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即保护、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天然或经改变的 

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行动，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 

同时提供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力和生物多样性惠益。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中国项目科学部与合作伙伴汇总近期国内外有关于NbS的最新动态，为关注NbS的研究者
和实践者提供信息参考。 

 

2023 年起，我们将通讯内容整合为研究、政策与行业动态，新增实践案例版块，将简讯
发布频率保持为每月一期，希望在新的一年为读者更为全面、及时地呈现NbS相关动态。
同时，我们将不定期推出NbS专题解读栏目，深度解读NbS相关主题内容。本期解读主题
为“生物多样性信用”。 

 

研究 
 

Governance for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 CLIMA - the Evaluation Tool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治理：评估工具 CLIMA》 

Alejandro Iza and Rocío Córdoba-Muñoz, IUCN, 2023 年 8 月 15 日 

有效治理是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 的一项基本要求。CLIMA 是一种实用工具，旨在

帮助规划、执行、评估和改善气候变化适应和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的倡议、行动和措施下的

治理。该工具由理论框架和评估方法两部分组成。理论框架包括 EbA 有效治理的定义、

要素和特征，并阐述了六个优先战略领域及其对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评估方法指出了

设计、实施、评估和更新 EbA 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和要素，并提供自我评估量表，便

于将 EbA 有效治理的理论框架付诸实践。 

相关链接：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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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vial Flood Adaptation Us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An Integrated Biophysical-

Economic Assessment 

《基于自然的洪水适应方案：生物物理—经济综合评估》 

Carlotta Quagliolo, Peter Roebeling, Fabio Matos, et al., 2023 年 8 月 9 日 

该研究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估值评价（InVEST）模型、效益转移方法和地理信

息系统（GIS）工具，开发了一个生物物理—经济空间框架，可以综合评估在气候变化下

NbS 减轻洪水风险的影响、成本和效益。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屋顶绿化方案每年可挽回 

32%的洪水造成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损失，而生物水渠仅能挽回 0.1%的损失。此外，屋顶

绿化方案在未来气候情景中能带来更大的效益。研究结果证实，NbS 效益和成本的相关知

识是片面、不明确的，因此需要通过生物物理-经济评估不断深化，来支持气候适应规划

中决策过程的改进。 

相关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969723048271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进展》 

纪丹，田健，艾合麦提.那麦提，等，2023 年 8 月 3 日 

该研究梳理了 NbS 的概念发展、应用原则、实践措施、常见应用领域及在防灾减灾中的

应用流程等，并对 NbS 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特征进行了概括，同时根据灾前准备、灾中

应对、灾后恢复三个阶段对 NbS 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进展进行了归纳，认为 NbS 在减灾

防灾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方案的升级，可长期有效地管理自然灾害风险。NbS 在灾前工作中

的风险管理、风险评估、群体接受度提高、政策制定等措施均可有效提升前期防灾效率；

灾中 NbS 则可进行应灾方案制定、提升基础设施综合效益、提供监测数据为城市防灾规

划创建有效思路；灾后 NbS 通过生态修复、社会恢复、生态系统服务调节、复原力提升

等恢复与重建工作，来提升区域适应未来威胁的能力。 

相关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detail/61.1097.P.20230802.1525.006.html 

Nature-based Solutions Can Help Reduce the Impact of Natural Hazards: A Global 

Analysis of NbS Case Studie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NbS 案例研究全球分析》 

Sisay E. Debele, Laura S. Leo, Prashant Kumar, et al., 2023 年 7 月 30 日 

该研究分析了 547个案例来了解 NbS实践及其在减少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方面的

作用。结果显示，63%的 NbS实践用于应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剩

下的 37%则用于应对社会经济挑战。约 88%的 NbS 实践得到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其

余 12%得到了区域和地方层面政策的支持。此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15、13 和 6，以及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 B 和 D。案例研究也强调了 NbS 实践的共

同效益：其中 64%是环境共同效益，27%是社会共同效益，9%是经济共同效益。 



相关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969723044492 

Coastal Blue Carbon in China as a Nature-based Solution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海岸带蓝碳：自然解决方案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 

Wang F., Liu J., Qin G., et al. 2023 年 7 月 20 日 

 

