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盟青年领导力：环境部长会议模拟对话

专家观点

2021年10月24日至25日，作为2021年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东盟绿色

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202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平行分论坛—“中国—东盟青年领导力：环境

部长会议模拟对话”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广西南宁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盟使团指导，由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生态环境部对外

合作与交流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世界自然基金会北

京代表处联合主办。东盟国家和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暨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青年代表二百余人共

同参与。主要嘉宾发言摘编如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儿童遭受着气候变化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等破坏性社会经济危机的复合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抵消我们在儿童健康和教育福祉方面

取得的许多成果。首先，气候变化关乎儿童权利，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相关影响可能导致儿童权利的丧

失；其次，儿童和青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是解决气候危机的重要参与者；此外，实现

宏伟的气候雄心和目标需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同时，气候行动需要更多

倾听青年的声音和想法，并探讨创新性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与政府、企业、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开展气候风险管理行动，

并确保青年和儿童在环境战略和灾害应对计划中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方共

同采取行动，共同倡导和创造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环境。

Cynthia McCaffrey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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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愈发严峻，并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域和全球共识。

生物多样性资源及其相关生态服务对抵御气候灾害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文莱始

终坚定承诺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积极推动红树林保护和修复工作。

青年是推动环境、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今天的活动为东盟和中国青年们提供了良好的对话交流和互相学习机会，希望各位青年代表

积极探讨区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紧急问题和亟待采取的行动，为建立可持续和韧性未来贡献

“青年一代”的智慧和力量。

Haji Tamit Martinah

文莱达鲁萨兰国发展部处长

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并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和生计造成严重威胁。然而气候

行动需要更多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共同参与，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为全人类建设一个

更安全、更可持续和更繁荣的未来。

近年来，东盟与中国不断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推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制定并

实施了多项倡议。此次论坛不仅是东盟和中国之间三十年互利伙伴关系的见证，也为世界各地青年搭

建了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探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青年人的环境意识，并促

进青年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杨美燕
东盟基金会执行主任

生物多样性以及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们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双重危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通过采

取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等综合手段，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诸位青年朋友们能进一步认识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挑战，做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示范者、监督者和传播者，为共同创造人与自然和谐未来贡献青年力量。

李 楠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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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多个方面，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破坏、物种灭绝、自然灾害、公共

卫生危机和经济生产力下降等。未来，我们要实现经济去碳化，必须促进各产业的供应链向更绿色的

方向发展，并同步推动建设更加低碳和更具备气候韧性的城市。

林帆远
AECOM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事业部总监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需要社区部门的共同参与。通过将传统智慧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并同步加强

适应性管理，才能更好的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在部分地区已经有通过开展草地恢复行动，以本土放

牧智慧对沙化草地进行恢复治理的良好案例，并为其他区域提供了借鉴。相比围封禁牧，这种结合

了传统放牧智慧的草地恢复治理措施更为有效，合理放牧使得草地植物群落盖度、物种丰富度、和

生物量均显著增加，有利于沙化草地更快恢复。

吕 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在气候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常面临着多重冲击。儿童作为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群体之

一，则同时遭受着疾病和贫困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我们希望各方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增

加对关键地区儿童群体的关注度，并加强对儿童在气候教育和绿色技能方面的培训。此外，也希望

有更多青年能够参与到国家、区域和全球的气候谈判及决策中，发出属于青年的声音。

Seon Mi Choi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太区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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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5 号
邮编：100035
电话：+86-010-82268221 
传真：+86-010-82200579
电子邮箱：caec@fecomee.org.cn
网址：http://www.chinaaseanenv.org
微信公众号：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是落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和推进中国-
东盟环境交流与合作的实施机构和技术支撑力量，是环境保护对外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影响，而这些危机在未来

可能产生更具破坏力的影响。加强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治理需要新的决心和合作

方式。当前，全球层面已正式认可青年作为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关键行

动体。未来，青年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全球议题的参与度，为保护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未来做出青年贡献。

张元世男
青年代表

地球正面临着生态系统破坏和物种灭绝的严重威胁。青年是世界的未来，也是推动全球环境对话

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东盟各国的人口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充分调动青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鼓励青年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对于推进区域环境治理进程至关重要。

Mika Mei Jia Tan

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青年生物多样性项目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