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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小额赠款计划（SGP）由全球环境基金

（GEF）出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

施，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以应对全球环境

问题。通过国家层面分散式运行机制，SGP 

为当地民间组织，特别是妇女、原住民、青年

和残障人士赋能。 

    作为GEF的共同项目，通过利用GEF专门

资金以及来自社区、政府部门和其他捐赠方

的配套资金，SGP在实现多边环境协议的目标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确保社区包容性

和当地利益相关方参与推动跨部门和综合

性解决方案应对环境挑战的项目，SGP也

贡献于2030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GP中国项目，自2009年7月开始启动，目前在中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资助了123个项目，提供赠
款575万美金。 

        
方法 
     本报告呈现的项目成果指的是2019年7月1

日——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项目成果，因此项

目成果只统计在此期间结项的项目。

 
 
 

项目 

2019年7月1日 – 2020年6月30日 

5个 
新项目 

3个 
结项项目 

37个 
执行中的项目

 
 
 

资金 

 
执行中的项目资金 

US$1,843,627

GEF资金 

 

US$2,879,114 

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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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 
25个省 
 

 397,899个受益户    

SGP 项目自2009年成立以来，共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支持了123个项目，受益户397，889个。 

 

赠款在不同领域的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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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域 

 
化学品和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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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39 

 
 
 
 
 

31% 

9%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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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产品得到开发 
4种 

 
 

2个 

 
各领域目标的实现情况 
尽管大多数SGP项目包含多个领域，为了报告的方便，这里基于每个项目最主要的领域进行报告。 

生物多样性 

SGP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项目通过执行社区为基础的陆地/海洋景观方法，改善重要的陆地和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支持社区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是SGP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要部分。 
 
 
 
 
 
 
 
 
 
 
 
 
 
 
 
 
 
 
 
 
 
 
 
 
 
 
 
 
 
 
 
 
 
 
 

 
 

      项目在本报告阶段完成 

 
 

社区保护地得到支持 

保护区受到影响 

5.4万 
公顷土地得到保护 

重点景观保护得到改善 

177种 
重要野生动植物得

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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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社区景观保护与生计发展示范项目 
(2018年1月31日—2020年1月31日) 

实施机构：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3,273,200人民币 

 

       本项目贡献于第6执行阶段社区景观保护的目标。项目取得了

如下成果：1）提升当地社区的能力并培育在地社会组织。项目开

展了84次各种形式和规模的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能力建设活动， 社

区参与人数累计2264人次，其中男性1816人，女性448人，青年人

379人；培养了110位社区带头人，其中男性88人，女性22人，青

年39人，推动社区环保和生态发展，累计影响1500人次，覆盖60%

社区人口。2）社区保护地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得

到保护。项目期间共完成192次巡护工作，累计参与1728人次，保

护全村63万亩森林和草原资源；支持社区编写《尕朵觉悟神山的秘

密》，记录和展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编制《科学合

理采挖冬虫夏草》宣传册，并发放300份，社区虫草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3）社区生活垃圾得到科学分类与安全处置。开

展了37次生活垃圾相关培训，影响1752人次，其中妇女344人次；全村建立了2个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点，项目期间收

集并运输生活垃圾近1500吨，这些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多数为塑料瓶）集中运往县城回收，其它垃圾运到巴干乡生活垃

圾填埋场处理。4）建立了由村两委、三个大队长、乡政府代表、县自然资源管理局代表及富群代表组成的团结村景观保

护和社区发展委员会；建立了生态、环保和生计发展三大领域为支柱，社区自我治理、管理和保护为主体的社区保护地管

理体系；5）通过替代生计的开发，社区生计得到改善。通过支持社区藏糖产品的开发和生态旅游的发展，项目共给社区

带来129836元收入。 

         

       团结村社区保护地管理模式得到县生态

环保和自然资源管理局认可，并扩大到全县

19个村，2019年8月建立覆盖全县社区的年

度“尕朵觉悟社区保护和发展论坛”机制，促

进生态保护和发展的经验分享和交流。首届

论坛于2019年8月召开，19个行政村200名

村民参加。今后将作为每年常规活动开展。 

         

        项目实施机构2018年争取到了中国扶

贫基金会两年50万元生计发展项目资金，

2019年争取到了爱德基金会一年15万元社区

发展生态体验的资金 ，2020年初从博世中

国基金会获得为期两年共计57万元的资金支

持，将在景观保护和生计发展示范项目基础

上，持续、深入推进生态体验接待和藏糖两

大主题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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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拉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卫生项目 
(2018年1月31日—2020年1月31日) 

实施机构：玉树州金巴慈善会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117925人民币 

 

