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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8月25日，是全国第九个低碳日，8月23-29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本月CEGA

成员聚焦到这两个热点，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希望能影响更多群体关注气候变

化，提高低碳意识，倡导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全民行动。CEGA发起了

“低碳办公零废弃”倡议，鼓励在我们及合作伙伴们的办公场景中，积极践行办

公场景零废弃，建设“低碳办公空间”。

在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本月我们的网络成员单位取得了包括《世界红

树林现状（The State of the World’s Mangroves）》报告发布等丰硕的成果，

并不断开拓进取，开启了“宝洁中国先锋计划”等新项目。我们的行业在也不断

发展壮大，截至本月，SEE的劲草资助伙伴已增至90家，我们相信，在未来这个

数字还将会不断增大。本月的优秀NGO组织，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IPE）。最后，我们依旧向大家奉上最新一期CEGA沙龙的信息资讯，本月沙

龙主题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机遇与挑战”，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期的

讨论，引起大家对环境公益诉讼更多的思考。



热点聚焦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 )“低碳办公零废弃”倡议书

值2021年全国低碳日之际，环境资助

者网络(CEGA)发起“低碳办公零废弃’倡议，

鼓励在我们及合作伙伴们的办公场景中，

积极践行办公场景零废弃，建设“低碳办公

空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助力国家绿色

发展。

1. 尽量无纸化办公，如确有需求双面打印，或废纸利用。 

2. 减少可以由线上会议取代的线下会议。线下会议不提供瓶装水，减少纸制文件发

放。 

3. 绿色出行，使用低碳交通工具。 

4. 科学购买和使用办公用品，避免不必要的物资消耗。 

5. 节约用电，夏天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度。 

6. 节约用水。 

7. 不使用一次性用品 （例如一次性水杯、餐具，酒店的一次性用品等）。 

8. 合理点餐、光盘行动。 

9. 不购买过度包装食品、用品。 

10. 垃圾减量、科学分类。 

CEGA 倡议包括低碳办公零废弃的十大行动方案：

CEGA鼓励各机构制定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

计量各自碳足迹。CEGA将关注各机构方案实施情

况，召开经验分享讨论会，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对优秀实践进行宣传推广，扩大影响力。

CEGA希望更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到“低碳办公

零废弃”行动中来，做绿色低碳的行动派！

扫码加入 CEGA倡议：

万科公益基金会邀请公众一起减量低碳轻生活

8月21日是第四届零废弃日，零废弃日是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零萌公益自

2018年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公众倡导活动，旨在加强公众对零废弃理念的理解，零废弃日定于每年8月

的第三个星期六举办。

今年的主题是“减量低碳轻生活”，万科公益基金会邀约王石、珍·古道尔博士、杜祥琬院士和胡歌

等零废弃生活倡导人，邀请公众一起减量低碳轻生活！活动获得173家合作伙伴的支持，覆盖26个省

70多个城市，8月21日当天同步开展的线下活动预计达30余场；零废弃日相关新闻媒体报道83篇；微

信公众号自媒体推送文章168篇；“第四届零废弃日”百度搜索词条76,400个；微博阅读量3083.1万；小

红书话题浏览量700万，开屏曝光量658W；万科基金会视频号推送的零废弃日倡导视频，点赞量达

33203次。



零废弃日当天万科公益基金会还在深圳龙岗万科广场GALA举办线下发布会，正式发布《Z世代零废弃生活

报告》，报告系统地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观察了3201位年轻人的零废弃现状，形成五种不同的群体

画像，同时还给出了1份零废弃生活指南，罗列诸多零废弃攻略！完整版指南获得方式：①前往万科公益基金

会官方网站-信息公开-项目报告；②关注“万科基金会“，后台回复“报告”或“零废弃报告”。

8月25日-9月7日，万科

公益基金会联合Lens、小红

书一起，发起#一起低碳生

活吧线上活动，发布趣味

低碳科普定格动画《什么是

低碳生活》，以幽默有趣的

文案向读者分享了“低碳生

活”的10件小事，并邀约低

碳生活倡导官王石和珍·古

道尔博士一起倡导减量低碳

的环保生活方式，号召人人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点一

滴，减量减碳让每件小事都

变得有意义。

绿普惠云亮相全国低碳日 助力全方位量化减排行为

在2021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公众参与，低碳发展”论坛上，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

