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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CEGA及成

员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次会议。其中，CEGA在中国企业馆发布了《CEGA气候变化适

应资助策略研究报告》，并线下线上同期举办了主题为“关注气候变化适应，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21CEGA年度论坛。CEGA成员机构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大道应对

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C Team）在主会场蓝区设立“中国企业馆”， 围绕“气候行动与可

持续发展”组织开展了39场边会活动。阿拉善SEE、中国碳汇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线上结合线下的形式，深度参与了系列边会以及边会

相关活动。会上，中国企业气候行动（CBCA）以寄语征集的形式，将大家对于应对

气候变化、致力于中国双碳目标的期许和决心带到了COP26现场。

本月，在项目工作上，CEGA成员各自在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的工作取

得了许多进展，以举办活动、发布报告、召开峰会等形式推进。另外，CEGA在本月

迎来了两家新成员：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信他

们的加入，将为平台注入新的力量。



热点聚焦

关注气候变化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1 CEGA论坛成功举办

11月8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之际，环

境资助者网络（CEGA）英国格拉斯哥的边

会中国企业馆发布了《CEGA气候变化适应

资助策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并线下线上同期举办了主题为“关

注气候变化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2021CEGA年度论坛。

CEGA及成员聚焦COP26活动

《报告》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

发布并解读了报告。《报告》指出，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可减轻气候灾害损失，支撑社

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性会随着减排的深入日益凸显。《报告》认为，

推进气候变化适应需要观念的变革，更加清晰的目标和具体的行动，同时也要依靠科

技进步和创新，包括相关融资的资金机制等。《报告》建议环境资助者网络应当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扩展当前环境公益项目的气候变化适应内涵，通过系统培训、数据库

建设、方法学构建等方式，引领公益行业方向，协助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实施。

来自研究机构、公益组织、企业的专家代表参加了议题讨论。专家认为，《报告》是

国内首个由公益行业领衔推出的气候变化适应研究报告，体现了中国环境公益的前瞻

性思考和责任担当。

专家特别表示，气候变化适应和减排相辅相成、同等重要，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近期郑州水灾等严重气象灾害让环境公益行业意识到，更系统更有效地开展气候变化

适应工作已迫在眉睫。公益行业对气候变化适应领域正在从认知建设转为实践探索。

代表们还分享了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实践案例、探讨各利益相关方在气候变化适应

领域的合作机会。大家纷纷表示，气候变化适应领域需要更多的沟通交流和跨界合作，

CEGA有责任加强宣传和引领。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在总结发言中恭喜

《报告》的发布，祝贺CEGA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环境公益发挥平

台作用。

气候变化专家呼吁将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放到

与“减缓”同等重要的地位，

强调与减缓工作的长期性

相比，适应更具紧迫性，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本届COP会议并将11月8日

特设为“适应日”。



阿拉善SEE携手多方举办12小时“碳中和”连播，深度参与系列边会

在COP26会议期间，由阿拉善SEE和C Team共同主办、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带你

看见碳中和”12小时连播活动在线上举行。80余位碳中和行业各领域资深人士，共同讲

述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对捍卫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意愿。

COP26期间，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王石带领万科公益基金会、C Team设立的“中国

企业馆”（China Corporate Pavilion），举办了超过30场边会，展示中国企业和社会力量

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分享中国故事和经验。会议期间，在“气候变化与沿海社区气候

适应”系列议题边会上，阿拉善SEE会长孙莉莉从参加行动倡议、企业自身减排、带动

产业链绿色转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多个参与角度，分享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

全球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努力和中国示范。

1月9日20:00-21:30，王石先生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现场视频连线，分享了过去12

年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心路历程，以及本次COP26的现场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由阿拉善SEE联动多方发起的中国企业气候行动（CBCA），向诸多

中国企业、机构征集了对COP26的寄语并带到大会现场，展示对中国双碳目标的期许

和决心。

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C Team）
在主会场蓝区设立“中国企业馆”

2021年11月1-12日，COP26在

格拉斯哥召开。万科公益基金会

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C Team）在主会场蓝区设立“中

国 企 业 馆 ” （ China Corporate

Pavilion）。



11月2日中国企业馆正式开幕，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

华，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美国气候现实项目创始人、前副总

统戈尔和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全球商业气候联盟（We 

Mean Business）联席主席思琳·赫尔维贾博士，COP26组委会气候领袖组代表罗马里

奥·费尔南德斯等嘉宾到场、致辞。

此外，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C Team）作为中国唯一入

选面向公众开放的绿区的展览机构，在绿区的活动区域进行了主题为“自然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展览，通过影像轮播的形式展示了《珠穆朗玛：鲜为人知的生灵秘境》画册

