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9日，为规范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及相关活动，生态环境部、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是通过市场机制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制度创新。《管理办法》

是保障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序

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对自愿减排交易及其相

关活动的各环节作出规定，明确了项目业主、

审定与核查机构、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

等各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各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管理

责任。

《管理办法》以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根本目的，突出“自愿”属性，强化市场

主体作用，并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信息

公开，强化监督。将社会监督作为对自愿减

排交易及相关活动的重要监管手段，按照

“能公开、尽公开”原则，及时、准确披露

项目和减排量信息，全面接受社会监督。二

是统筹协调，统一管理。建立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

展事前事中事后联合监管的新模式。三是夯

实基础，循序渐进。坚持稳中求进，市场启

动初期以健全制度体系、完善管理模式为首

要任务，重点提升政策制度规范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四是立足国内，对接国际。充

分考虑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在切实维

护好国家利益基础上，相关管理要求和技术

规范对接国际通行做法，向全社会提供高质

量、可交易、受到广泛认可的减排量，更好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文摘自凤

凰网）

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行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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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7日，生态环境部、外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甲烷排

放控制行动方案》（以下简称《甲烷方

案》），明确提出“十四五”和“十五五”

期间甲烷排放控制目标。是我国开展甲烷排

放管理控制的顶层设计文件。

甲烷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具有增

温潜势高、寿命短的特点，主要来源于煤炭、

油气生产、农业和废弃物处理等领域。我国

高度重视甲烷控排工作，2007年我国制定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控制甲

烷排放相关要求；“十二五”和“十三五”

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均提出控制

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相关措施；“十

四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等文件均对甲烷管控做出要求。

2020年9月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

大国际场合表示中国将加强甲烷等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管控。编制并发布《甲烷方案》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的自主行动，也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贡

献。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将组

织落实好《甲烷方案》，不断夯实基础能力，

加强甲烷排放管理控制，处理好甲烷管控和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

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积极推动落实

重点领域甲烷管控任务与措施，推动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作出中国贡献。（本文摘自央广网）

生态环境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
《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

行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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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日至11月2日，第三届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将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峰会由

凤凰卫视、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WWF北京代表处）、落基山研究所（美国）北

京代表处（RMI）主办，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C Team）、凤凰网联合主办。本届峰会将以“共绘 共筑 共赢 可持续未来”为主题，积极呼

应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需求。

生态环境部发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

行业大事

为全面反映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行动和工作情况，向国内外展示中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成效，生态环境部按惯例编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以

下简称《年度报告》），并于2023年10月27日正式发布。

《年度报告》介绍了2022年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进展，总结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新部署新要求，反映了重点领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碳市场建设、政策和支撑

保障以及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展，并阐述了我国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主张和立场。

报告链接：

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310/W020231027674250657087.pdf

2023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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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

行业大事

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会议（COP28）于

阿联酋迪拜举行。本次大会围绕“团结、行动、落实”的主题，各缔约方将对全球落实《巴黎协

定》的进展与差距进行“全球盘点”，规划行动方向，切实减少排放，保护生命与生计，对全球

气候治理进程具有重要阶段性意义。

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自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以来最重要的一届会议。

本届会议不仅完成了对气候行动的首次全球盘点，并且就制定“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

达成了一致。各国在本届大会上提交了更加具体和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目标，以应对全球变暖

和气候变化。这些目标包括减少碳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改善能源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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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课题组》研究小组成员及志愿者招募

合作机会

发布机构：国际生态艺术组织（YCJ）

项目说明：随着全球气温创历史新高，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影响着全

球各地的人们，地球在过去一年间见证了一系列的极端天气事件，加拿大破纪录

的野火、欧洲的极端高温、利比亚的洪灾、缅甸的飓风、北极冰的加速融化……

全球已经进入“沸腾时代”。国际生态艺术组织（YCJ）作为长期专注生态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非营利单位，重要的使命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YCJChina希望

与世界各地关注全球气候问题的公众共同探讨气候危机解决措施。

YCJChina将在2024年启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课题项目》，以公益项目的

形式运营，联合YCJChina科研行动项目，组建全球气候研究小组，将与所有关注

气候危机的公众、学者、从业者、青年学生一起探讨全球气候危机议题，通过 

“小组研讨、线上讲座、公开课、乡村公益行、气候调研、科普展览、学术研讨

会” 等形式，向公众提出研究小组成果和气候措施，并在年底发布《2024全球

气候危机应对报告白皮书》年度成果。

详情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slQV3NseByc6_SUn03uJQ
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第1期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志愿者工作站

