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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行动亮点

为保护濒危物种绿孔雀及其栖息地发起系列行动，联合多家组织、科学家、

科普人士、媒体、公众的力量，经过 300 余个日夜的努力，威胁绿孔雀
家园的水电站暂停建设。

开展针对三亚新机场人工岛等一系列违法填海事件的调查和推动整改行动，

年底国家海洋局回函自然之友，填海工程全面停工，并于随后出台史上最严

填围海管理管控措施。

与桃花源基金会等 23 家公益机构联合创建社会公益自然保护地联盟，推
动公益保护地发展。

全年参与 9 部环境法律法规的立法和修法，参与提交 7 份“两会”提案、
议案、建议。

全年共举办课程、讲座、工作坊等 1760 次，培训讲师、核心志愿者

495 人，直接影响 172989 人。

自然之友诉杭州自然之友文化发展中心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开庭

审理，这是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后的公益品牌诉讼第一案。

全年共收获 299 位月捐人。

“九九公益日”筹款获12464人次支持，共募集620,306.22
元支持环保行动。

年初，获得由环境保护部指导的“迈向生态文明、向环保先锋致敬”公益项

目一等奖。

年中，加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XIN 伙伴计划”。

年底，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年度公益环保先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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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致辞

2017 年，自然之友在“发现、培育、支持更多中国绿色公

民，推动更多自组织环保行动”的战略目标下，通过推动环

境法治进程、支持公众参与行动、培育未来绿色公民三个核

心业务板块的发展，以达致“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

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的使命。

推动环境法治进程是我们三个核心业务板块之一，这一年自

然之友继续发起多个环境公益诉讼，取得一系列有效结案，

同时也直面了史上第一次败诉。年初，常州“毒地”案的一

审判决败诉后，我们迅速组织专业团队评估并制定了上诉策

略，同时以理性专业的态度对社会发声，如今此案件即将二

审。在发起诉讼的同时，自然之友也在发展环境公益诉讼网

络，支持更多环保组织用法律手段捍卫自然和健康的权利；

我们还启动了支持环保组织参与政策立法的工作，让公众参

与空间延伸到治理的更前端。 

在支持公众参与这个核心战略板块中，我们努力推动从项目

到产品化的转型，蓝天实验室、河流守护和废弃物与生命

等公众参与产品在多地进行模式复制，这是个艰难的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社群发展层面，自然

之友对各地会员组成的志愿者小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包括行动能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参与行动的机会；个人捐

赠领域，我们组建了充满专业追求的团队，并且迎来了第

299 个月捐人。我们相信，这些努力都将为下一个战略期

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 

在培育未来绿色公民板块，承接这个战略任务的盖娅自然学

校扎实前行，研发的多个课程产品开始“供不应求”，教育

基地设施和配套活动更加完善，并且培育了超过 300 名自然

体验师，“盖娅亲子团”的自组织模式也开始在“自然讲解员”

的新领域中有所延展，这些都是绿色公民成长的希望所在。

◎	张伯驹

在这一年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坚持聚焦战略目标不仅让

自然之友实现了三个核心业务板块的既定计划，而且有了更

多能力和信心回应重大突发的环境社会挑战和需求，如贯穿

全年、多组织合作的绿孔雀保护行动，以及针对各地填海生

态破坏的卓有成效的介入。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了能力和资

源上的不足，面对真实的挑战和广阔的行动空间，团队保持

着自省和学习的状态，以及不断成长的动力。

在这一年里，自然之友共同体中新生力量的发展也值得关

注。盖娅设计工作室作为一个初创团队，正在连接众多景观

设计师，为各地校园、社区和户外营地提供专业的生态设计

及公众参与解决方案；零废弃联盟在多家组织的共同支持

下，建立了专业精干的专职团队，以及策略清晰的项目体系，

正在为垃圾善治的目标全力以赴；“老土”作为自然之友成

员发起的另一个初创组织，也逐渐找到核心业务模式，并持

续对生态友好产品和产地社区提供服务。 

新的一年，自然之友将制定出新的战略规划，我们会在这个

过程中与众多合作伙伴持续交流，形成共识。新的一年，自

然之友的治理体系也在持续前行，理事会刚刚选举出了新一

届理事长，张世秋教授将和理事会成员们在治理层面推动、

支持和监督自然之友工作团队，努力前行，不负使命。

在这份年报中，希望您不仅看到自然之友一年来的成就，还

能指出不足和成长空间，并告诉我们。一个公共组织的成长

与进化，需要足够的提醒和批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宝

贵的礼物。

感谢一路陪伴，让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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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环境法治
守护碧水蓝天