中国海岸带蓝碳系统（BCEs）以盐沼为主导，红树林和海草床面积较小，而无植被的滨

海滩涂面积广大。通过保护和恢复这些海岸带蓝碳系统以及通过管理措施和技术提高它们

的碳储存潜力，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尽管存在一些障碍需

要克服，但保护和恢复中国海岸带蓝碳系统将是我国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种经

济有效的途径。该研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提高对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面积范

围、碳储量、碳汇功能和固碳潜力的估计。 

相关链接：https://www.cell.com/the-innovation/fulltext/S2666-6758(23)00109-1 

Contribution of Prioritized Urban Nature-based Solutions Allocation to Carbon Neutrality 

《城市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优先配置对碳中和的贡献》 

Haozhi Pan, Jessica Page, Rui Shi, Cong Cong, et al., 2023 年 7 月 20 日 

NbS对城市的碳中和至关重要，但其有效配置仍是个问题。该研究评估了欧洲城市NbS的

碳减排潜力，特别关注通常被忽视的例如人为干预和资源节约等间接途径。假设按理论上

最大限度实施，NbS 在住宅、交通和工业部门可以减少高达 25%的城市碳排放量。在 54

个主要欧盟城市中，优先考虑不同类型的 NbS配置可以平均减少 17.4%的人为碳排放。在

特定情境中，将 NbS 与其他现有措施相结合，可以在 2030 年将总碳排放量减少 57.3%，

其中包括了间接途径和封存。研究结果表明，到 2030 年，一些先驱城市将接近实现碳中

和，而三个城市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 

相关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3-01737-x 

The Forest Transition: from Risk to Resilience - Global Forests Report 2023  

《森林转型：从风险到韧性—2023 年全球森林报告》 

CDP, 2023 年 7 月 

该报告指出，2022 年，有 1043 家企业通过 CDP 报告其对毁林的管理，比 2017 年增加了

300%。这些企业披露了近 50 种不同类型的毁林风险驱动因素，主要涉及四大风险类型：

物理风险、声誉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并且减轻这些风险的成本相对较低。尽管认

识到了风险，但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声称正在消除其供应链中的毁林现象。与前几年相比，

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但向零毁林过渡的进展缓慢，使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风险。在未来的

净零、自然向好经济中，实现零毁林的公司将面临重大机遇，但要抓住这些机遇，企业和

金融机构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相关链接：https://www.cdp.net/en/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forests-report-202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96972304449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3-01737-x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China: A Global Comparative 

Review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实施进展：全球比较综述》 

Ruizi Yu, Quan Mu, 2023 年 6 月 28 日 

该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在 NbS 概念下的政策和实践，并将其与全球公认的经验进行比较，

认为在气候减缓、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安全和可持续城市方面中国的 NbS 政策和实践取

得了显著的进展。通过对中国和全球 NbS 实施情况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在基于背景的

设计、超越行政边界的规划、适应性监测方法、创新的 NbS 融资、技术推动和社区生计

多样化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研究还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出建议，并指出在中国扩

大 NbS 规模的潜在途径，特别是建立统一的 NbS 政策体系。 

相关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772411523000277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汇现状与潜力》 

朱建华，田宇，李奇，等， 2023 年 5 月 

 

该研究总结梳理了近 10 年来有关中国森林碳储量及其变化的研究文献，一方面在于探明

中国森林碳汇现状和潜力以及对实现“碳中和”的贡献，同时分析当前森林碳汇计量与模拟

预测研究的差距与不足，更好地支撑国家碳中和实施路径与行动方案。通过整合分析，研

究发现 1999—2018 年间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年均增长量约(208.0±44.5)TgC 或

(762.0±163.2)TgCO2-eq，预计 2050—2059 年间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年变化量有可能

达到(247.0±71.2)TgC 或(905.2±260.8)TgCO2-eq。未来需要在统一土地利用分类的基础

上，明确森林面积及其边界的空间变化，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以及人为活动

管理等的影响，全面评估森林生态系统各碳库和预测碳汇动态。 

 

相关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N2svcLTqyNHxeoI89WLjV3z3mFfF5zWlA8MV

