 240 万人次，成为厦门市新名片和网红打卡

点，助力同安湾旅游经济发展。二是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打造生

态研学基地，累计开展科普研学活动 422 场次，参与人数超 11

万人次。下潭尾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案例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

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公园成为集科

普教育、休闲游憩与气候韧性于一体的公共地标，受到联合国秘

书长海洋特使演讲的多次引用，彰显其全球影响力。三是持续开

展生态修复状况监测，保障生物多样性，2025 年监测结果显示

公园生物多样性稳定并略有提升，底栖生物数量和种类增加，鸟

类种类增加，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四是组织开展厦金海

域增殖放流活动，自 2003 年起厦门海域渔业增殖放流已连续开

展 22 年，累计放流种苗超 80 亿个单位；自 2015 年起厦金联合

增殖放流活动已连续开展 11 次，有效增强两岸民众海洋保护意

识，得到民众高度认可。

（二）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与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

通过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落地实施，牵头印

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实施意见》和《厦门市碳达峰实施方案》，不仅提出增强海洋固

碳能力，开展海域自然岸线保护和岸线整治提升工作，加强红树

林等滨海湿地的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海洋蓝碳示范区，还提出实

施海洋“蓝碳”工程，推动碳排放管理科学化、信息化，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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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统一的碳排放监测平台和全省首个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建立

海洋碳汇服务平台。此外，推进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

实施，构建 GEP 核算制度体系，编制《厦门市生态产品产业发展

规划（2025-2027 年）》，延长海洋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以“蓝色海洋”与“闽南文化”

双轮驱动

一方面持续挖掘滨海资源，打造蓝碳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和品

牌，依托五缘湾约 99 公顷湿地公园树立生态旅游典范，并拓展

邮轮、帆船、水上运动等滨海旅游项目；另一方面会同其他部门

依托厦门大学等高校及厦门市博物馆（厦门市文物保护中心）等

机构，开展非遗与闽南文化研究，出版专著百余册，还举办“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大赛”等品牌活动；同时开发闽南文化、海

洋文化、闽台历史主题研学“套餐”，2024 年仅厦门（集美）闽

台研学旅行基地即推出特色课程 444 个、接待两岸青少年及家长

14 万余人天次，推动蓝碳教育与两岸交流走深走实。

（四）厦门市生态环境局：首发厦门蓝碳标准，填补滨海核

算空白

开展蓝碳标准的制定工作，支持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2023 年 8 月，会同厦门大学编制的《红树林蓝碳碳汇监测与收

支清单编制指南》正式通过立项审查。该标准作为我市首个蓝碳

生态系统碳汇的监测核算标准，为我市红树林生态系统提供了碳

汇监测方法和碳吸收与排放的核算方法，填补了我市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编制中滨海蓝碳生态系统核算的空白，为蓝碳资源的评估

和管理提供了工具和规范，有助于提升红树林在碳减排与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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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的作用。

（五）厦门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打造两岸标准共通

与台企转型“双引擎”

以标准共通与转型升级为抓手，一方面厦门建成大陆首个

“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收录 29 万余份两岸标准信息，推动

47 份台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另一方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

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厦门市打造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若干措施》等措施，协调多部门为台企提

供技改数转、研发创新、提质增效等相关奖励、补助政策。支持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海峡两岸信息化论坛等活动在厦举办，增

进两岸行业协会交流合作。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局将根据提案建议及各相关单位的答复情况，持续发挥厦

门特色优势，共同打造两岸蓝碳经济等相关工作。

（一）“修复+养护+增殖”：系统推进厦门湾生态健康

我局将坚持“生态修复+科学养护+增殖放流”一体化推进，

持续推进《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养护技术服务》项目，以规

划为纲、生态为准，优先选用优良本土大苗补植受损林窗，逐步

恢复景观、提升生物多样性；同步建立病虫害与互花米草复发监

控预警体系，力求超前预报，逐步形成连续养护档案。依托每年

的中央财政增殖放流资金，在“6·6”全国放鱼日与金门县联合

举办两岸增殖放流活动，共同守护厦门湾的生态健康与渔业资

源。

（二）闽南文化赋能：提升研学旅行与海洋科普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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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持续提升滨海旅游体验，通过探索度假、

研学、科普等互动式新模式，结合火烧屿海洋科普主题公园等项

目落地，满足多样化滨海文旅需求，推动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继续会同其他部门与高校合作，聚焦闽南文化研究与交流，

促进海洋遗产与文旅的融合发展，并持续指导厦门（集美）闽台

研学旅行基地等相关研学机构，开发海洋固碳等特色课程，提升

蓝碳知识普及。

（三）搭建合作桥梁：共促产业合作与蓝碳经济绿色转型

厦门作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战略支点，凭借其独特优势，持续

推进厦门自贸片区、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厦门两

岸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示范区、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

等对台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将加大惠

台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涉台营商环境，并积极探索生态、旅游、

研学等领域的蓝碳价值，打造具有现代海洋特色的低碳生态产

业。在成功举办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和 2024 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年

会的基础上，创新举办两岸相关产业对接活动，强化经贸往来，

增进两岸同胞融合。同时，引导台商台企抢抓新质生产力机遇，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扎根大陆更好更快发展。此外，依托厦门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优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深化两岸在蓝

碳生态保护、技术创新及产业协同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打造

蓝碳经济，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将会同有关单位探

索蓝碳应用场景，鼓励台企等主体参与蓝碳交易，协同推进蓝碳

经济发展。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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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署名：王 宇

联 系 人：洪谦虚

联系电话：0592-2853912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5 年 7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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