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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

将于2021年10月11-15日及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中国昆明举行。9月27-28日

在昆明先行召开了COP15NGO平行论坛，论坛是由生态环境部与《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共同主办的8个平行论坛之一，由我国多家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承办。

论坛通过展示全球非政府组织最佳实践案例，形成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网络，

切实开展全球非政府组织在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目标的承诺和倡议，为有雄心

的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形成和执行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多家成员伙伴是NGO平行论坛的承办方。在会议之

前，CEGA召开了第十四期沙龙，为大家解读COP15NGO平行论坛及相关分论坛的

筹备情况、意义，以及要达到的目标。在两天的会议当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等成员伙伴参与主办了五场主题论坛和两场主题活动。CEGA作

为平台网络组织，全程参与本次论坛。其中，CEGA联席主席陈一梅女士参与了

开幕式对话环节，并在会上发布了2020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CEGA作

为网络平台，参与发起了全球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行动倡议。



本次论坛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代表，与CBD公约秘书处和生态环境部COP15执委办在开幕致辞结束后，

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对话。CEGA联席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女士参与了

对话环节。

陈一梅主席首先介绍了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的基本情况，接着对网络成员在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据陈一梅女士介绍，2020年CEGA13家会员单位一共提供约2.96亿人民

币，非会员一些环境基金会约提供0.23亿人民币，合计约3.2亿元资金投入环境领域。其中，资助金额占比

最大的连续三年是生态保护，生态保护资助更是在2020年超过整个资助额度的55%。此外，陈一梅主席还

向政府对基金会未来可能提供的支持提出了四点期许：一、希望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或者非国家主体、社会

组织能够了解、理解、信任和合作。多一些政府部门愿意做非营利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并能够指导业务工

作；二、在制定一些框架、规章制度的时候，相关议题可以征集基金会和NGO的意见，我们可以参与提供

在地的经验和案例分享；三、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提供采购服务或者资助项目；四、

政府可以给基金会和NGO提供特别是国内和国际政策方向的赋能，以指导基金会和NGO介入相关工作的尺

度。

CEGA联席主席陈一梅女士参与开幕式对话环节

CEGA联席主席参与开幕式对话



最后，陈一梅主席在此环节公布了2020CEGA报告发布的消息。这是CEGA连续第三年发布报告，报告向国

内外环保公益从业者分享了中国环境公益的最新实践。相比前两次报告，2020CEGA报告不仅总结国内主要环

境资助者的实践，还扩大了对受资助对象环境公益组织发展的关注，让读者更加了解环境公益领域的资源分

配现状和发展态势，并特别设置了新冠专题和气候变化专题，梳理疫情挑战下环境资助者和环境公益组织携

手合作的优秀案例，使得报告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洞察中国环境公益发展的重要工具。

CEGA作为平台网络参与发起全球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行动倡议

在本次大会上，CEGA作为10家平台网络之一，参与发起了全球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行动倡议，CEGA联席

主席安亚强及CEGA成员代表一起宣读承诺。具体承诺如下：

我们，所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攸关方将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1. 推动建立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合作联盟和网络，开展广泛交流，凝聚民间保

护力量和意愿，全面参与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和制定；

2. 做出有助于实现2020后新框架目标的意愿、资金和行动的承诺，并努力为实现这些承诺制定未来十年

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3. 协助各国政府加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包括参与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促进

全球保护地、物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新目标；努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互惠。

4. 制定各机构行动策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机构和部门发展和经济活动的主流，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

流化，促进生态经济的繁荣；

5. 支持发挥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及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有效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中的核心地位和贡献，

促进减贫和可持续目标的实现。

6. 加强面向社会其它行业、特殊群体（青年、妇女、儿童和少数族裔等）和公众的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

带领全社会贡献生物多样性。

7. 中国的环境组织十余家基金会、环境组织和平台等已经率先做出承诺：在未来10年，将投入约25.5亿元

人民币，在中国及全球开展关键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生态修复、促进约10万平方公里保护地提高保护效率

以及发展绿色生态经济等，正引领100多家中国机构继续开展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行动。

8. 我们承诺以COP15为契机，广泛动员全球非国家主体继续在COP15会议之前、之中和之后，继续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自主承诺并纳入“行动议程”，将承诺的行动延伸到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整个过程，

并为自主承诺付诸行动，为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持续贡献动力。 “迈向昆明，我为自然承诺：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CEGA参与发起全球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行动倡议



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发起人之一艾路明先生宣读了“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倡议书”，并宣布“中国-东盟

红树林保护倡议”正式发布。共有来自中国及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东盟五个国家的19家民间机构

通过线下和线上参与的形式共同加入倡议，标志着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进入了新的篇章。

后续，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及红树林基金会（MCF）等机构共同合作，联合各

倡议机构，正式建立“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发挥社会力量开展国际民间保护行动与交流合作，特别是社

区层面的落地示范项目合作，支持和推动基于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气候解决方案在中国-东盟地区的实践与推广。

CEGA多家成员单位主办CBD COP15主题论坛

“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国-东盟红树林生态廊道建设”主题论坛

作为会议承办方之一，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和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于

27日上午承办了本次平行论坛的第一个主题论坛——“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国-东盟红树林生态廊道

建设”。气候变化全球行动（GCAI）秘书长李海岩先生主持了本次主题论坛。



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论坛

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共同主办的“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论坛”于27日非政府

组织论坛开幕当天举办。

会议发布了“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行动共识”,倡议各环保民间组织采取行动,广泛传播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和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时关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减少各类污染物进入

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共识还提出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相关方,在政策执行、基

础研究、绿色供应链建设等方面,与环保民间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

生物多样性嘉年华之夜

27日晚，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嘉年华之夜”正式开启，国内外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界嘉宾，分享了各自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投入与收获、在2020后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上的承诺与贡献。

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于2017年启动至今，已在中国27座城市举办了41场大型环保科普活动，上百位

一线科研保护大咖参与分享，40多家环保NGO参与其中，线上线下参与互动公众超7700万人次。此次活动也是

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发布及研讨论坛

28日，全球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发布与研讨环节召开。“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由《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COP15筹备工作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主办，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承办，共收到七个大洲26个国家196个单位申报的258个案例。共108

个案例被评审为“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其中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任鸟飞”、“诺亚方舟”项目、 内

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老牛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林业碳汇

项目”、红树林基金会（MCF）“拯救勺嘴鹬项目”、万科公益基金会“珠峰雪豹保护计划”、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

会“可持续的社会公益保护地项目”等案例入选。

“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及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主题论坛

28日，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及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主题论坛召开。本

次主题论坛由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主办，社会公益保护地联盟，

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联合承办。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全球人类的命运，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全球人类共

同话题，全世界国家主体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作为非国家主体例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社

区及原住民、公众等，他们已经和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保护森林、草地、湿地、海洋等方面开展了非常有

创造性的工作。本次主题论坛邀请了5大洲，8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线上线下参加本次会议。CBD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特别顾问Catalina，COP15云南筹备办副主任高正文发表了开幕致辞。



“基金会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

28日，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携手二十国基金会平台（F20）、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主办了“基

金会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论坛，与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包括中外基金会、基金会联盟与平台、政府、科研

院所等代表，就未来十年基金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与角色、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海洋管理

有效性三方面开展对话与研讨，协同策略，作出承诺。

本次COP15 NGO平行论坛是本土NGO第一次在COP15这样大型国际会议主办论坛，付出了很多努

力，也经受了锻炼。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对今后作为NGO协助政府履行国际公约、开展国际合作

增强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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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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