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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中国社会组织参会观察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attended the COP28 for observations    

■文、图 / 王香奕

当 地时 间2023年12月13日下 午5点，《 联 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

（COP28）在阿联酋迪拜正式闭幕。COP28也被

称为“全球盘点大会”，这是 《巴黎协定》进入第一

个五年实施周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阶段。2023

年是第一次全球盘点，此后各缔约方将在2025年

正式向联合国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也就是各

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政策和行动路径。因此，

2023年的COP28广受各方关注，会场盛况空前，

参会人员规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注册人数达10

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50多家社会组织赴迪拜

参会，此系新冠疫情后社会组织首次大规模参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

促进会（以下简称中促会）的推动下，中华环保

联合会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

称民促会）联合多家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社会组

织联合体 （以下简称联合体）。联合体自2023年4

月起定期召开筹备会议，协调讨论COP28议程策

划、活动议题、场地设计、时间安排和人员分工等。

为了提高社会组织参与COP28的水平和效果，民

促会、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等多家社会组织举

办了关于COP28能力建设和行前会等活动，并编

写了《COP28参会指南》 等文件。

大会期间，社会组织利用中国代表团的场地

“中国角”和联合国官方平台举办了形式多样、主

题多元、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包括主题边会、新

闻发布会和展台展览等，中华环保联合会、万科

公益基金会和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设立

了独立场馆，主题涉及太阳能、企业气候行动等。

“中国角”2023年也做了特别的设计和安

排，分为边会一区、边会二区和展览区。其中边会

二区的活动由联合体牵头策划，活动形式包括边

会、午餐会、晚宴交流会、茶艺、书法表演和H5打

卡兑换礼品等，吸引了国际嘉宾驻足参观和交

流，提升了国际观众对中国角活动的关注度和参

与度。为了确保中国角活动安全有序地举行，联

合体协调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班人员负责场地

布置、设备测试和会议材料展示等工作，为边会

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COP28期间，社会组织在中国角举办了近40

场边会。2023年11月30日，民促会主办了“减排

目标下民间国际合作的探索与实践”边会，来自

中国、美国、阿联酋等多国的与会者共同探讨如

何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减排。2023年12月3

日，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举办“联盟日”高级别

活动，邀请8个国家、12所高校的19位气候变化

青年领袖交流经验，探讨青年在加速能源绿色转

2023年12月10日， “气候变化教育与NGO行动” 新闻发布会发言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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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日，社会组织围绕“气候变化教

育与青年实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女性与气候变

化”等主题举办多场边会。其中，“女性与气候变化”

边会邀请到了来自墨尔本市政厅、联合国妇女署、企

业、智库和国内外社会组织的代表共同探讨女性如何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独特作用。2023年12月10日

为数字化主题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阿里巴巴

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主办了“弥合数字鸿沟，构筑气候

韧性”边会。2023年12月11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主办了“加速低碳行动，凝聚

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力量”边会，与会代表共同探讨

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协作，加速全球低碳行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

示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动员全民都采取低

碳、零碳的生活方式。只要全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低碳

转型就会加快实现。

2023年12月3日，民促会举办国际民间气候行动

交流晚宴，邀请法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与实践，增进

与各国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达成应对气

候变化的民间共识。2023年12月6日，北京绿研公益

发展中心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举办了“自然之声”

音乐冷餐会，邀请各国代表在自然之声中进行冷餐交

流，分享了对第一周气候谈判的观察，来自政府和企

业的利益相关方围绕碳普惠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开展了对话。  

除了中国角的活动，社会组织也活跃在联合国官

方平台上。2023年12月6日，民促会、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和世界农民组织等7家中外民间组织共同举办了

“通过合作和创新推进气候行动和粮食安全”边会，深

入探讨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支持农民采用创新的

方法改造和调整农业系统，以保障粮食安全。会场内

观众座无虚席，发言嘉宾与观众进行了热烈讨论，反

映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的关

注。这场边会的联合主办方跨越了亚、非、欧、美四大

洲，大家从会前的线上沟通到现场的团队协作，用行

动诠释了民间国际合作的最佳实践。

2023年12月8日，民促会与能链智电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社企融合在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倡

议”，希望结合企业的核心优势与社会组织的成功实

践，共同推进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社区融入，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多贡献。2023年12月10日，民

2023年11月30日，“减排目标下民间国际合作的探索与实践”边会部分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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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会举办“气候变化教育与NGO行动”新闻发布会，

邀请智库、社会组织和青年代表参会，共同探讨社会

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以及青年参与的重要

性，并发布了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民

促会和爱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气候同行者”项目，该

项目旨在培育应对气候变化的民间力量。2030年之

前，该项目将资助超过1000万元，赋能100位公益人

才，支持至少100个本地气候行动和气候变化国际交

流项目。

此外，多家社会组织利用联合国官方展台举办特

色展览活动，有的在播放触达人心的视频，有的在展示

女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故事，有的在展示企业低碳产品

等，生动讲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展台也吸

引了来自欧洲、非洲、东南亚等不同地区的参会代表前

来参观交流，探讨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潜在合作机会。

社会组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有一项重

要任务，那就是关注“化石奖”评选工作。历届大会期

间，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气候行动网络”根据各国

的化石能源转型政策进展及该国政府代表团的谈判

表现评选“化石奖”。该组织网络覆盖全球130多个国

家，有1900多家会员，是一家在气候变化政策倡导和

行动方面非常活跃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我国社会

组织发挥“国际气候行动网络”成员作用，积极参与

该组织年度战略会，关注该组织COP28期间的各项

行动日程，主动沟通我国能源政策及减排目标，民促

会邀请执行主任塔西姆·埃索普参加中国角边会活

动，增进其对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深入了

解和正确认识。

通过观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COP28的情况，有以

下发现：一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申请成为《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观察员，比如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2023年刚刚申请到观察员资格；二是参会社会

组织的地域越来越广泛，参加COP28的社会组织代表

来自北京、深圳、浙江、山西、四川等地；三是参会社会

组织的工作领域越来越广泛，除了环保组织，COP28

现场也出现了关注农村发展和灾害救援的社会组织，

比如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四是社会组

织开展活动的平台正在从“中国角”过渡到联合国官

方平台，除了举办边会等活动，社会组织开始申请独

立场馆和展台，用更直观的方式展示中国民间应对气

候变化的故事；五是社会组织开始关注交叉议题，比

如女性与气候变化、青年与气候变化等。

虽然社会组织从参会人员规模到组织活动的平

台、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

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社会组织参与COP28以组

织活动为主，跟踪谈判进展的屈指可数，北京绿研公

益发展中心是其中之一；二是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的

对话交流有限，比如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的战略会和每

日例会等活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很低，民促会

是其中之一；三是包括语言及对接国际话语体系在内

的国际交往能力不足；四是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不足；

五是社会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协同合作能力不足。

展望未来，期待我国社会组织能够找准自身定

位，明确战略方向，提升国际交往能力和协同合作能

力，为持续参与气候治理贡献民间力量。

联合体名单：
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

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SEE）、北京市朝阳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深

圳市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北京市

平澜公益基金会、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GHub）、北

京大学能源研究院、iGDP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

碳阻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LONGi）、中华环保联合会青少年环境友好行

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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