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 

2021 年工作报告 

 

2021 年，对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

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专项基金办公室在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的

指导下，在各界专家的关心、支持下，按照 2021 年工作计划，围绕

外卖包装环境友好、青山环保顾问团智库建设、生态扶贫项目跟踪总

结、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资助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公

益活动。 

2021年，对青山计划专项基金来说，也是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

在对过去 3 年工作总结的基础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以及国家在

生态环境领域工作重心的变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在充分调研、反复

论证的基础上，对新阶段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方向进行了升级迭代，呼

应国家战略和政策，聚焦“双碳”目标，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公益合作伙伴支持，外卖行业包装友好，将开启新的征

程。 

 

一、2021 年工作总结 

（一）2019-2021 年青山公益合作伙伴计划项目 

青山公益合作伙伴计划，是青山计划专项基金的重点项目，开展

该项目的资金来自美团青山公益商家小额捐赠。项目本着“在地环保



   

社会组织参与当地社会工作解决当地社会问题”理念，支持社会组织

在当地开展生态扶贫公益活动。自 2018 年起，青山公益合作伙伴计

划共开展三轮资助活动，资助了 15 家社会组织，资助金额总计 525

万元。现已有甘肃省扶贫基金会、甘肃省临夏州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云南省杨善洲基金会、河北环保联合会、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

中心、兴县慈善总会、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等 8家受资助单位完

成了生态扶贫种植项目，有 7 家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还在开展过程

中。 

（二）外卖包装创新产品孵化工作 

1、第一批纸质和降解塑料环保餐盒发放试用 

“纸质和降解塑料外卖包装创新产品孵化项目”，旨在遴选满足

外卖领域试用的纸质和降解塑料包装创新产品（重点为外卖餐盒）进

行资助，通过产品优化改进和前期孵化支持，提高各方接受度和产品

市场化度，实现在外卖商家的初步推广使用。7 家受资助生产产品企

业分别按要求制作并向外卖商家提供了第一批 20 款近 35 万份环保

外卖餐盒。 

餐盒发放后，作为配套动作，对外卖商家及消费者分别开展了问

卷调查，收集商家及消费者意见后，经分析整理，向餐盒生产企业与

项目专业支撑单位提出了具体优化意见。 



   

2、第二批纸质和降解塑料环保餐盒发放试用 

在第一批纸质和降解塑料环保餐盒使用反馈数据分析及优化意

见基础上，项目推出第二批 20 款 35万余份纸质和降解塑料环保餐盒

等产品供品牌连锁餐饮企业申请免费试用。经申报、评审等环节，确

定向安徽卓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串意十足）、深圳市探鱼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探鱼）、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西贝）、上海快

乐柠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快乐柠檬）等 4 家企业发放试用。 

3、第二届青山计划绿色包装推荐名录工作 

在第一届青山计划“降解塑料”和“纸质类”绿色包装名录的基

础上，于 2021 年 7月 14日启动的第二届青山计划绿色包装推荐名录

增加了“易回收易再生塑料包装容器名录”内容。在中国塑协降解塑

料专委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的

支持下，进行了名录的征集、资料审核、产品检测、初评、复评、公

示等工作。一方面对第一届青山计划外卖包装推荐名录的产品及企业

进行复核，将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及企业进行剔除；同时补充录入符合

产品录入规则的新申报企业及产品，实现了动态更新。 

此次包装名录征集共收到 108 家生产企业的 202 个产品申请（含

2020 年名录产品）进入推荐名录。经过评审、公示环节，分别有 10

家生产企业 29 种产品进入“2021 年度易回收易再生塑料包装容器推

荐名录”；33 家生产企业 48 种产品进入“2021年度纸质外卖包装推

荐名录”；58 家生产企业 84 种产品进入“2021年度降解塑料外卖包



   

装推荐名录”。 

4、“外卖塑料污染防控路径研究”课题项目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外卖行业塑料污染基础数据，为行业塑料污染

治理提供路径支撑，经过征集、评审等环节，青山计划专项基金资助

了清华大学（温宗国教授团队）开展“外卖塑料污染防控路径研究”