BdFK7-

0dM_WyLAMIIDqFBsb6u80ohKNd2H5jVOlg0QWhjKBFpbdkOxQHTmJYavc5eH7XErsyQr

YxAZs5kVUlkmji3KwwGxg3uQ1oc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Liana Cutting in Selectively Logged Forests Increases Both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Timber Yields 

《在择伐的森林中清除藤本植物可以增加固碳和木材产量》 

Francis E. Putz, Denver T. Cayetano, Ethan P. Belair, 2023 年 4 月 21 日 

气候变化和其他人为干扰活动正导致藤本植物对树木的侵扰加剧，而从藤本植物的负担中

解放树木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可提高管理的森林的经济价值，并有助于减缓气候

变化。研究表明，在选择性采伐的森林中战略性地清除藤本植物，可以大大增加木材产量，

并为森林经营者提供进入自愿碳交易市场的途径。为了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

研究建议对藤本植物的清除数量做出限制，并提出了实施、监测和碳信用核定的详细方法。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772411523000277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N2svcLTqyNHxeoI89WLjV3z3mFfF5zWlA8MVBdFK7-0dM_WyLAMIIDqFBsb6u80ohKNd2H5jVOlg0QWhjKBFpbdkOxQHTmJYavc5eH7XErsyQrYxAZs5kVUlkmji3KwwGxg3uQ1oc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N2svcLTqyNHxeoI89WLjV3z3mFfF5zWlA8MVBdFK7-0dM_WyLAMIIDqFBsb6u80ohKNd2H5jVOlg0QWhjKBFpbdkOxQHTmJYavc5eH7XErsyQrYxAZs5kVUlkmji3KwwGxg3uQ1oc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N2svcLTqyNHxeoI89WLjV3z3mFfF5zWlA8MVBdFK7-0dM_WyLAMIIDqFBsb6u80ohKNd2H5jVOlg0QWhjKBFpbdkOxQHTmJYavc5eH7XErsyQrYxAZs5kVUlkmji3KwwGxg3uQ1oc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N2svcLTqyNHxeoI89WLjV3z3mFfF5zWlA8MVBdFK7-0dM_WyLAMIIDqFBsb6u80ohKNd2H5jVOlg0QWhjKBFpbdkOxQHTmJYavc5eH7XErsyQrYxAZs5kVUlkmji3KwwGxg3uQ1ocI=&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相关链接：https://doi.org/10.1016/j.foreco.2023.121038 

政策 
 

国际 

 

加拿大正式实施首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23 年 6 月 27 日 

加拿大首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旨在通过一种全社会参与的方式，来降低气候变化

风险，并建设具有气候复原力的社区。该战略为 5 个关键领域设定了共同的行动方向和目

标，包括降低气候灾害风险、改善民众健康和福祉、保护自然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支持国

家经济建设和加强劳动力保障，其中特别提到，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气候韧性并

最大限度地实现多重效益。此外，该战略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投资 1.642 亿加元，以推进

正在实施的洪水灾害识别和测绘计划（FHIMP）。 

相关链接：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environment/weather/climatechange/climate-

plan/national-adaptation-strategy/action-

plan.html#:~:text=The%20Canada’s%20National%20Adaptation%20Strategy%3A%20Building

%20Resilient%20Communities,prepare%20communities%20for%20the%20impacts%20of%20c

limate%20change. 

 

德国批准 2 亿欧元用于“适应气候的森林管理”资助计划 

2023 年 5 月 16 日 

为了增强德国私有林和集体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高森林生物多样性，德国联邦政府

启动了“适应气候的森林经营”资助计划，并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公布了“适应气候的森林经

营”资助计划最新修订文本，修订后的资助规则于次日生效。经与欧盟沟通协调，此次修

订使资助金额不再受《欧盟国家援助法》对最低资助额度的限制，可以为更多亟需支持的

小规模森林提供资助。自 2022 年 11 月 12 日计划实施以来，已有超过 8000 个私有林和集

体林的经营者申请了资金支持，涉及森林总面积约 118 万公顷，相当于德国私有林和集体

林面积总和的 13%左右。 

相关链接：https://www.klimaanpassung-wald.de 

国内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关于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 

2023 年 8 月 25 日 

 



通知指出，到 2025 年，优先遴选一批试点城市先行先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纳入试点