无论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支持更多环保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还是参与重要环境立法与政策决策制定；

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反复，结果理想与否，都是值得我们尽力而为之事。

大自然无声，辩护者与守护者则有，勇气、担当、荣耀与我们同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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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法律行动：

3 月起，自然之友协同野性中国、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通过实地调查、向政府举报、媒体传播和公益

诉讼等多种方式，希望叫停即将淹没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物种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的戛洒江一级

水电站。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共同努力，水电站暂停施工，保护绿孔雀栖息地初见成效。 

◎	介入违法填海问题：

2017 年，自然之友关注对海洋生态构成极大威胁的系列违法填海事件并积极参与发声，包括海南海

花岛填海开发房地产、三亚新机场填海等。年末收到国家海洋局回函，三亚新机场人工岛环评被否决，

随后国家海洋局发布“史上最严围填海管控措施”。

◎	守护热带雨林：

为保护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澜沧江珍稀鱼类唯一洄游通道，组织多次深入现场的科考调查并收集证据，

对违反多项法律政策建设的回龙山水电站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获立案。

◎	净土行动：

在云南和广西针对铅锌矿造成的土壤和水污染的两起诉讼和针对江苏常州“毒地”问题的两起土壤污

染诉讼均在推进中。

◎	关注大气污染：

2017 年，自然之友提起的系列大气污染类公益诉讼大部分顺利推进。吉林省吉林市和江苏省连云港

市两起工业废气持续超标排放的案件以及现代汽车尾气超标案均已开庭。

◎	环境公益诉讼支持网络：

与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办两学期环境法律诊所学分课程，持续培养环境法律青年人才。

◎	中国首单环保类慈善信托：

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管理与使用新模式的探索，自然之友与长安信托共同设计了《慈善法》

生效后的中国第一单环保类慈善信托——“长安慈”环境保护慈善，并与合一绿学院合作，支持长江

下游水污染防治事业。

响应重大环境事件及环境法律实践创新



截止到 2018 年 2 月底，自然之友共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37 起，其中立案 31 起，审结 9 起。

大气污染 15 起，土壤污染 8 起，水污染 4 起，生态破坏 8 起，行政公益诉讼 2 起。

环境公益诉讼行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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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	参与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

染防治条例》、《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	参与两会提案、议案、建议：

《关于修改 <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 按件收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受理费的建议》、

《关于加强圆明园生态化管理的建议》、《关于加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生态化管

理的建议》

《关于尽快出台能够实质性推动垃圾分类的〈强制垃圾分类制度方案〉的建议》、

《关于开展滨海湿地保护改革试点，确保我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生态红

线的建议》、《关于彻查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违法排放情况的提案》、《关于切

实推进完善体育产业配套环保措施的提案》

其中受环保部委托制订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调研报告》，正式提交环保部、

全国人大环资委供立法参考。

环境公共政策倡导



支持公众行动
提升绿色影响力

我们一直相信，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

都值得拥有美好的环境和安全的资源。

面对雾霾、污水、城市垃圾、能源浪费，我们倾力打造公众可参与

的环保行动，在实践中研发有趣且有益的环保项目，以发现、培育、

支持更多绿色公民行动起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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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行动：

◎ 与中国登山协会合作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户外运动赛事环保的提案》

◎ 在拙政园杜鹃花节期间开展“零废弃游园”，对游客进行垃圾分类指引和环境教育

◎ 与Farm to Neighbors （F2N）合作推动“零废弃市集”

◎ 赴日本学习垃圾分类倡导及志愿者管理，与日本环境教育机构iPledge达成合作

◎ 与壹基金合作，在北京及杭州“为爱同行”公益徒步大赛中探索打造“零废弃赛事”

◎ 与银杏基金会合作，为“银杏伙伴发芽大会”实践“零废弃会议”方案

零废弃赛会

在大型户外赛事、文化活动及会议中开展公众倡导及环境教育，通过物资减量、垃圾分类以及资源回收再利用等手段，最

大程度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并尽可能降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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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与生命课程体系

