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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旧交替，万象更新，忙碌了一年后，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回顾2021年，

我们简报在6月创刊，在接下来的半年中，我们追踪着“双碳目标”、昆明生物多样性

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脚步，向大家报道业内的热点。同时，也向公众展示

CEGA成员的工作动态，让公众更加了解CEGA，让CEGA成员更加了解彼此。另外，

我们还在简报中展示了多家环保领域的优秀NGO，并发布了一系列招募资助信息，希

望能够发挥CEGA平台交流合作的功能，进而推动行业发展。2021年，CEGA在志同道

合的伙伴帮助下稳步前行，有收获、有挑战。2022年，我们将携手伙伴不忘初心，继

续努力。

本期简报，我们将看到CEGA和成员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和北京绿

化基金会对2021年工作的回顾和2022年工作的展望。在项目进展上，也有碳中和立

法研讨会召开、“共建零碳社会，NGO在行动”项目启动、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

略指南》中文版首次发布等一系列亮点。在项目招募板块，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SEE基金会）和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共同发起的“为海行动”资助招募计划

正式启动。CEGA组织的以“气候变化中的青年行动”为主题的第十七期线上沙龙活动也

如期召开。

最后，简报改版啦，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编者按

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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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 2021亮点速览

一、2021年9月27日, CEGA成员伙伴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

(COP15)-NGO平行论坛，CEGA联席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参加开幕式对

话环节并发布2020年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2020年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

报告梳理了国内主要环境基金会在疫情挑战下的资助实践，关注受资助对象环境公益组

织的发展现状，并特别设置了新冠专题和气候变化专题。读者可以在这份年度报告中看

到国内环境资助领域的资助规模和基本布局以及发展态势，看到环境资助者和环境公益

组织携手合作的优秀案例。

二、11月8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气

候变化适应日”当天，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在格拉斯哥现场中国企业馆发布了

《CEGA气候变化适应资助策略研究报告》，并同期举办了主题为“关注气候变化适应，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1年度论坛。

三、2021年CEGA沙龙共举办9期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青年在行动”；“环境公益

组织走出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 NGO 平行论坛解读”；“互

联网大数据助力环境公益破圈”；“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机遇和挑战”；“让大象

回家-公益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拯救危机中的海洋-从日本核废水排海谈起”；

“助力碳中和碳达峰-公益组织在行动”；“大咖谈：用财有道”与“战略筹资”。

四、CEGA月度简报自2021年6月推出以来共发布了七期，简报集中展示CEGA成员

伙伴的重要活动，项目成果，行业热点，资助信息等；还特别开辟了环境NGO专栏，介

绍和展示环境NGO工作，促进环境公益领域整体发展。

五、值2021年全国低碳日之际，CEGA成员伙伴发起低碳办公零废弃倡议，并得到

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论坛等多家机构相应。

六、2021年CEGA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北京绿化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作为成员、合作伙伴、及战略合作伙伴加入CEGA。

在新年来临之际，回头速览一下CEGA2021工作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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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1年，万科公益基金会秉持“面向未来，敢为人先”的理念，持续在社区废

弃物管理领域深耕。

万科公益基金会2021年回顾

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在一些项目上收获了阶段性的成果，也在探索

的途中遇到许多挑战，但始终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在可持续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今年也是“气候变化”议题格外受到关注的一年，我们也在用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

2021年12月27日，民政部发布2020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结果公告，

经过初评和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终评、公示，万科公益基金会被评为全国

性4A级基金会，标志着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建设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21年12月31日，万科公益基金会发布品牌宣传片，同时回顾了2021年度的

亮点工作，期待新的一年继续和伙伴们一起从“零”出发，在“可持续社区”的道路上

不断前进。

年度回顾推文链接：2022，我们继续从“零”出发 (qq.co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15349&idx=1&sn=06b79e128778544f7107cd819cc6d1de&chksm=fc89fa02cbfe7314e6bc8094a5b2c63c2cbcb767ea365bd6a77145f93cd53d2bd66e6174aba5&token=77464027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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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2021感谢信

感谢信公众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SCaw32olxxraxsCmjT4Xw

12月31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官网官微发布感谢信，向各利益相关方一年来对

环保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以下是感谢信全文：

回望2021年，北京绿化基金会以推进首都园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

积极推进各项公益绿化项目，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亮点纷呈：

一、4月28日，本会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公园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冬奥添绿义务植树活动”，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形式庆祝这一伟大的