课题工作。目前课题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青山环保顾问团专家视点栏目 

在国家双碳气候行动目标确立和全面推进塑料污染防治的大背

景下，第二届环保顾问团成立大会暨外卖行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于 4

月 14日在京举行，16 名来自环境政策、包装材料与标准、固废处理、

循环经济、气候变化、绿色消费、环保公益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为第

二届顾问团专家成员。顾问团将继续以平等、开放的模式，通过前瞻

研究、专家研讨、观点分享、项目咨询等形式，实现智力资源互联互

通，为外卖行业环境保护出谋划策。此外，第二届顾问团新增了秘书

处，设置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以期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支持顾问

团开展工作。 

作为智库建设重要内容的青山环保顾问团专家视点栏目，在 2020

年工作基础上，2021 年发布了 5 篇《专家观点》，分别为: 

第八篇：专家观点|蒋南青：建立互联可追溯激励机制推动低值废

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第九篇：专家观点 | 赵凯：发展循环经济全球在行动 

第十篇：专家观点 | 满娟：关于我国产业链协同推进塑料循环经

济的尝试与体验 

第十一篇：专家观点|韦洪莲：加快塑料包装废物减量化，推进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 

第十二篇：专家观点|刘建国：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得失及其对中国

的镜鉴 

专家观点文章，涵盖环境政策、环境管理机制、包装升级与替代、

分类回收与循环利用、绿色消费、国内外循环经济经验、环保公益等

领域，其中的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协同思维、国际视角和循环理念

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发的十二篇文章，阅读量达 35000

次以上。文章陆续被搜狐网、消费日报网、环球网、中国固废网、中

国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对提高社会公众认知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 5 月，项目组将专家观点汇编成“环保顾问团专家视点

集”报送了基金会主管领导生态环境部赵英民副部长,并被部长批转

到相关司局，会内又为部固化司等单位提供了部分视点集资料。 

（四）2020 年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 基金（二期）项目 

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

题活动走向深入，激发公众参与生态环保热情，撬动社会力量推进全

民行动，在生态环境部宣教司的指导下，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青山



   

计划专项基金和陈江河基金会环保公益项目共同支持、生态环境部宣

教中心协办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 基金（二期）”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5日正式启动。 

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对外发布了项目申报征集通知。经专

家评审，评选出 25个省（区、市）36个环保社会组织入围项目。青

山计划专项基金资助了其中的 12 家社会组织开展了环保设施向公众

开放活动。 

（五）完成青山计划专项基金评估报告工作 

历时数月，由专业机构开展的青山计划专项基金项目评估日前完

成，《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美团外卖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公益项目评估

报告》已正式对外发布。 

评估报告主要围绕系统评价、经验总结、战略分析和对策建议四

个目标，从价值、资源、结构、活动、环境、影响六个方面展开评估，

总结了青山计划专项基金的项目经验，分析了困难和问题，并对专项

基金下一步开展工作的重点进行战略分析，提出了值得参考的对策建

议。 

这是青山计划专项基金设立以来进行的首次评估。评估工作为青

山计划专项基金的稳健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对提升专项基金

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青山公益专项基金”——新阶段工作设想及启动情况 



   

为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委

托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就“青山有我—国家公园及自然保

护地高质量保护与发展”公益项目进行了前期预研，并组织相关领域

专家组成项目团队，两次赴陕西省秦岭国家公园开展深入调研。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青山计划专项基金正式发起“青山计

划自然守护行动”，向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发出邀

请，通过资助公益项目和科学研究，着手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及

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路径下做出具体行动。 

征集公告发出之后，为了保证申报项目的数量和质量，项目办公

室一方面召开了线上宣讲会，就来电咨询比较常见的问题一一进行了

解释；另一方面向若干自然保护区定向发出邀请，并与陕西省林业局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荐秦岭当地优秀项目参与申报。  

征集公告发布后，项目得到全国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的积极响应，

到 11 月 30 日申报截止，共收到正式申报资料 243 份。依据《青山计

划自然守护行动评审办法》，12 月 10日，19 位评审专家对申报材料

开展了项目预审和打分评审，遴选出入围项目 35 个；12 月 29 日、

30 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组织了为期两天的线上答辩，评审专家对

入围项目进行了考察及投票，最终确定“青山计划自然守护行动”拟

资助项目 30 个，方向涵盖了生态保护和修复、保护地周边社区生计

替代和科研实践等方面，总预算 1229.19 万元。目前专项基金办公室

正在与受资助机构对接资助协议及款项拨付事宜，后续将开展对资助

项目的传播、走访和监督。 



   
 

 

