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 - 2021年度公益项目开展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运作模式 服务地区
项目支出

(人民币万元)

1 生物多样性公约倡导

为提高以青年为主体的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了解和参与，深圳市
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在2021年5-10月间，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
交流中心等开展了系列青年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包括2021年5
月，举办中国青年对话《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活动；2021年8
月，主题为“访问世界，对话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方案评选活
动；2021年8月，预热视频上线；2021年9月“青年使命，自然向好——
2021年模拟全球环境谈判青年峰会”； 2021年10月“中国—东盟青年领导
力”暨“亚非青年对话”等。

混合 各省 254.45

2 雪豹及栖息地保护

2021年度雪豹及栖息地保护项目向雪豹保护地捐赠巡护工作装备共计
100套，并支持一线保护工作者开展雪豹栖息地调查与监测行动，共计
覆盖约2900平方公里雪豹栖息地，完善雪豹种群信息；组织保护地巡护
员、保护管理人员开展综合能力培训200余人次，提高其野生雪豹种群
调查，栖息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专业水平；与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护中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发了雪豹智能识别及监
测数据管理云平台，该合作案例亦获选COP15非政府组织论坛“全球生物
多样性100+案例”，并被推荐参与迪拜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中
国馆线上展。

资助 各省 377.04

3 一个长江野生动植物保护小额基金

关注长江中下游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资助NGO/团体、基层机构来开
展监测、巡护、宣教等保护工作，助力本土团队成长。主要工作：1.支
持8支团队开展8个保护项目。资助开展以青头潜鸭、麋鹿、黑鹳、中华
穿山甲、小天鹅、红头潜鸭、貉、獐等物种及栖息地保护工作，研究城
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合作方：武汉市观鸟协会、东洞庭
湖国家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江西都昌
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江苏科技大学、
苏州市林学会、复旦大学、华泰证券。2.为受资助团队开展了1场项目管
理、宣教等培训；3.为华泰证券组织1场企业参与保护项目体验活动。取
得成果：1.8个保护项目均取得了预期项目效果并将在2022年度进行项目
阶段性成果保护宣传。2.与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有声读物《长江动物真
神奇》，囊括长江上、中、下游最具代表性的动物，提升公众对长江江
豚及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

资助 各省 85.85

4 长江湿地保护

与梨视频合作，制作了关于长江湿地保护的视频。视频选取了长江中下
游洞庭湖、上海青浦、武汉市的三个案例，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湿地保护
和人类发展的关系。视频制作完成但还未上线，预计视频将在《湿地公
约》缔约方大会期间推出。
项目还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在湿地司的指导下，梳理了中国在履行《
湿地公约》中的要求。

运作 全国 50.00

5 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

1）通过长期对非法野生物贸易议题的研究，并与执法部门合作开展能
力建设，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建议；2）通过与互联网/旅游/快递等多
行业开展合作，协助从业者提高濒危物种保护意识，并熟悉相关法律法
规，提升非法制品的判别与管控能力；3）通过加强公众宣传，改变不
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减少公众对非法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从而助
力生物多样性及环境保护。2021年11月，完成了以保护大象等濒危旗舰
物种，践行可持续旅行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为主题的“大象邀你来场-
象样的旅行”等多方式公众参与和宣传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传播影响，
入围腾讯创益人大赛，为逐步减少目标群体对非法野生物制品的需求起
到了促进的作用。

运作 全国 129.13

6 大湾区环境保护

2021年大湾区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相关的工作；以海洋城市可持续生活
方式主题在深圳印力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在大湾区开展净塑城市主题活
动；3月27日在平安金融中心大厦举办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6月5日与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南山管理局开展南山区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