历史时刻并留下永久印记；

二、七一前夕，本会党支部被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党工委评为北下关街道“先进

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7月10日，本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

四、9月28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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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本会创始人中国绿化老人单昭祥的同时，积极助力公益绿化人才培育；

五、10月15日，红螺寺古树保护项目通过验收，包括紫藤寄松、雌雄银杏、

听法松等6株古树成功复壮，赢得了中央和北京众多媒体关注；

六、11月23日，第二届“绿美京华”主题摄影展与首都全民义务植树40周年展同

步亮相园博园，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七、12月2日，本会为救助野鸭湖动物而设立的“给救助动物建温暖家”项目在

腾讯公益上线；

八、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和首都绿化委员会评为2021年度首都绿化美化先进单

位。

北京绿化基金会2021年度工作亮点

https://mp.weixin.qq.com/s/OSCaw32olxxraxsCmjT4Xw


6

生态保护

“良土有趣”堆肥协力自然教育系列课程正式发布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良渚自然学堂研发制作的“良土有趣”堆肥协力自然教育

系列课程于12月陆续发布，从社区、家庭堆肥到生态种植呈现良渚自然学堂在良渚这

片土地上的教学实践，也期待能够为对堆肥与自然教育感兴趣的个人与机构带来启发

与借鉴。

碳中和立法研讨会顺利举行

2021年12月17日上午，碳中和立法研讨会在阿拉善SEE北京办公室举行。此次研

讨会由阿拉善SEE、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主办。

在习近平主席宣布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一周年后，遵循习

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指示精神，我们邀请各方嘉宾

就碳中和立法进行深入研讨，以期达成广泛共识并推动相应的立法进程。

本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政府、研究部门、环保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界的相关专家

和代表。

精彩项目汇

气候变化

会议期间，各方嘉

宾进行主旨发言，并围

绕“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

碳中和立法的模式与主

要内容”及“我国碳交易

领域立法的现状、机遇

与挑战”等主题进行了深

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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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x C Team

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12月26日， C Team在北京举办了TED xCTeam 线下

活动，五位专注于地球减排的业中人现场分享了他们的思考与行动。疫情之下，近

百位观众来到现场，另有上千位观众观看了在线直播。五位讲者围绕可持续职业、

可持续时尚、卫星与碳中和、气候治理中的女性和气候变化在村庄里的微观实践等

话题发表了演讲。演讲视频将于活动结束后在TED官方渠道发布。

大道至简气候讲堂

12月16日和23日，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C Team举办了两期《大道至简气候讲

堂》，主题分别是“老汪聊《碳中和时代》”和“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

参与人数约500+和250+人，为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响应双碳目标提供了赋能支持。

“共建零碳社会，NGO在行动”项目启动

为探索多元化参与气候治理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民促会与能源基金会（美国）

北京办事处合作，启动“探索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及中外NGO策略传

播交流”项目，将通过案例收集、能力建设、经验交流等形式，梳理本土社会组织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果，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力，促进国内外气候传播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借鉴。

近日，项目在京举办开题会，邀请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及院校、社会组织和政府

间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和实践者代表为项目建言献策。期待中国民促会作

为平台型机构，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成为不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

促进民间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精彩项目汇



8

我国现有红树林地面积40.60万亩

2018年11月，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的指导下，老牛基金会与保尔森

基金会、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MCF）共同启动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

略研究”项目。由厦门大学王文卿教授所带领的项目专家组历时18个月完成《中国红

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了中国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对策措施，为推动

我国红树林保护及修复贡献绵薄之力。

2021年12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表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现有红树林地面积40.60万亩”一文，提到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报告》，

对项目研究成果给予了肯定。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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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国家废弃物管理战略指南》中文版首次发布
期待助力中国深化完善废弃物管理

12月10日，清

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

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

心、深圳市零废弃环

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

益发展中心和万科公

益基金会联合举办了

“UNEP《国家废弃物

管理战略指南》（中

文版）发布暨宏观视

野下垃圾治理研讨

会”，首次公开指南

中文版。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介绍了指南

的由来、应用和展望，

探讨了中国的废弃物

管理进展，分享了国

际的管理经验，期望

能在中国“双碳”目标

的大背景下，为构建

和落实可持续生活垃

圾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污染防治

《垃圾分类指数（GSI）及2021城市评价报告》发布

2020年4月，为响应国家对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部署，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IPE）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在中国环境记协的指导下，联合发起“随手拍点亮