中诸多震撼人心的照片。

在COP26期间，中国企业馆围绕“气候行动与可持续发展”组织开展了39场边会活动，

分享知识、洞察、经验与实践，交流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和趋势，为线上线下的

参与者带来丰富的实干呈现和精彩的思想盛宴。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COP26期间活动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家顺于11月5日参加了中国企业馆“中国

企业气候行动”的“碳中和”连播活动。他作为发言嘉宾，参与了“碳交易解码”的主题环

节，他介绍了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交易流程和条件，国内外碳汇的交易机制，以及林

业碳汇供给障碍和对策建议。围绕林草部门发挥好主体作用，他表示着眼于2060年碳

中和目标，抓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巩固提升各类生态系统固碳增汇

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山区、林区、沙区、牧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呼

吁实施系列行动，绿化攻坚扩汇，集约经营增汇，生物能源节汇，合理利用储汇，生

态保护固汇，计量监测鉴汇，开发交易活汇，以及社会参与助汇。同时，他强调加强

碳汇管理，把好项目审定核证、项目方法学精准应用、第三方机构准入、项目注册登

记、签发以及注销全流程管理等，向社会提供真实、有效、充足、可信的林草碳汇。

刘家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于11月8日参加了环境资助者网络组织举办的线上论坛，

论坛主题为“关注气候变化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他参与了气候变化适应视

角下的案例分享讨论环节，他介绍了我会目前开展的张家口冬奥碳汇林项目，详尽介

绍了冬奥碳汇林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多重效益的目标，并如何通过规划来实现气候

变化减缓与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并阐释了多重效益碳汇

林项目是如何在提升生态系统韧性、保护和改善大都市圈水资源供给、构建稳定的动

植物栖息地和生态廊道等方面对气候变化适应的独特贡献。

中华环保联合会圆满完成COP26相关边会展览活动

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气候变化公约观察员机构，在COP26两周会议期间，组织了相

关线上会议及展览，展示了来自中国民间的气候行动。以下是图片集锦：

线上展览：

在大会线上平台开展了低碳

消费主题展览，展示了包括个

人碳账本、骑行地图、青年低

碳行为干预工具等多个来自中

国本土的低碳消费传播倡导案

例、报告和政策建议，同时进

行了《气候大会之旅》纪录片

的展播。



各类边会：

线上参与了气候适应、零碳社区发展、气候创新三场边会，就气候适应的民间组

织参与、绿普惠云平台等内容进行了案例分享，并于现场嘉宾进行了互动。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合作，由
CYCAN执行的“沃土行动”项目

11月，CYCAN项目人员陈敏芳将

沃土行动田野营的项目故事带到

COP26会场——今年7月，CYCAN带

领20名多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专业的

青年进入乡村社区，通过田野调查

的方式记录社区正在面临的气候挑

战和适应工作，并拟用相关报告及

成果集的形式进行呈现。

11月19日，由乐施会（香港）北京

办事处支持，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执行的

“可持续国际合作：社会组织走出去”项

目举办了线上主题研讨会。此次会议邀

请了国内的社会组织、国内注册的境外

非盈利机构、智库以及相关行业人士等

50多人参会。

经验分享环节，上海绿色光年绿色服务中心理事长倪欢与创绿研究院气候与能源项

目官员陈蓥婕分别分享了机构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经验，以及在“社会组织走出去”方

面所做的努力。



CEGA及成员COP26寄语

环境资助者网络执行主任：张瑞英寄语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孙莉莉寄语

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寄语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杜永胜寄语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谢玉红寄语

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寄语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王香奕寄语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会议期间，“中国企业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展示中

国企业和社会力量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分享中国故事和经验。由于新冠疫情，很多企业和机构

无法现场参会，中国企业气候行动（CBCA）以寄语征集的形式，将大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致力

于中国双碳目标的期许和决心带到现场。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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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沙自然观察大挑战收官| 共话“城市自然与绿色低碳生活”