资助 各省 188.56

7 大熊猫及栖息地保护

2021年度大熊猫及栖息地保护项目先后开展了包括300余亩栖息地植被
恢复、大熊猫分布区周边社区50余亩可持续农林产品种植等示范活动，
完成66套适用于野外保护工作的装备以及40台红外触发式相机捐赠，同
时支持一线保护工作者持续开展栖息地监测与巡护行动，共覆盖5000公
顷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设计和开展了6场约200余人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大熊猫保护等主题宣传和自然体验等活动，激励公众支持和参与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行动，成功的组织多场共计约80余人次的大熊猫保护
与栖息地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活动，并组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林场
等30余名代表分享其栖息地保护项目案例与管理经验，增进各保护单位
间的交流、吸纳各自的优秀项目案例与成功经验、取长补短，进一步提
升保护工作者的技能水平。

资助 各省 246.72

8 地球一小时

2021地球一小时活动主题突出“行动”和“希望”，持续关注全球生物多样
性丧失与气候变化，将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通过“熄灯”这个简单的动
作，唤起对地球的关注，倡导维护生物多样性、重视气候变化、保护物
种和栖息地、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减少食物浪费和一次性塑料使用，
用行动带来改变，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美
好未来。活动于3月27日举办线上熄灯仪式，主要收看平台是地球一小
时微博账号和抖音平台。地球一小时是个开源的活动，从3月起，我们
把开源物料包通过官网发布，同时动员媒体和推广伙伴，通过公益广告
投放和媒体宣传报道等方式，进行活动的预热。活动吸引全国多个城市
的政府单位、社会机构、企业、公众人物、民间组织等以各自的声音齐
颂自然，共同许下“相约2030：万象更新，回归自然”的十年环保承诺。
另外，国内多个城市分别举办了形式各异的线下活动，让公众有更多机
会参与到守护地球的行动中。

运作 全国 90.35

9 东北虎及栖息地保护

2021年度东北虎及栖息地保护项目，先后投入60台红外相机支持了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约3000km2东北虎及其猎物种群监测；构建
了一套东北虎栖息地质量快速评估指标体系，摸清了小兴安岭和老爷岭
地区东北虎栖息地质量与修复的初步方法，识别了8条生态廊道，为进
一步开展东北虎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9个
林业局440km2开展了基于网格管理的反盗猎工作，提高了反盗猎效率；
开发了一套适用于东北虎巡护员的网络课程，增强了巡护员能力；成功
举办了第十一届全球老虎日活动，约2.6亿人关注和参与了该活动，提高
了社会公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混合 各省 1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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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运作模式 服务地区
项目支出

(人民币万元)

10 纺织行业绿色发展

2021年纺织项目以中国纺织企业绿色转型为重点，与中纺联(CNTAC)和
成都亿科（LCA委员会）深入合作，开发“工厂评估和改进系统(FAIS)”工
具，用于纺织企业摸底和评估其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在节水
、节能、减排等领域提供适当解决方案。截至2021年6月底，FAIS系统
节能模块开发完毕，共有45家国内纺织企业完成了FAIS系统注册，共14
家工厂分别参与节能和节水模块自我评估工作。 2021年10月30日，纺
织项目联合中纺联（CNTA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世界时装之苑
ELLE，举办了第二届“地球表白日”活动—ELLE X WWF创新可持续性论坛
。

资助 全国 153.55

11 公众参与能力建设

2021年，一个地球OPF在公众参与活动中，通过互联网筹款平台共上线
运营16个公益项目。来自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捐赠总额为666.38万
元，并获得303.86万人次支持。通过联合公募开展月捐，共有3,722位伙
伴加入“地球合伙人”月捐计划，筹款97万元。捐赠人可通过邮件、短信
、微信和捐赠页面更新等方式查看每月项目进展。2021年我们也为月捐
人举办了系列线下学习分享活动，鼓励捐赠人参与和走进公益活动。