发布机构：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招募说明：为便于社会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公益活动。2011年1月18日，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成立了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为公众搭建了自愿参与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实践低碳生活的公益平台。

无论你是公司、单位还是社会团体，或者你开有一家咖啡馆或餐厅，只要

你符合条件，我们热忱欢迎你申请成立志愿者工作站！与我们一道，共同参与绿

色低碳行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天蓝、地绿、水净、宜

居的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招募对象：自愿深度参与绿色低碳知识宣传和普及以及相关服务工作的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

详情链接：http://www.thjj.org/volunteer-workstations-set.html 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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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气候变化专题项目

合作机会

发布单位：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

项目说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

段，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结合相关行业领域“十四五”规划任务

目标，推动“气象+”赋能行动提质增效，促进气候变化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深

化敏感领域和重点区域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强化研究成果与政策措施紧密结合，

有效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双碳”政策体系与行

动，为我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方案与智慧。

招募对象：各有关高校、科研业务机构、企业，各省（区、市）气象局，

各直属单位。

详情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OL6DrUhIPeQSmCrVItxYQ 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GEFSGPChina）

已截止

已截止

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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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合作机会外，有兴趣者可持续关注以下曾开展项目/活动的主办方/组织者，

未来的合作机会在向你招手哦~

发布机构：全球环境基金（GEF）

项目说明：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GEFSGPChina）支持非营

利性民间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消除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治土地退

化和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其它危险化学品影响的项目，同时带来可持续的生

计。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现征集项目建议书，单个项目资助不超

过5万美元，并根据实际需要批准预算。2023年10月项目征集的重点资助领域为：

常规项目：可持续城市解决方案/减缓气候变化——通过综合性手段，在城

镇推动低排放体系和可持续社区。

详情链接：http://www.gefsgp.cn/appdetail.php?id=645&fid=22&cid=22



2023“气候先锋”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项目

合作机会

发布机构：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招募对象：广东省内高校志愿服务团队或热心环保公益的高校学生团队负责人

及骨干。

参与获得：

☆ 影响力：通过游戏和实操学习团队带领和管理等技能，体验从成员到负责

人的角色转化，学习构建规则、组建团队，体验项目设计，训练表达力，沟通力，

实现横向影响力。

☆ 设计力：在体验中学习自我察觉，寻找自己特质风格，并发挥自己优势，

学习整合身边资源，通过个人、机制及项目设计，实现个人成长与团队目标，打开

工作思路，让办法比困难多，多途径回应目标。

☆ 建立关系：认识其他高校社团、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找到同频的优秀伙

伴，建立联系，通过营期互相支持及后期营友沙龙定期聚会，找到未来一年甚至人

生发展中志同道合的好友！

☆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环保知识学习：了解气候变化的情况，以及应对气

候变化的方式。

详情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9jnVm3JHFhhdQRU3ZBdXA

已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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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NbS-气候变化议题”中国先锋计划青年调研行动

发布机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项目说明：“宝洁中国先锋计划”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宝洁中国于2015

年共同发起。该项目支持大学生社团发展、促进社团专业能力提升，以“在行动

中学习”的方式培养人才、项目和高校学生社团，为中国环保事业培养未来领袖

人才。

2023年“宝洁中国先锋计划” 项目将延续前两年的“青年与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主题，支持大学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

鼓励大学生了解并亲身参与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实践工作中，为推

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贡献中国青年智慧，发挥青年先锋力量。

招募对象：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和东北（黑龙江、吉

林、辽宁）地区的高校大学生社团或小组。

详情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9qQtglY83h2kSIX9b8yLw 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已截止



赋能机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关于环保社会组织能力提升培训活动

为提高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各方面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促进环保社会组织

间的交流和横向赋能，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于2023年12月26日至12月28日，中国环境法

治公益平台项目计划针对环保社会组织群体开展环保社会组织能力提升培训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将围绕机构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环境法律理论与

实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热点与难点问题等主题内容做培训交流，采用理论讲授和案例

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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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了解详情

促进气候与性别领域社会组织发展项目简介

促进气候与性别领域社会组织发展项目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陕西妇女儿

童发展基金会、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共同执行，项目自2023年10月开

始，周期为三年，将开展一系列社会组织赋能、政策对话与倡导、国内外交流、人才培育

等活动，加强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和性别主流化议题上的参与度与专业性，提升机构发展

水平和政策倡导能力，进而促进社会组织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