城市重点工作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机制基本完善，重点领域适应

行动有效开展。到 2030 年，试点城市扩展到 100 个左右，到 2035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全

面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建设试点的重点任务包括完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治理体系、

强化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加强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优化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气候

韧性、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水平、保障城市交通安全运行、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

推进城市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 

 

相关链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308/t20230825_1039387.html  

 

首个全国生态日发布多项相关成果 

2023 年 8 月 15 日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现场，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完成的《全国生态状况

变化（2015-2020 年）调查评估》正式发布。调查评估显示，全国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

定，优良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占比超过 43%，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基

本稳定，防风固沙量和地上植被固碳量持续增加，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减少，国

家战略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同时指出，生态本底脆弱，生态系统质量总体水平仍

较低，重要生态空间被挤占的现象依然存在，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问题仍未得

到根本解决。 

此外，由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组织编撰的首部《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3 年）》

正式发布，系统总结了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法、成果和实践案例，提出

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路和建议。本次规划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合计约 319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04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

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15 万平方公里。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宣示三周年重要成果也在主场活动上发布，包括构

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

级、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生态系统碳汇稳步提升、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更加完

善、“双碳”工作基础能力显著增强、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相关链接：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8/t20230815_1038640.shtm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898527.htm 

https://www.ndrc.gov.cn/fggz/hjyzy/stwmjs/202308/t20230817_1359890.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308/t20230825_1039387.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8/t20230815_1038640.shtm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8/content_6898527.htm


行业动态 

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启动 

 

全球环境基金第七届大会于 8 月 22 日至 26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来自 185 个国家的代

表就启动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达成共识。大会上，加拿大宣布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出资 2 亿加元，同时英国宣布为其出资 1000 万英镑。该基金将调动

和分配新的、额外的公共、私人和慈善资金，来加快对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

续性的投资。 

 

相关链接：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new-global-biodiversity-fund-

launched-vancouver?utm_source=Master+List&utm_campaign=216aa9564e-

EMAIL_CAMPAIGN_2023_08_24_07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

216aa9564e-%5BLIST_EMAIL_ID%5D 

 

国合会 2023 年年会在京召开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23 年年会于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

北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共设置 3 场全会和 6 个主题论坛。国合会中外委员、特邀嘉宾、中外专家和中外观察员以

及其他中外来宾近 500 人参会。会议期间，多位专家围绕国合会 2023 年关注问题报告和

政策建议草案展开讨论，包括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创新机制、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气候适

应、面向碳中和的可持续蓝色经济等议题。 

相关链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8/t20230829_1039557.shtml 

亚马逊峰会各国就热带雨林保护达成一致，但保护目标仍有分歧 

2023年 8月 9日，亚马逊峰会于巴西闭幕，八个亚马逊雨林国家就一系列旨在保护雨林及

其原住民和传统居民的协调环境措施达成一致，并签署了《贝伦宣言》（Belém 

Declaration）以加强区域合作。然而，宣言中未提及对化石燃料开采的限制，各国也未能

在零毁林目标上达成共识。宣言虽然坚决主张原住民的权利并承认保护其领地的必要性，

但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尽管受到保护主义者的批评，但该峰会加强了亚马逊雨林国家之

间的区域合作，并使南美洲国家在全球气候讨论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相关链接：https://news.mongabay.com/2023/08/amazon-summit-nations-agree-on-saving-

rainforest-but-not-on-conservation-goals/ 

Nature4Climate 和 OpenEarth 基金会推出新 NbS 数据共享准则 

该准则旨在改善收集和交换与 NbS 相关数据的方式，以便用于监测、报告和验证。准则

的重点是使数据易于机器理解，确保数据处理和整合的顺利进行。Nature4Climate 和

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new-global-biodiversity-fund-launched-vancouver?utm_source=Master+List&utm_campaign=216aa9564e-EMAIL_CAMPAIGN_2023_08_24_07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16aa9564e-%5BLIST_EMAIL_ID%5D
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new-global-biodiversity-fund-launched-vancouver?utm_source=Master+List&utm_campaign=216aa9564e-EMAIL_CAMPAIGN_2023_08_24_07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16aa9564e-%5BLIST_EMAIL_ID%5D
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new-global-biodiversity-fund-launched-vancouver?utm_source=Master+List&utm_campaign=216aa9564e-EMAIL_CAMPAIGN_2023_08_24_07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16aa9564e-%5BLIST_EMAIL_ID%5D
https://www.thegef.org/newsroom/press-releases/new-global-biodiversity-fund-launched-vancouver?utm_source=Master+List&utm_campaign=216aa9564e-EMAIL_CAMPAIGN_2023_08_24_07_06&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216aa9564e-%5BLIST_EMAIL_ID%5D


