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民在线（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清算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 清算组成员如下：
组长为：孟庆国
成员为：孟庆国、中民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中民燃气有

限公司、《公益时报》社
特此通知

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备案通知书

17.57 亿元公益捐赠
被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报告对 2016 年至 2020 年
全国公益捐赠进行了数据采集。
经过分析，在过去五年中，我国
环境公益捐赠总额达 25.23 亿
元人民币，其中 17.57 亿元用于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资助，占比达
69%，远高于污染防治、能源与
气候变化领域的资助。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公益捐赠也保持较快
的增长速度，2016 年至 2020 年
增长率分别达到 21%、35%、43%
和 29%。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
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过去
20 年， 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在亚洲象、雪豹、滇金丝
猴、大熊猫、绿孔雀、中华穿山甲
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都有
社会组织的身影。通过试点示范
撬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配合政
府部门在濒危物种保护上开展
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公益组织
还在生态系统修复、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地上开展了大量的示
范，为国家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经验。 ”

报告显示，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益资助领域，用于生态修复
和保护的捐赠资金规模最大，占
比达 66%。而以物种保护为首要
目的的捐赠占比 23%，民间资金
主要集中在江豚保护、雪豹保护
和滨海鸟类保护上。 另有超过
6000 万元捐赠用于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地领域。

可喜的是，COP15 正在推
动中国的捐赠者开始关注生物
多样性保护领域。根据数据分析
结果，以“一亿棵梭梭”和“蚂蚁
森林”为代表的植树造林为主的
公益项目，占据了生物多样性捐

赠的较大份额。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公益资助分析的易善数据创始
人陶泽认为，这和捐赠者更容易
看到保护行动和产出有关。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
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参与了此
次报告的数据分析和报告的撰
写。他从数据中关注到积极的一
面：“目前环保公益行业长期存
在的基础设施和行业发展投资
不足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愿
意投入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
才培养的捐赠者依然是少数。不
过，我们也看到了向好发展的趋
势，包括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SEE 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
会等资助型基金会，正在变成行
业的基础设施，他们能够将企业
家个人和企业的捐赠，通过专业
的服务，以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
性，这是十分积极的变化。 ”

让更多公众愿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捐赠

过去 10 年， 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的资金持续加大。
2017 年至 2018 年，连续两年安
排超过 2600 亿元资金投入生物
多样性相关工作， 是 2008 年投
入的 6 倍。 不过，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仍主要依赖于政府
的公共资金投入。

此次调查也显示，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捐赠领域相关工作
仍有提升空间。

当前，公益慈善界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投入仍显不足。过去
五年中，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上投入的公益捐赠，虽然是环境
资助中占比最大、增长最为迅速
的，但是在我国整体公益捐赠中
所占的比重较小，不足 1%。而相
较于过去几年我国公共资金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投入的资金，
公益捐赠所占比重也较小。

同时， 公众捐赠在环境捐
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我国环
境捐赠的主要捐赠人为企业捐
赠人， 他们的捐赠占总直接捐
赠额的 64.53%。报告认为，全行
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和公众连
接， 让公众能够成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支持者， 并逐步完善
公众捐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渠
道和支持机制。

张立说，“我们需要让更多
公众知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
值，并愿意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进
行捐赠。 ”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仍显不
足，愿意投入相关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捐赠者依然是少数。

杨方义介绍， 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 国际环保组织通
常会编制各类指南和标准，形

成各类知识库， 来支撑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 但我国用于这类
知识库开发和运营的捐赠严重
不足。 对于目前社会关注的海
洋保护和绿色“一带一路”等领
域，公益捐赠投入也较少。“未
来我们需要更多更有影响力的
专业环保捐赠服务平台， 来服
务公众和企业捐赠人。 ”

此外报告还发现，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中，用于国际环保合作
和海洋保护的资金严重不足，生
物多样性公益项目影响力也有
待提升。 在项目设计和传播上，
总体较为“碎片化”，以宣传教育
为主的活动、植树造林等简单易
行的活动居多。未来中国环保公
益行业，需要注意项目的策略和
协同，更加关注项目对于生物多
样性目标的贡献。

“要取得更大的影响力，我

们需要和政府、 企业加强合作，
用公益捐赠来撬动更大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实现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成果。”张立建议，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到社会
经济活动中，并让各类捐赠者能
够感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
的效益。

具体来说，随着环境保护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政策结合，
通过撬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来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迫
切性更加强烈。 在扶贫、乡村振
兴、疫后灾后重建等重点捐赠领
域，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
扩大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影
响力的可行路径。如通过提供生
态扶贫、生态防灾领域的解决方
案，达到 1+1>2 的效果。

（据《中国环境报》）

� �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称 “CBD”）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 “COP15”）近日在云

南昆明举办 。在生态环境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主办
的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 ， 由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SEE 基金会 ）等机构发布的 《中国
生物多样性公益资助白皮书 （2021）》（以下简称 “报告 ”）第一
次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益慈善资助进行了数据分析 。数据显
示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环境公益捐赠中占比最大 、增长
速度最快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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