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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10月11-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

会议在昆明举行。来自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50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参加大会。CEGA成员伙伴阿拉善SEE、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

等机构参加了会议。

在项目推进方面，10月，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正式在京启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论坛在南宁市召开，2021生态环保发展论坛在烟台市芝罘区召开， “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

金暨青神绿色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

本期的项目资助板块大家可以看到深圳红树林基金会的“勺华”计划正式招募启动。本期

的优秀NGO板块，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本土环境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CEGA沙龙部分，我

们依然向大家奉上本期的精彩内容回顾，讲述中国环境公益如何“走出去”，更好地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



热点聚焦

阿拉善SEE作为首批成员加入“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

10月25日，“投资自然：汇聚新动力，创造新未来”的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启动会

在京举行，并向全球发出了倡议。

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13家共同发起机构及32家成员机构

和重要支持机构在会上正式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f Biodiversity 

and Finance，PBF)。作为首批环保组织成员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加入到该伙伴关系中。

作为中国本土最有影响力的环保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一直以来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9月底携手多家机构在昆明共同主办了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并在10月份派代表参

加了COP15第一阶段会议。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作为观察员组织参加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10月11-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

议在昆明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来自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50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参加大会。会议按照《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程

事项以及组织事项等。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在大会的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明确提出开启人

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4点主张，郑重宣布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举措。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作为观察员组织参加了此次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将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到2030年，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积极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中国的开展和示范，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在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到2030年，至少筹集2亿元

人民币用于支持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同推进”的承诺纳入“从

沙姆沙伊赫到昆明：自然与人行动议程”中，并将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平台上为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宣传。

万科公益基金会“珠峰雪豹保护计划”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分享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 “高端政策论坛和

对话——社区、科学与社会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与合作”中，万科公益基金

会项目经理拱子凌发表《“珠峰雪豹保护计划”——社会组织参与西藏生态保护行动研究》

主题演讲，以万科公益基金会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厅、珠峰保护区管理局7年合作为案例，就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西藏生态保护行动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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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助力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作

为2021年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

层论坛暨202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于10月24日-26日在南宁市以线上线下的形式

举行。阿拉善SEE参与多个环节并分享观点，与相关利益方、合作伙伴等共同助力中

国—东盟红树林的保护。

10月25日，在“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合作伙伴关系与可持续发

展实践”平行分论坛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孙莉莉做了主题为“凝聚企业家共识，助

力中国-东盟绿色发展”的引导发言。

本次论坛由生态环境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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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具体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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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低碳循环无废城市”生态环保发展论坛在烟台市芝罘区成功召开

10月15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芝罘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

展专业委员会、山东省固废产业协会承办的2021生态环保发展论坛,在烟台市芝罘区召开，

本次论坛围绕“低碳循环•无废城市”主题深入探讨了低碳循环发展模式，与会专家就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进展及十四五时期有关要求》、《无废城市建设助推碳达峰和碳中

和》、《国内外无废城市建设案例分析》和《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进

行了主题演讲，积极探讨了破解固体废弃物处置问题的方法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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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暨青神绿色奖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9月28日下午，“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暨青神绿色奖学金”签约仪式在北京林

业大学举行，正式宣告“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的设立，同时启动第二个十年的

“青神绿色奖学金”。

2021年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0周年，也是单昭祥同志100周年诞辰。单昭祥

同志是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是北京绿化基金会创始人，

他为首都的生态文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首都乃至全国绿化领域的丰碑式人物。“单昭祥干绿化终身制”是时任国家主席杨尚

昆同志对单昭祥人生事业的肯定。

北京绿化基金会在中国最高绿色学府北京林业大学设立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

一方面是缅怀纪念单昭祥同志，学习和弘扬单昭祥同志创新发展永不止步的慈善精

神，更重要的是让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甘于奉献的单昭祥精神在北林不断接续和

传承，推动首都公益绿化事业更高标准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助力培养更多有理想、

有情怀、有作为的公益绿化人才。

北京林业大学安黎哲校长表示，本次“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青神绿色奖学

金第二期”在北林的设立，是绿化慈善组织与北林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方向上的接轨，开通了高校与企业间人才需求的“直通车”，搭建了社会、

高校、企业多元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也是实现北林与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利，

协同发展的“快车道”。

在单昭祥老人精神感召下，在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基金激励下，我们有理由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团体和个人关注绿化建设，关注绿化人才培养，单昭祥老人建设

绿水青山的美好遗愿也一定会在首都大地变成现实。



红树林基金会“勺华”计划2021招募启动

2021年，“勺华”计划以东亚-澳

大利西亚迁飞区（EAAF）为重点工

作区域，通过小额项目资助的方式，

鼓励迁徙水鸟保护工作的社会化参

与，支持基于科学保育、教育和研

究的有效行动，推动EAAF区域内以

勺嘴鹬为旗舰物种的水鸟及其栖息

地的协同保护。

社会组织、企业、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地可申请1-5

万元的短期项目资助，或5-20万元

/年的长期项目资助。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介

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以下简称“山水”）于2007年成

立，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

态研究中心教授吕植女士发起。成

立十四年来，山水专业从事物种和

生态系统的保护，致力于解决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以达到生态

系统的健康平衡与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山水关注的，既有草原中

的雪豹、森林中的大熊猫、金丝猴

等物种，也有城市周边的大自然。我们依靠当地社区的保护实践和基于公民科学的研究行

动，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提炼保护的知识和经验，以实现一个生态公平的未来。

机构网址：http://www.shanshui.org/



CEGA沙龙

中国环境公益“走出去”，更好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既是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具体行动，也是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民心相通的

重要手段。

10月22日下午，CEGA第十五期沙龙特别邀请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王香奕、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发展办

公室常务秘书季琳、社会资源研究所（SRI）研究员岳晋飞，以“环境公益走出去，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为题，为40多位线上伙伴解读政策法规、分析实践案例。

董强副教授首先回顾了自2016年以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社会组织“走出去”相关政策规定。

他特别指出，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要加强民间组

织往来，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王香奕秘书长以民促会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边会活动以及代表民间组织参与二十20国集团民间社会会议（C20）为例，介绍了中国民

促会支持中国民间组织开展的对外交流的成果和经验。季琳为大家介绍了GEI在缅甸农村试点

的清洁炉灶和太阳能替代照明项目，既可以减少社区对森林的砍伐、保护生物多样性，又有

利于社区公众健康。岳晋飞研究员以SRI参与的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介绍了项目在征地

补偿、搬迁安置、社区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沟通问题。

演讲嘉宾还与在线环保伙伴以及线上参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沙龙活

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环境公益组织“走出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CEGA第十五期沙龙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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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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