委会参与推动的第三方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正式亮相。该平台

将用科技带动全民减排，为企业量化用户的减排行为，为公民打造人手一个碳账本，从消费端为公众参与碳

达峰碳中和提供路径和解决方案。

居民部门消费碳排放来源多，减排复杂性远超工业部门，仅靠政策、资金驱动，靠地方政府或企业驱动，

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以中华环保联合会《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团体标准为依托，绿普惠云可以

分散的消费端碳减排量化，通过数字化方式记录，并推动形成除碳市场之外的碳普惠激励市场，推动全社会

公众参与碳减排可持续运营，助力政策治理，这也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民体系实现现实需要。

“政府推动低碳行动，企业带动用户减排，从政府、企业、个人不同角度统计减排量，便形成了政府碳账

本、企业碳账本和个人碳账本。”绿普惠负责人表示，个人的减排量汇集在一起是全社会减排的重要构成，云

平台不再为单一机构服务，而是为全社会服务。云平台形成的公众碳账本可将碳中和的责任和激励落实到每

个企业、每个人，是地方城市引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的数字化工具和环保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可让政

府政策更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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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红树林现状（The State of the 
World’s Mangroves）》报告发布

7月26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

设定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全球

红树林联盟（Global Mangrove Alliance，以

下简称GMA）于今年“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

国际日”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世界红树林

现状（The State of the World’s Mangroves）》

的报告，该报告为收录全球红树林最新资讯，

和推进周边社区良性发展的相关工作信息。

作为GMA的联盟成员之一，红树林基金

会（MCF）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工作，并将我

们对深圳红树林湿地的修复保育以及公众教

育等案例纳入《世界红树林现状》之中，以

期能在未来为其他伙伴在应对红树林修复这

一全球挑战时，提供参考和帮助。

“山水林田湖草沙共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在“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举办

8月中旬，内蒙古自然博物馆组

织志愿者团队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

县盛乐国际生态修复区举办了“山水

林田湖草沙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科普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带领内蒙古师

范大学50余名学生参观了由老牛基

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会（TNC）、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内蒙古

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项目地，实地

科普了世界荒漠化防治与干旱日的

主题背景、荒漠化及干旱的现状及

危害、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等方面的知识。活动旨在充分科普引导作用，加强同学们对防沙治沙工作的

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动员同学们积极参与到荒漠化防治工作中，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

“蚂蚁森林公益行动”上线五周年宣传片

8月25日是今年的“全国低碳日”，主题为“低碳生活，绿建未来”。在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上，

蚂蚁集团发布“蚂蚁森林公益行动”上线五周年宣传片。蚂蚁森林从2016年上线至今，已累计带动超

过6.13亿人参与低碳生活，产生“绿色能量”2000多万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蚂蚁集团自2019年起

友好合作开展“蚂蚁森林”公益项目，已在甘肃省敦煌市、青海省共和县、河北省丰宁县、河北省隆

化县等地实施公益造林项目，栽植梭梭、红柳411万穴，3.5万亩，栽植梭梭、红柳411万穴，3.5万亩；

栽植胡杨、油松、樟子松58.13万株，0.8万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北京市京西林场等单位监

管支持下开展了三江源嘉塘公益保护地、京西公益保护地等项目，保护面积1.79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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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宝洁中国联合开展的2021年度“宝洁中国先锋计划”项目
正式启动

8月25日，在生态环境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上，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与宝洁中国联合开展的2021年度“宝洁中国先锋计划”项目正式启动。

2021年度“宝洁中国先锋计划”将继续以“青年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主题，资助更多大学生实地参

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项目案例和工作，开展深度调研实践，贡献中国青年智慧，发挥青年先锋

力量。

基于本次调研，为了进一步推动NbS在中国的实践，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并支持Nbs，支持应对气

候变化，报告建议：（一）发挥好新媒体平台作用，广泛宣传NbS理念知识和实践，让更多人熟悉

NbS。（二）创新NbS实施途径与模式，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机会，带动公众广泛参与。（三）深

化NbS实践与应用，培育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更多中国案例，让NbS 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塑料包装替代材料减排量核算准则》立项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标委及民政部《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文件精神，根据

