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非青年对话：从COP15到COP26—生物多样性与

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合作专家观点

2021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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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青年对话：从COP15到COP26—生

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合作”在广西南宁举办。亚非青年对话由中国生态环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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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宁师范大学的100余名亚非青年学生代表，以及相关国际

组织和机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活动。主要嘉宾发言摘编如下。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强中非环境领域的合作与对话，分享

环境治理经验，加强环境能力建设，对推动构建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合作”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

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两者相互依存，不能孤立应对，需要综合的解决方案，也需要倾听青年的声音。

青年是世界与国家的未来，是持续推进全球对话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是解决全球问题方案中

最活跃的新生力量。引导青年关注环境问题、提升青年环境意识、加强青年交流合作、充分调动青年

力量应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挑战，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希望所在，对促进青年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至关重

要。

吴 鹏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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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挑战。自然环境变化和全球变暖是相

互关联的，对于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亦是如此，我们需要以全面、综合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挑战，需要结合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SDG目标共同推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应对多重社会挑战，并同时产生一定的生物多样性收益，国际社会

在技术层面也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希望青年们能够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吸收国

际最新的相关知识，并贡献创新性的青年建议和青年方案。

李 楠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主任

亚洲和非洲正在面临着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亚非携手合作发展，无

论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还是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都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全球挑战，更是时代挑战。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影响的将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人类生活，同样，它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

青年人作为未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应该抓住机会，以和平积极

的方式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并坚定推动全球行动的开展。

Turhan Saleh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埃塞俄比亚国别办公室主任

虽然儿童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承担着最小的责任，但儿童却比成年人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和环境

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不只使儿童丧失部分核心社会基本服务，同时导致儿童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适

应能力下降，增加儿童脆弱性，最终陷入贫困之中。

应对环境问题要求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需要确保与儿童相关环境政策的实施，商业部门需要

保证他们的行为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学校需要加强绿色发展教育，社会也需要给予儿童和青少年更多

参与和引领气候行动的机会。

Silvia Danailov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塞内加尔办事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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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为非洲的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为扩大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

应用范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与许多利益相关方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持续为

当地社区提供高效、协调、可持续和提升气候适应能力的服务，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计划开

展气候复原力和适应行动，探索通过建设气候学校、卫生中心和循环经济等方式，并同步提升社区

气候韧性的双赢方法。

Samuel Godfrey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非及南非区域办事处区域顾问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环境领域开展了丰富的合作，包括高层政策对话、环境管理能力建

设，以及可再生能源和低碳可持续基础设施领域的示范合作等。未来中非环境合作仍将继续加强政

策对话，并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碳金融、海洋减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控制和化学品管理

等全球和区域热点话题。

陈雅翔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已对社区生活，尤其是许多地区的原住民、农民和妇女等群体的生活

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还对当地社区的农业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并可能由此导致更多人群陷入贫困之

中。因此，与社区开展合作、共同采取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梅家永
乐施会北京办事处项目与研究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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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继气候变化之后，全球面临的又一大系统性环境风险。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

的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大自然通过供应水、食物、药材等资源服务人类，自然资本投

资也应认识到湿地、土壤和森林等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我们应积极行动，保护水资源、生物多样

性、土壤和海洋环境的健康。

孟 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检测中心中国事务代表

儿童是社会中最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群体。当前，气候变化和环境压力导致儿童承担了较高的环

境风险指数，而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危机的叠加，更加剧了儿童的贫困、食物短缺等问题。未来各

国需要在决策中更多考虑支持儿童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Sujay Natso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顾问

康蔼黎
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区域策略总监

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也需要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当我们的行动涉

及社区能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社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时，只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

共同贡献力量，才能最终有效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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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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年里，新冠疫情的爆发推动各国政府和投资机构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并更

加重视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和负责任投资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近年来，国家

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开展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ESG评级相关信息披露标准的可行性研究，这也对私营部

门的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龙腾飞
Stantec中国区总经理

妇女作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对森林和土地保护有强烈的意愿，但这需要从社会、经

济、政治、法律及个人发展等层面赋予女性权利和力量，增加妇女的教育、就业和创业机会，加强女

性在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力，并从战略规划到实践案例，从各层次推动两性平等，为女性提供更加平等

和包容的环境。

Hana Satriyo

亚洲基金会印度尼西亚国别副代表

气候风险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导致了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能够有

效增强气候适应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用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对于提高城市气候韧性，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

高 莹
C40区域协调与伙伴关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