通过一门生动有趣的课程，在游戏和讲授中为更多青少年和教师

普及废弃物妥善处置的知识与理念；从物质循环的视角开展课程，

为青少年奠定全面认识环境问题的系统思维方式；配合课程设计

的实践活动，鼓励青少年知行合一，将课堂所学付诸行动，做出

勤俭朴素的“聪明”生活选择。

年度重点行动：

◎ 2017年《废弃物与生命》项目举办寒暑假教师共修营共2期，针对当地有开课意愿的教师志愿者集中培训。

◎ 2017年共培训教育工作者80余名，其中已开课讲师43名。开设系列课/单次课/公开课的学校及社区共计140余所，直接

     参与课程的学生达3500余名。 

◎ 制作完成《废弃物与生命》第二部教学动画片——《垃圾的前世今生》。

◎ 青少年垃圾减量教育读本《垃圾魔法书》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作为自然之友《废弃物与生命》系列课程的配套

     教材，已在各地开课的中小学校使用。



10

蓝天实验室

2017年，蓝天实验室走出北京，在全国培养蓝天实验室讲师，为公众普及空气污染知识，引导公众关注个人生活方式与

空气污染的关联，从而做出对环境更友好的选择。

年度重点行动：

◎ 在苏州和沈阳举办2次公益讲师培训，来自17个城市的31名

     环保人士参加，共有13名学员举办了34场公益讲座，惠及各

     地3100余人。截止年底有9名学员正式成为蓝天实验室公益讲

     师。

◎ 面向北京市中小学、企业、社区等机构，共开设35场次公益

     讲座，惠及北京地区327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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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展馆

在低碳家庭项目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建造低碳展馆实体平台，打开公众参与入口，将节能改造试点推向城市社区等公共空间，

为积极的环保行动社群和潜在的行动者提供行动方案参考，陪伴和支持“绿色社群”成长。

年度重点行动：

◎ 低碳展馆的实体建筑方案从“知道-了解-接受-

行动”4个层面出发，从硬件及软件不同的角度设计

丰富活动吸引不同层次的公众，参与到能源及绿色

生活议题中，展示低碳、节能、减排的案例，激发

更多的家庭与公共空间参与节能改造行动。

◎ 低碳展馆发挥实地空间的优势，将低碳作为主要

设计和布展主题，融合低碳家庭三期成果、垃圾回

收系统、空气净化实验等现有实践经验，为公众提

供体验式参访。

◎ 延展多种可能性，将自然之友多年环境教育经验

用创新与游戏化活动手法融入新研发的各种公众参

与活动，建立导览及领队讲师社群，用自组织的方

式研究展馆平台的可持续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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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守护

河流守护前身是2014年11月开始的“公众参与清河调研”。2017年9月起将清河的项目经验在北京的13条黑臭河推广，

引导和动员更多公众关注身边的河流问题，并参与到河流守护行动中。

年度重点行动-清河调研：

◎ 清河自然导览：

向公众开放免费预约，累计开展24场导览活动，共计900余人次参与。

◎ 悦游地图：

完成了清河上段的悦游地图绘制，初步形成悦游地图工具包。让使用者直观了解一个

区域的生态和人文，用更加轻松的方式认识身边的自然环境。

◎ 与清河街道深入合作：

参与清河街道的“清河故事馆”、“清河23.7影像记录”两个文创项目，带领清河居

民参观清河再生水厂。

年度重点行动-清水为邻：

◎	联合发起清水为邻行动：本项目是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自然之

                                            友、公众行动研究中心和河流守望者共

                                            同发起的、公众参与城市黑臭河治理的

                                            全国性专题行动。

◎ 标准化项目工具的研发：针对个体行动者和机构研发清水为邻工

                                            作指南和工具包并开展相关培训。

◎ 北方地区项目协作管理：负责北方地区13个省份、15个重点城市

                                            的70条重点督办河流的认领机构招募、

                                            项目资助、项目监管和联合传播。

◎ 政策倡导与多方合作：开展政策倡导培训班，针对项目执行中的共性问题，开展政府、企业、NGO、公众多方对话。

◎ 北京地区12个黑臭河段水环境观察。





绿孔雀栖息地保护行动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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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力量

以积极的青年身份直面环保的社会性与复杂性，通过团队行动，鼓励社会创新、推动改变，以此重塑青年与环保的关系。

年度重点行动：

◎ 作为宝洁中国先锋计划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执行伙伴，对17个高校

社团发起的项目进行了小额资助，开展8次集体活动、工作坊等活动，

来自22个高校环保团体的近200多人次参与其中。

◎ 合作举办2018年全国大学生“生态创想·绿色行动”环保大赛，截

止2017年底，共收到科技创新类项目108个、社会创新类项目63个，

创大赛项目数量历年之最，决赛将于2018年4月在天津举办。

◎ 研发青年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模式，联结环保创客与环保行动派，

鼓励青年团队充分利用校园资源大胆尝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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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
做大自然的合伙人
环保是人人皆可参与的公共议题，作为一名绿色公民，个人的一小步，一定能让身