运作 全国 23.88

12 国家公园

1.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调研三江源国家公园--曲麻莱地区人兽冲突
现状及当地社区对野生动物肇事容忍度，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
突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开发基于微信的定制人兽冲突信息的自动化采
集工具，面向管理层、社区居民等，进行人兽冲突信息的收集，实现人
兽冲突信息的自动化采集，提高的便利性，扩大调查用户的广度。逐步
完善形成人兽冲突信息采集的标准化软件工具，适时进行推广；2.与三
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省雪境保护中心合作，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
防熊手册编制工作，基于过往在三江源地区开展人熊冲突缓解的案例，
和国内外人熊冲突的解决方法，和本地经验的结合，计划设计一本藏汉
双语图文并茂的防护手册；3.与陕西省林业局合作，支持秦岭108国道大
熊猫国家公园廊道管理提升项目，厘清廊道核心区域大熊猫种群扩散缓
慢的因素，对廊道周边社区的人兽冲突问题进行分析，并寻求可能的解
决方案。

混合 全国 143.69

13 海洋保护

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开展蔚蓝星球基金项目，资助包括可持续渔业与
养殖业，海洋保护地与濒危物种的项目。为了支持中国海洋保护的本土
力量在后疫情时代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市企
业家环保基金会等伙伴共同发起了“后疫情时代援助计划”，根据需求定
制了贯穿全年的培训课程，共同为海洋保护添砖加瓦。
与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合作开展渤海湾鳗草床及社群共管的探索，并
对以日本海马、东亚江豚为代表的濒危海洋生物进行重点保护；同时与
专家制定了公民科学项目的计划，以汇泉湾、前海湾、银海大世界潜点
作为近海生态系统多样性调查点。
与广东海洋协会合作，在三亚通过修建珊瑚苗圃和幼苗底播等传统珊瑚
礁修复手段对衰退中的珊瑚礁进行人工干预修复，以促进其生态系统的
自然恢复。同时，在详尽的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围绕珊瑚礁，开展一系
列的海洋科普活动，从而达到促进珊瑚礁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双重目的。

混合 全国 138.67

14 1864熊猫巡展

1864是第四次“猫口普查”得出的野生大熊猫数量。项目的目标是号召社
会各界像喜爱大熊猫那样关爱其他濒危野生物，关注野生动植物的栖息
地，介绍系统性保护的概念，并同时通过科普图文展区和线上传播来提
升公众的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本次项目合作方是平安人寿
。成果为在2021年7月到10月期间，在北京、南宁、石家庄、郑州、成
都举办了落地活动，获得各城市市民的关注和好评。

运作 各省 116.29

15 候鸟及栖息地保护

项目内容：1.对崇明东滩北八滧湿地开展栖息地管理，完成鸟类栖息地
的优化；2.基于崇明东滩北八滧栖息地管理，开发湿地管理培训教材，
完成《栖息地管理》和《栖息地监测》两个课程模块初稿；2.开展崇明
东滩申遗地溢出区域的社区调研，完成《上海市崇明区水产养殖环境表
现调研报告》、启动了崇明东滩申遗地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沙龙，举办
了第一次沙龙；3.开展了主题日线上宣传，拍摄了人物类纪录片《吴明
霞世界湿地日之东滩重访》、自然类记录片《毛球的诞生》、工作类纪
录片《一个鸟类科研工作者的一天》。
项目目标：通过参与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探索社会公
益型组织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创新模式，将长江河口湿地的保护管理
的成功经验辐射全国及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区的国家及地区。
收益方：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溢出区域。
项目合作方：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混合 各省 105.15

16 环境教育

2021年主要工作内容聚焦：
1.开发长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和长江江豚主题课程。2.组织环境教育讲
师培训，依托讲师网络开展公益环境教育课程。3.围绕“双碳”目标、生物
多样性等年度热点，开展线上传播和线下科普互动。
项目目标：提升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长江大保护和双碳保护目标的认
知和行动力。
受益方：环境教育讲师、公众。
取得成效：完成《生命长江——长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课程》和《留住
江豚的微笑——长江江豚主题环境教育课程》编写工作；发布《中国公
众生物多样性认知调查报告》；组织参与环境教育培训，为超过200位
环境教育相关领域人员开展培训；联合合作伙伴在全国累计开展超过
700场公益性环境教育活动，直接服务公众约26,000人次。
项目合作方：农业农村部长江渔政管理监督办公室、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中国林学会、上海通用汽车别克品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长鱼水生生物保护基金会等等。