OpenEarth 基金会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盘点技术对话提交该准则，倡导

将其纳入全球进程。这些准则符合数据共享原则，并有望为全球盘点的合作进展监测注入

活力。 

相关链接：https://nature4climate.org/nature4climate-and-openearth-foundation-introduce-new-

nbs-guidelines-for-data-sharing/ 

英国即将推出首只基于自然的混合融资基金 

咨询公司 Finance Earth 与投资管理公司 Federated Hermes 共同设计并将推出英国首只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混合融资基金。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将通过 Big Nature 

Impact Fund（BNIF）为该基金提供约 3000 万英镑的种子资金，而私募资金则来自机构投

资者。该基金希望在年底前完成募集阶段，在未来五年进行资本部署并在之后十年进行投

资，最终实现商业水平的投资回报。Finance Earth 表示，约四分之三的资金将用于实物资

产投资，其余四分之一将用于影响力私募股权投资，增长的资本则进入整个供应链中从事

自然恢复的企业，包括绿色和蓝色投资。 

相关链接：https://carbon-

pulse.com/214370/?utm_source=Biodiversity+Pulse&utm_campaign=7f1adf8206-

Biodiversity+Pulse+Weekly%3A+0308202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95c326d05-

7f1adf8206-110442970 

英国机构发布全球自然投资计量和信用框架 

CreditNature 近期发布了一套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框架，旨在支持自然信用和其他金融

工具的发行。目前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信用方法都是围绕目标物种或栖息地来制定，但

CreditNature 开发的自然资产恢复投资分析（NARIA）框架关注生态系统完整性，并将其

定义为生态系统恢复和维持其结构、功能、组成和过程的能力，包括适应人类和自然（气

候）压力并从中恢复的能力。该框架可用于自然绩效债券的发行，也可用于风险管理和披

露以及投资评级。CreditNature 表示，该框架与多个国际框架和倡议保持一致，包括昆-蒙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和欧盟可持续

经济活动分类法。 

相关链接：https://carbon-pulse.com/215609/ 

应对全球挑战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线课程 

该课程由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itiative 提供，旨在提高在政府、私营部门以及社会各界

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科学、政策、实践、融资和治理的认识与理解。整个课

程为期八周，由来自牛津大学等知名高校和全球环境领域智库的专家讲授。下一阶段课程

将在 2023 年 9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开展。 

https://nature4climate.org/nature4climate-and-openearth-foundation-introduce-new-nbs-guidelines-for-data-sharing/
https://nature4climate.org/nature4climate-and-openearth-foundation-introduce-new-nbs-guidelines-for-data-sharing/
https://carbon-pulse.com/214370/?utm_source=Biodiversity+Pulse&utm_campaign=7f1adf8206-Biodiversity+Pulse+Weekly%3A+0308202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95c326d05-7f1adf8206-110442970
https://carbon-pulse.com/214370/?utm_source=Biodiversity+Pulse&utm_campaign=7f1adf8206-Biodiversity+Pulse+Weekly%3A+0308202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95c326d05-7f1adf8206-110442970
https://carbon-pulse.com/214370/?utm_source=Biodiversity+Pulse&utm_campaign=7f1adf8206-Biodiversity+Pulse+Weekly%3A+0308202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95c326d05-7f1adf8206-110442970
https://carbon-pulse.com/214370/?utm_source=Biodiversity+Pulse&utm_campaign=7f1adf8206-Biodiversity+Pulse+Weekly%3A+03082023&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e95c326d05-7f1adf8206-110442970
https://carbon-pulse.com/215609/


相关链接：https://www.naturebasedsolutionsinitiative.org/nature-based-solutions-to-global-

challenges-foundation-course/ 

净零和零毁林：评估欧盟零毁林法案对巴西的潜在影响研讨会 

该研讨会由 Oxford Net Zero 和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itiative 共同组织，是系列研讨会的