边的人同乐同进，甚至能为公众的共同利益迈出一大步。

2017 年，越来越多的月捐人和志愿者继续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海，为我们的公众小

额筹款、志愿者和社群自组织行动打好更坚实的基础。

“

”



公民捐赠

绿色公民，一路同行。我们相信，每一丝情谊都值得珍藏；我们看到，

每一次努力都是绿色公民前行的印迹；我们承诺，每一份信任都不会被

辜负。

爱德乐（Pat Adler）夫妇遗产捐

赠1,000,000.00元

“九九公益日-我为家乡点绿行

动”专项，4720人次累计捐赠

87,005.62元

2017年环保公益拍卖酒会，获

得捐赠162,900.00元

每月月捐人共计299人，相比2016

年个人捐赠收入（549,286.29元），

在2017年增长至2,145,932.46元。

“九九公益日-用法律守护大自

然”专项，7604人次累计捐赠

533,300.60元

2017年共计举办13场会员开放日、

1场捐赠人答谢会、1场志愿者答谢

会，参与人数超过1000人。

1,000,000.00

87,005.62

162,900.00

2,145,932.46

533,300.60

1000

7604

4860

元

元

元

元

元

人

人次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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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小组小额资助及会员能力培养

为更好地支持现有小组发展，实现小组所在地区公众环境

意识的提升，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2017 年自然之友小额

资助项目共计支持 13 个小组约 15 万元经费，支持项目涉

及河流守护、垃圾减量、无痕山林、自然教育、物种保护

及鸟类知识普及专题调研等多个主题。

开展不同主题的培训、工作坊和讲座等，支持小组和成员参

与学习环保知识，提升行动意识和能力。小组成员接受培训

后相继开展相关活动约 75 场，部分小组在地方成立专题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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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会员小组在行动

在能力建设培训和小额资助支持下，各小组持续开展不同主

题的项目和活动，提高地方公众的环保意识，为公众和会员

提供参与环保活动的平台，促进各地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的改善。

2017 年小组共计开展活动 1152 次，累计 156930
人次参与。



我们在自然中充电，获取力量，也和自然建立联结。

感受盖娅妈妈的脉动，在此过程中反思自身行为是否给地球带来伤害，

从而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

转化为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

“

”

自然教育，
培力绿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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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培力绿色未来

2017年是盖娅自然学校成立的第四年，各项环境教育课程趋于成熟，在保留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对象和目标的不同

而有了新的主题和安排。

年度工作亮点：

◎ “自然讲解员”培训：未来有可能成为

继“盖娅亲子团”之后又一“自组织、自循

环”的环境教育团队。

◎ 派出培训讲师支持盖娅自然体验师举办的

营队活动，为盖娅培训体系的扩展以及自然教

育网络的搭建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 成熟的课程吸引了大量受众，并形成正向

流动式参与。很多参加活动的家长又来参加自

然体验师培训，再成为亲子团或系列课程的引

导员，带领更多人走进自然进而爱护自然。

亲子团

2416

自然体验师

1387

森林幼儿园

2143冬夏令营

1730

无痕山林讲师培训

88
自然北京无痕游

792

教你认识
北京的植物

672

沃思花园系列课

613

书法自然 /
圆明园鸟课

192

公开课 / 沙龙 / 分享 /

433

公益自然讲解

623

2017年各系列活动参与人数分布 单位：人天

主要课程/活动 针对对象
年活动
场次

年活动
天数

年总活动
人数

年活动总数
（人天）

自然体验师  成人  13 67 349          1387

无痕山林讲师培训 成人  2 5 35          88

自然北京无痕游  亲子/单飞 24 28 168          792

教你认识北京的植物 亲子/成人 40 20 138          672

森林幼儿园  4~6岁  105 55 450          2143

沃思花园系列课  7~12岁亲子 10 10 34          613

冬夏令营  亲子/单飞 12 87 235          1730

书法自然/圆明园鸟课 儿童/成人 36 18 18          192

公开课/沙龙/分享  亲子/成人 34 34 802          433

公益自然讲解  亲子/成人 50 25 1146          623

亲子团   亲子  20 24 387          2416

总计	 　	 	 	 	 346	 373	 3762	 									1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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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培力绿色未来