运作 全国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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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运作模式 服务地区
项目支出

(人民币万元)

17 减少塑料污染

三亚净塑城市项目致力于以下两个目标：
目标 1：2022年，减少三亚市试点区域30%塑料污染；
目标 2：2025年，通过推广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三亚市减少50%
塑料污染。
一个地球于2019年开始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展净塑工作，旨在通过建立示
范项目，打造最佳净塑实践案例，同时开展公众意识提升活动及塑料垃
圾捡拾与社区扶持工作。减少社区的海滩塑料垃圾总量，在提升社区居
民的海洋保护意识的同时，增加部分社区居民收入。
1. 于2021年1月完成试点区域基线调研报告，该报告识别该区域一次性
塑料制品用量、种类及去向。于5月份与当地政府、创新企业、科研机
构等合作伙伴举办项目研讨会，发布并解读调研报告，并与合作伙伴共
同制定行动方案；
2. 截止至2021年11月，一个地球连续两年支持当地伙伴在三亚市各区开
展净滩活动超过200场，参与人数累计超过一千人，共清理海洋垃圾约
30,000公斤，其中塑料垃圾约22,000公斤，占比超过73%。

混合 各省 42.06

18 江豚保护

1.协助开发石首天鹅洲白鱀豚保护区管理规划并通过国家评审，明确保
护区未来十年发展的总体目标及方向。
2.与天鹅洲及何王庙长江江豚保护区紧密合作，开展增殖放流，巩固和
恢复江豚饵料鱼资源，总计放流了7000余斤鱼苗，有效保障江豚食物来
源；开发智能巡护APP和提供无人机和无人船等设备，开启保护区智能
管理模式。
3.支持国内外专家开发《淡水豚保护地有效管理国际评估标准
（CA|RDS）》，为江豚保护地的评估提供全球统一标准，提高了管理有
效性，《标准》即将于2022年首次运用于天鹅洲长江江豚保护区的评估
。
4.通过一系列公众参与活动，与安踏、腾讯公益、阿里公益、荣耀等企
业合作，探索公众与企业参与江豚保护机制、助推江豚保护社会化参与
和发展。

运作 各省 334.80

19 可持续林业及森林保护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重点野生动物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通过试
点和示范方式，在北京市昌平区以及云南省西双版纳亚洲象栖息地开展
生态修复项目，提升栖息地质量，同时支持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提高
居民收入。主要受益方为森林生态系统和当地社区居民。截止目前，在
北京和西双版纳共计设立了750亩示范林。

运作 各省 178.71

20 流域绿色发展

通过系列活动支持以长江流域为主的流域淡水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转型，支持流域内物种如江豚、候鸟等从源头到河口的重要栖息地有
效保护示范、企业与城市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教育设施与信息、
案例与活动、多方参与的“水的旅程“及”为地球行走“的传播等。

混合 全国 58.90

21 能源转型

为了更好的帮助企业了解碳达峰碳中和，帮助企业向低碳转型，通过开
展调查研究，梳理优秀案例，组织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的（线上及线
下）交流会、调查研究、培训会，使得更多企业了解碳达峰碳中和并鼓
励企业开展行动，助力双碳目标达成。

运作 各省 10.69

22 舌尖上的骄傲
项目旨在以行为导向设计的方法，对中小微餐饮行业减少食物浪费开展
相关培训、试点打造、政策建议，广泛进行传播教育，提高企业及消费
者对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认知。

混合 全国 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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