小区垃圾分类”活动。截至2021年12月，垃圾地图共呈现280余个城市25000多个小

区50000余条随手拍。IPE基于随手拍问卷设计了垃圾分类指数（Garbage Sorting 

Index, 以下简称GSI），从社区垃圾分类实际表现、社区垃圾分类管理措施、垃圾分

类清运情况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四个维度，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市）、居

住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实际情况进行量化评价。12月15日，第二十期环境茶座暨指

尖上的环保“垃圾分类随手拍”公益活动年度总结会成功举办，会上IPE发布了《垃圾

分类指数（GSI）及2021城市评价报告》。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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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零废弃两周年成果发布 | 持续深化巩固，开启未来新篇章

2021年12月20日，由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故宫零废弃项

目两周年总结会”在故宫召开。来自民政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等政府单位

代表与故宫博物院各部门代表、项目合作伙伴、项目一线工作人员等齐聚一堂，共

话绿色故宫新未来。

会议立足于故宫零废弃项目开展两年来的工作成果与经验总结，展望了在中国

全面奔赴“双碳”目标的重要历史背景下故宫零废弃项目的深层价值和意义，坚定了

持续全面推进绿色故宫建设的决心。

精彩项目汇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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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为海行动：海洋保护项目征集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和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共同

发起 “为海行动”资助招募计划。

支持方向：包括但不限于海洋污染、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海岛生态系统保护、

濒危海洋物种保护、可持续渔业等。

申请对象：致力于海洋保护的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社会企业、志愿者团体。

申请方式：发送邮件“机构名称+为海行动申请”到邮箱：for_ocean@163.com

截止时间：2022年1月16日24：00前。

具体信息及项目申请意向书可扫码获得：

mailto:for_ocean@163.com


合一绿学园简介

合一绿学园致力于环保公益行业赋能，以“赋予行动方法知识，使得人人

可以共同参与到环境保护”为使命，通过成长课程、导师辅导、信息平台、实践

资助来培育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草根组织及行动者，拥有多年环保公益项目执

行经验，执行着包括“劲草同行”、“恒星伙伴计划”、“垒土行动”、“浪花计划”、

“成蹊计划”、“青新伙伴”等多个环保公益行业支持项目，为活跃在可持续社区、

水气环境保护、自然保育、海洋保护等议题上的伙伴赋能。

12

NGO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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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中的青年行动”

12月24日下午，CEGA组织第十七期线上沙龙活动，以“气候变化中的青年行

动”为主题，特邀上海绿色光年理事长倪欢、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兰科

其、河北省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科员樊志霞、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CYCAN）社群运营主管陈敏芳出席，分享他们在协助青年群体参与气候变化行

动的经验和故事，并和与会的逾80多位线上听众伙伴展开讨论。

倪欢介绍了绿色光年通过认知和社会情感培育，再到行为改变的教育层次，

组织了一系列面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气候教育项目。兰科其重点介绍了老牛慈

善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设立的支持高校青年学子的气候行动专项基金。樊志霞

介绍了当地大学生志愿者围绕着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环境日以及生物多样性

日等节点开展各类宣传活动。陈敏芳介绍了CYCAN从2007年组织青年代表参加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起，持续开展气候传播，以及开发的气候桌游等能力建设项目。

在讨论环节中，倪欢认为，青年朋友渴望成长，有很强的行动力和社会责任

感，同时他们需要被承认，需要对所做的事情有拥有感，因此应当多利用项目式

学习方式，最大限度的把任务和设计交给青年人，发挥他们的内驱力。陈敏芳也

认为，调动青年群体的关键是落到具体行动，并且把青年人组织起来看到彼此，

才能让气候变化这样重大议题与自己的生活产生连接。兰科其介绍，清华大学老

牛环境基金到目前为止已支持78位环境学院的学子开展国际间交流活动，模拟联

合国气候大会等活动已覆盖47所高校的学生。樊志霞指出，组织青年群体参加相

关活动，政府、社区、学校等相关部门间协调行动十分重要，必须加强各方沟通。

沙龙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CEGA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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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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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