       本项目贡献于第6执行阶段社区景观保护的目标。项目取得了如下成果：1）社区能力得到提升，当地生物多样性得到

有效保护。项目为热拉村环保小组34人提供了红外相机、GPS的使用及野外巡护的培训，项目期间共开展了12次野外巡

护活动；收集整理信息，完成了《热拉神山圣湖生物多

样性图册》，共调查记录了21种树木、90种药用植物、

40种鸟类、20种兽类和6种野生鱼类；举办生态文化节，

传播生态知识和理念，影响850人；为社区发放60套牛

粪晒台，减少95%的柏木砍伐；设置了三块社区保护地

管理规则标志牌；保护了18000亩的草场和森林。2）社

区垃圾得到有效管理。项目修建了三处垃圾回收站；示

范推广90个环保布褡裢，社区60%的牧民已经基本上不

使用塑料袋，95%的牧户承诺将生活垃圾自行运回县城

处理。3）社区特别是妇女发展绿色生计的能力增强。项

目为30名妇女培训了生态旅游相关知识，并组织8名妇女

代表前往囊谦县和玉树市的八个牧区妇女为主的社会企

业访问学习；5户家庭示范了生态旅游接待点，开发了藏

族手工艺品、元根、蕨麻等绿色产品，生计有所改善。 

  

       项目实施机构玉树州金巴慈善会获得2019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先锋奖”。2019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颁奖理由为：

“机构在藏区耕耘20余年，与社区共同成长，不断探索满足当地需求、带动社区发展的方式，充分利用本土的智慧，立足

于当地文化，团结当地青年，在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的有机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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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能力建设 

SGP’的能力建设项目提高和加强社区及民间组织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能力。 

 

    
 

 

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社区景观保护支持与能力建设项目（2018年1月31日-2020年1月31日） 
    

   实施机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赠款金额：50,000美元 

   配套资金：166,048人民币 

       项目对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10个典型的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生物  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传统保护机制进行了调查，包括追达村，石义村，

吉迪村、柯功村和巴珠村的5个自然圣境和汛上村、甸北村、新主村、浪坝寨和片四河村的5个水源林。结果发现，依靠藏族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和

习惯法保护的自然圣境（神山林）内有着较

高的植被覆盖率、稳定的群落结构以及丰富

的动植物, 为社区水平的就地保护提供了示

范性原型。“水源林”历史上存在开荒种地

和林场伐木现象，近年来，随着水资源的不

断枯竭，水源林的作用被重新认识，水源林

也在当地居民社区的保护下得以保存。项目

举办了“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社区景观保护

支持与能力建设”区域性研讨会，来自该地

区的政府部门、社区、NGO等共57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分享讨论了社区景观保护的现状、

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项目最终对10个典

型社区的景观保护提出了建议，包括：成立

社区保护小组、加强社区能力建设、支持社

区复兴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习惯法、对社区保护地的生态补偿、与扶贫工作相结合，促进社区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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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的能力得到提升 

10个 
民间组织的能力得到提升 

 5个 
   能力得到提升 

 178人 
项目在本报告阶段完成 

1个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LL GRANTS PROGRAMME  SGP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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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包容性 
SGP项目致力于支持边缘群体、妇女、少数民族 、青年、残障人士获得更大的社区包容。 

 

100% 

 
100% 

 
67% 

 
项目接受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培
训 

 
 

 
完成的项目具有性别敏感性 

 
 
 

 
完成的项目由女性领导 

2,522 
少数民族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 

 

完成的项目由少数民族领导 

 
 

 
完成的项目位于少数民
族地区 

 
 

 

2个 
项目由青年领导 

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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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和可持续性 

 
      改善生计是SGP项目应对环境问题的核心战略。几乎所有项目都设计了提高生计的活动或者贡献于社区生计的

改善。下面是已经完成的SGP项目所采用的改善生计的策略. 

 

▪ 发展多元生计、增加收入（生态旅游、生态食品、手工艺品的开发） 

 

▪ 提供培训，改善社区健康状况 

 

▪ 增加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修建垃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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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知识产品  
 
 
 

 

 

 

 

 

 

 

      

        

更新56条微博 

发布32篇网站文章 

举办90次各类培训 

编写6种手册、出版物 

获奖项目1个 

监督和评估 

 访问10个项目点 

审查75份项目报

告及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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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小额赠款计划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代表全球环境基金(GEF) 的合

作伙伴实施的项目。小额赠款计划成立于1992年，在125个国家开展，通过当

地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基于社区的创新、能力发展和赋权，

并特别考虑到原住民、妇女和青年。小额赠款计划支持了24000多个基于社区

的项目，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可持续土

地管理、国际水域保护以及化学品和废物管理，同时创造可持续生计。 

 
 
 

    在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前夕建立的全球环境基金(GEF)是环境行动的

催化剂——并远远不止于此。全球环境基金通过其战略投资，与合作伙伴合作

解决地球上最大的环境问题。我们的资金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加强治理和实现

更多的男女平等。因此，我们在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地球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占

据着独特的位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社会各阶层的人结成伙伴关系，帮助建设能够抵御

危机的国家，并推动和维持提高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增长。在177个国家和地

区，我们提供全球视角和本地视角，以帮助实现民盛国强。 www.undp.org 

 
 

 
 
 
 
 
 
 
 
 

中国北京朝阳区
亮马河南路2号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可持续发展部 

100600 

Email: yi.liu@undp.org 
Website: www.gefsgp.cn 

 
 
 
 

 

 
 
 

 

http://www.undp.org/
mailto:sgp.info@und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