《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中华环保联合会在8月组织相关专家对

于《塑料包装替代材料减排量核算准则》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网

站进行了公示。

SEE基金会劲草同行伙伴增至90家

2021年8月21-22日，SEE基金会劲草同行年会首次在云端举行。经候选伙伴路演、导师深访、老

伙伴评议等环节，最终评审团投票表决，评选出10家符合劲草标准的伙伴组织。至此，劲草伙伴数

量增至90家，遍及全国。

2020年，劲草新增资助伙伴12家，累积资助80家；新增劲草导师26位，导师共计187位，导师们

支持NGO伙伴成长志愿投入时长约3840小时。项目年度投入资金 650 万元，累积投入资金超过3300

万元。



NGO专栏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简介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是一家在北京注册的环保公益研究机构。自2006年6月成立以来，机构

秉承“守护碧水蓝天，推动绿色发展”的使命，通过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协助政府、企业、公益组织、

社会公众形成合力，参与环境治理，以市场化手段和社会监督绿化全球生产、采购和投融资，成功撬

动16000家中外企业改善环境表现，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环境及气候治理。

2006年成立之初，IPE开发上线了中国首个公益环境数据库； 此后分别与NRDC、人民大学法学

院等合作伙伴开发环境信息公开相关指数，并连续对逾百个重点城市开展评价，推动空气、水质和污

染源环境信息公开；2014年发布蔚蓝地图APP，用户可以获取空气、水质、海洋、气象和土壤风险信

息，以及近5万重点污染源得实时监测数据，协助公众和绿色江南、青岛清源和芜湖生态等NGO伙伴

开展 “微举报”；联通两部委黑臭河举报平台，在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指导下，与阿里、万科和

SEE等公益基金合作，赋能百万用户加入空气水质和垃圾分类随手拍，共同见证从雾霾黑臭到蓝天清

流的艰难治理进程。

借助环境大数据和IT技术的新进展，IPE开发蔚蓝生态链解决方案，推动苹果、DELL、阿迪达斯、

LEVI’S和华为、李宁、溢达、朗诗等中外品牌绿化供应链管理；作为绿金委成员单位，通过企业环境

信用动态评价体系，协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中外金融机构开展绿色投融资，服务疫后经济绿色恢复。

2020年，IPE又上线蔚蓝低碳地图，协助科学判断各地双碳行动态势，助力各界参与双碳行动。

CEGA沙龙

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机遇与挑战 – CEGA第十三期沙龙取得圆满成功

环境公益诉讼是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2021年8月20日，CEGA举办第十三期线上沙

龙，特邀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谢玉红、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振刚、自然之友

总干事刘金梅，为与会的40多位伙伴介绍了各自机构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沙

龙特别探讨了环境公益诉讼在推动法律法规制定、配合相关领域政策设计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并对

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金梅总干事以2011年自然之友提起的云南曲靖镉污染诉讼案为例，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环境

公益诉讼的意义。截至2020年案件达成和解，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已投入数亿资金用于污染地块

的治理，并由社会组织参与修复监督，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参与的重要作用。

王振刚副秘书长介绍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围绕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开展的一系列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并介绍了针对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等公益诉讼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基金会自2018年起

发起中国环境法治公益平台项目。

在谈到挑战时，谢秘书长指出，目前环境损害鉴定价格高成本压力大，对鉴定资格的要求也将

一部分有能力的机构挡在门外。刘金梅认为，沉重的诉讼费用对社会组织而言压力很大。同时环境

公益诉讼对专业知识、专家资源等的要求，也让很多社会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王振刚副秘书长指

出，目前相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亟待深入研究解决。

嘉宾还与线上伙伴还就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气氛热烈友好。本次沙龙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

谢玉红秘书长介绍了中华环保联合

会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成功案例。例

如通过对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提起的公

益诉讼，形成对行政执法的有力补充，

有效解决了久拖未决的环境违法问题。

联合会2016年被CCTV评选为年度十大环

境法治人物。



责任编辑：赵文娟

联系方式：18600166565

wjzhao@geichina.org

简报合作机构：

CEGA环境资助者网络简介

CEGA（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环境资助

者网络于2018年1月29日启动，是中国环境资助者交流合作的平台。

宗旨是运用战略慈善理念，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的合作与发展，

引领未来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社会效益

最大化；文化理念为：融合，共建，共享，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CEGA 不是独立的法人注册机构，由基金会中心网运行并在决

策委员会指导下工作。目前决策委员会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万科公

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

友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组成。 决策委员会每届三年。决策委员

会主席由决策委员会选举产生。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北京

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为CEGA首任联席主席。现任联席

主席为万科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和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