第一部分，将于 2023 年 9 月 6 日 14:00-15:30（BST）举办。研讨会将介绍净零排放和零

毁林之间的联系，以及欧盟近期颁布的零毁林法案（EUDR）在防止巴西进一步毁林方面

的影响的定量评估。同时，研讨会也将探讨EUDR和巴西控制毁林的国家倡议的挑战和机

遇，以及农业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还将为提高贸易协定效力提供政策建议。  

相关链接：https://netzeroclimate.org/events/webinar-net-zero-and-zero-deforestation-assessing-

the-potential-impacts-of-the-eu-deforestation-regulation-in-brazil/   

基于城市森林解决方案的国际研讨会（第一轮） 

该研讨会由国家林草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香港大学地理

系主办，主题为绿色发展与城市森林建设，将于 2023 年 9 月 3 日至 6 日在广州举办。研

讨会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欧绿色城镇化的城市森林应对关键技术研究”，面向从事绿

色发展和城市森林建设研究的相关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旨在研讨交流中欧城市森林理论

研究与实践成果，完善中欧绿色城镇化发展中基于城市森林的解决方案。 

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A0FEo3B96FkyU095mFVRw 

实践案例 

Ecosystem Service Marketplace Consortium 

美国生态系统服务市场联盟 

 

https://netzeroclimate.org/events/webinar-net-zero-and-zero-deforestation-assessing-the-potential-impacts-of-the-eu-deforestation-regulation-in-brazil/
https://netzeroclimate.org/events/webinar-net-zero-and-zero-deforestation-assessing-the-potential-impacts-of-the-eu-deforestation-regulation-in-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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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市场联盟（ESMC）成立于 2019 年，成员包括企业、NGO、学术和研究机

构等，旨在推进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激励农业生产者改善土壤健康。其设计的生态收获计

划（Eco-Harvest）鼓励农业生产者从再生农业中获得环境效益，包括增加土壤当中的

碳、减少温室气体、改善水质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然后将这些环境效益量化为生态系统服

务信用并出售，来补偿参与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同时该计划产生的环境效益将塑造更具韧

性的生产系统，进而减少其受到极端天气和其他环境条件的影响。 

为实践该计划，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 ESMC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于 2020 年启动了一

个试点项目，计划三年内在明尼苏达州中部 50000英亩的土地上推广对土壤友好的玉米和

大豆种植。该项目由自然资源保护局、明尼苏达州农业部的农业水质认证计划和 TNC 提

供资金，并利用项目合作伙伴现有的成本分摊机制和技术援助。ESMC 将量化、审核和认

证土地营养管理、土壤健康改善和田间最佳管理实践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并在生态

系统服务市场进行出售。该项目实现了基于自然的特定农业解决方案，体现了公共投资如

何促进私营部门创新和市场激励。 

相关链接：https://www.fao.org/3/cb3141en/cb3141en.pdf 



专题解读 

本期解读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文章在生物多样性巨大的资金缺口背景下，简要解析

了生物多样性信用的这一新兴概念，解释了其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和碳信用的区别。文章在

碳信用市场的治理原则基础上总结了让生物多样性信用充分发挥其融资作用的原则和量化

方法，梳理了目前全球的交易项目，并以哥伦比亚 Terrasos 栖息地银行项目为例，进一步

阐释生物多样性信用的量化方法与交易。尽管目前生物多样性信用还存在定价、“漂绿”、

监管和治理以及与碳市场兼容等方面的争议，但生物多样性信用可成为企业实现环境、社

会和治理（ESG）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挑战与机遇并存，急需吸

取碳市场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相关链接：https://tnc.org.cn/content/details27_1479.html 

 

9 月重要日期概览 

9 月 2 日 （9 月的第一个周六）国际秃鹫日 

9 月 5 日 亚马逊雨林日 

9 月 7 日 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 

9 月 16 日 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9 月 16 日（9 月第三个周六）世界小熊猫日 

9 月 22 日 世界犀牛日 

9 月 24 日（9 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世界河流日 

 

（本期编辑：靳彤、彭昀月/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科学部；徐嘉忆、姜雪原、杨海涛/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自然项目；杨方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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