青山计划专项基金青山自然守护行动 

资助项目名单 

序

号 
资助机构名称 资助项目名称 

金额    

（万

元） 

1 太白县中蜂保护产业发展协会 
秦岭国家公园社区生态友好型可持续发展

项目 
198.6 

2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  
珍禽栖息地构建与监测 88.06 

3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研究中心 
生态种植提升长臂猿栖息地质量 69.72 

4 陕西普辉青年社会发展中心 
陕西麟游安舒庄自然保护区社区共享生计

替代与绿色低碳项目 
59.76 

5 
珲春市林业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理局珲春市局） 

2022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市社区共

管与替代生计发展项目 
56.5 

6 中山大学 
艺术介入保护地社区的可持续生计替代与

实践示范 
50 

7 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肇事社区防护项目 46.32 

8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大熊猫小种群生态科普廊道建设示范项目 37 

9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黄河三角洲鸟类多样性信息化监测与展示

平台 
30 

1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熊专项

调查项目 
30 

11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秦岭金丝猴智能识别保护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 
30 

1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修复

研究所 

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头潜鸭种

群调查与监测项目 
30 

13 神农架林区林业科学研究所 
神农架华山松大小蠹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研

究 
30 

14 华中农业大学 
神农架华中中蜂适应气候变化的遗传机制

及其生态价值评价 
30 

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大熊猫国家公园森林生态系统的保

育：从鳞翅目传粉昆虫多样性研究出发 
30 

16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黄三角盐碱地柳枝稷固碳与生态修复潜力

研究及示范应用 
30 

17 深圳市湖石海洋科技研究院 
广东韶关碳中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研

究——以海晟家庭农场为试点 
30 



   

   

1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干旱与大气氮沉降对黄土丘陵区退耕草地

生态多功能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微生物调控

机制 

30 

19 北京中医药大学 
林下西洋参生态种植模式集成优化与示范

推广项目 
30 

20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温带-亚热带过渡区秦岭落叶阔叶林物种

多样性格局与变化动态研究 
30 

21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祁连山国家公园典型生态系统碳储量评估

研究 
30 

22 甘肃省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 
NbS 视角下的甘肃省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

试点工程绩效评价研究项目 
29.13 

23 平武县关坝流域自然保护中心  
四川平武县关坝村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可

持续发展项目 
29.1 

24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自然保护地周边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保护

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29 

25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微地形营造的黄河三角洲滨海盐沼湿

地生态修复模式 
28 

26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曼

稿管护所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曼稿子保

护区野牛分布调查及现状分析项目 
26 

27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珊瑚礁碳汇及珊瑚生态景观修复示范项目 26 

28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 区域尺度植被固碳能力估算技术研究应用 25 

29 福建省观鸟协会 
自然湿地与人工湿地水鸟多样性及行为差

异调查 
21 

30 赤峰市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昆虫多样性调查监测

项目 
20 

  

“青山计划自然守护行动”是青山计划专项基金 2021 年启动的

新的工作板块，以推进自然保护地发展为核心任务、以项目资助为主

要形式，聚焦全国各个自然保护地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为路径，通过公益项目的实施，切实提升生态质量、带动社区

可持续发展。 

此次“自然守护行动”的项目征集评审工作，一方面扩大了本项

目在自然保护地领域的知晓度，为后续工作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搭建了评审专家和项目申报方之间的桥梁，通过专家的评



   

审意见反馈，优化项目设计、简化项目流程、明确项目产出，提高了

资助效率。 

 

三、工作计划 

1、对工作进一步聚焦、优化，形成以青山计划自然守护行动为

核心的“1+N”工作布局。同时，在现有工作条件基础上，对项目目

标、项目路径、项目方法持续优化，确保专项基金开展的项目取得预

期目标。 

2、以项目为依托，全面加强传播，提升社会感知。聚焦项目开

展过程中的人、故事、成果、模式，组织专业的传播机构和传播资源，

发挥“产品即传播”的优势，指导、动员项目各方积极传播，切实提

升社会影响力和商户感知度。 

3、按项目，分领域，有计划，有活动地组织社会资源，形成能够

为青山计划专项基金提供全方位支撑的资源体系。 

4、加强人员专业性，为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2022 年，“青山计划专项基金”已正式更名为“青山公益专项

基金”，计划继续围绕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外卖环境友好、公众

意识倡导和生态保护助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公益活动。青山

公益专项基金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将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理念的指引下，稳扎稳打，全力推进专项基金的工作，通过公益活动

的开展，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为生态文明建设进

程添加最美的“青山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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