2021年初秋至2022年晚夏，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爱栖自然

保护行动者公益基金开展“梅沙碳中和社区·梅沙自然年”项目。

项目第一阶段启动了梅沙自然观察大挑战，共有来自在地及全区的22个挑战队伍

参加，活动期间共收到挑战者们提交的5686条有效自然观察记录，其中有效鉴定记录

数为4994条，鉴定率为87.83%，初步统计记录了大约1221个物种。

11月20日组委会在盐田区举办了“2021梅沙自然观察大挑战”闭幕盛典暨“城市自然

与绿色低碳生活”分享会。“梅沙自然影像展”也从即日起走进盐田区文化馆和梅沙街道

的各个社区巡展，让更多人欣赏到野性梅沙之美。

“万物生长·悦在其中”生物多样性艺术展在北京举办

11月9日至11月30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和绿色和平共同主办的“万物生长·悦在其中”生物多样性艺术展在北京朝阳大悦城6层

悦界主题空间开展。本次展览以云南生物多样性为主题，汇集了摄影、纪录片、漫画、

装置艺术等展览形式，向参展人员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方便市民近距离感受云南当

地的物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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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社区基金会与多家机构联合主办2021年丰年庆活动

由千禾社区基金会与多家机构联合主办的2021年丰年庆活动在11月底的广州顺利

举办。本年度主题围绕“靠天吃饭的丰年——农业、食物与气候变化”，举办了论坛及

一系列公众参与活动，与专家、农户、可持续生活者一起探索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关

系。

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发布
《珠三角地区社区居民气候变化认知调研报告》

该报告是国内少有的针对社区层面研究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行动的报告。社区

是防灾减灾、气候适应的前沿阵地，报告中关于居民对气候变化感知和气候变化对

社区的影响等成果，对做好灾害防御规划，增加灾害防御意识，采取气候适应行动，

充分发挥社区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万科公益基金会“带你看见碳中和”12小时连播活动

11月5日，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中国企业气候行动”（China Business Climate 

Action, CBCA）搭建12小时连续直播平台，活动邀请了80余位碳中和行业各领域资深

人士分6大主题板块进行分享，带领公众全方位了解“碳中和”，共有超过160,000人次

在线收看直播，超过1,200,000人次围观话题。

华泰证券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峰会：聚焦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

11月18日，华泰证券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峰会在上海举办，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

围绕双碳目标下的产业变局、投资转型等议题，分享了各自观点，共同“碳”路下一个

十年的经济风云。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院长王毅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新发展理念下，碳中和转型路径不能只用减排情

景曲线表征，而是一系列目标、技术、资金、政策等综合驱动的系统行动路线图。

碳的定价机制将会是一个核心问题，没有好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可能引领创新、倒

逼改革、促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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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社区|以多元协同创新垃圾分类实践——“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实践项目”案例集
发布会成功举办

11月19日，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主办，北京七悦社会公

益服务中心、北京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支持，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实践项目”案例集发布会在线上成功举办。发布会聚焦多元协同，

以丰富的案例分享和圆桌对话呈现了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推动垃圾分类的策略、路径

与成果。

向未来·助双碳 | 第三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顺利召开

11月25日-26日，在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支持下，由万科公益基金会主

办，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协办的第三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以线上直播的形式顺

利召开。论坛以“向未来·助双碳”为主题，在“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行动”两个版块下

邀请到25位来自国内社区废弃物管理领域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科研院所的嘉

宾，围绕相关政策、行动、技术和专项议题各抒己见，共同探讨社区废弃物管理如

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在75家企业、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共同助力下，本次论坛

在新浪微博、视频号、壹深圳等6大平台同步直播，浏览量累计达664.7万人次，获

新华网、光明网、环球网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实践项

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北京

沃启公益基金会于2018年10月

共同发起，通过两期项目先后

支持8家机构在7个城市11个社

区和1个社群，从社区自组织培

育、社区厨余堆肥形成内循环、

社区花园建设、社区内多元参

与、城中村社区垃圾分类实践

以及社群运营倡导等不同的角

度切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

市社区垃圾分类/减量的创新路

径/方案。



创绿研究院简介

创绿研究院是一家扎根国内、放眼全球的环境智库型社会组织。机构致力于全球

视野下的政策研究与多方对话，聚焦低碳与气候能源、海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

金融与海外负责任投融资等可持续领域的前沿问题，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助力中

国高质量的实现“碳中和”目标并推进绿色、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共促全球迈向净零

排放与自然向好的未来。

机构网址：www.gh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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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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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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员伙伴包括北京绿化基金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