培训与交流合作

通过培训，普及自然生态知识及理念；倡导公众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选择

绿色生活方式。使之成为环境教育志愿者，能够进行环境教育的宣讲、带领或者组织支持工作。

通过交流合作，传播盖娅自然学校的教育理念，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推动行业

健康发展。

自然体验课程与活动

普及自然生态知识及理念，倡导公众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培力绿色公民的氛围。

主题冬夏令营

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结，使参与者产生对大自然深沉的爱；让孩子们了解自然生态知识及

理念，增强环境意识，提升行动意愿和能力；突破 C-Zone，用科学的方法引导与促进各方

面能力的提高，从细节出发，使“自觉的行动”转化为绿色生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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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自然之友的行动与实践获得媒体原创报道94篇，涉及绿孔雀保护、公益诉讼、政策倡导、垃圾减量、空气治理、

自然教育、无痕山林、各地小组、绿色社区营造等方方面面。媒体对自然之友的理解和报道深度均有提升。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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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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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2016年卷)：

法律出版社

本书收集梳理了2016年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材料，并对2016年公益诉讼

整体情况进行了综述，对重点问题邀

请专家撰写了专题文章。

《垃圾魔法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不仅是一部"垃圾之书"，也是一

封邀请函，邀请我们用各种方法来节

约资源、减少垃圾的产生，并守护生

命的循环。

《无痕山林》（译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是美国环保界阐述公民户外伦理

的经典之作，也是自然之友普及”无

痕山林”准则的教材。

扫一扫，观看

自然之友形象

短片



备注：

1. 本表格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财务信息，不包括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及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的财务数据。

2. 收入表格中的预收资金为跨年项目，提前收到下一年度资金。

3. 如果对财务信息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进一步了解，请致电或邮件联系自然之友运营部：010-65232040-806，

     office@fonchina.org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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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捐赠平台等原因，部分个人捐赠行为未体现在年度收入数据中，特以“个人捐赠表”进行补充公示说明：

◎ 遗产捐赠计入预收款项；

◎ 互联网众筹捐赠包含 99 公益日等活动收入，由于平台原因，其中大部分捐赠款将于 2018 年从接受捐赠的公募基金会

打入自然之友账户；

◎ 个人单笔捐赠包括除拍卖酒会之外的其它单笔捐赠，包括日常单次捐赠、婚礼捐赠、生日捐赠等；

◎ 2017 年 8 月开始通过联劝网平台进行月捐代扣，捐款将定期从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打入自然之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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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合作伙伴
*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 XIN伙伴计划

* 阿拉善SEE基金会

*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 银杏公益基金会

*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 南都公益基金会

*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 深圳红树林基金会

* 中国扶贫基金会

* 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 协和慈善基金会

* 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 橡树基金会

*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

* 爱德基金会

* 福特汽车环保奖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联合国环境署

*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 社区伙伴

* 万科公益基金会

* 蚂蚁金服

* 长安信托公司

* 汇丰银行（中国）

* 利乐公司（中国）

* 宝洁公司（中国）

* Apple公司（中国）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明善道管理咨询公司

* 社区伙伴

* 野性中国

*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 合一绿学院

* 绿色潇湘 

* AHA社会创新学院

* 元工作室

* ABC美好社会咨询社

* 环境保护部

*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 全国人大环资委

* 基金会中心网

* 公益筹款人联盟

* 中国登山协会

* 襄阳绿家园环境法宣教公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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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保护协会

* 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

* 资源环境研究协会

* UIC创联慈善公益社

*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 北京润启公益基金会

* Farm to Neighbors(F2N)

*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公益

* 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

* 创绿中心

*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 福建绿家园

* 绿色江南

* 南京绿石

* 绿色流域

* 猫盟

* MyH2O

* 南昌青赣

* 芜湖生态中心

* 中华环保联合会

* 中国绿发会

*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 大学生绿色营

* 重庆两江环境志愿者中心

*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

* 中国零废弃联盟

* 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

*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 北京市政协城建环资委

* 北京市环保局

*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 北京市东水西调管理处

* 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

* 襄阳市环保局 

* 南京市城管局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局

*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 陕西省西咸新区教委

* 北京市少年宫 

*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 法国驻华大使馆

* iPledge机构

* 环保创客/环保行动派

* 河南绿中原

* 成都根与芽

* 广州绿点

* 荒野保护协会

* 奥北环保

* 碧水蓝天协会

* 中日公益伙伴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 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

* 环助律师事务所

* 金杜律师事务所

*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 北京瑾瑞律师事务所

* 北京环鸣律师事务所

*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

* 北京金励律师事务所

* 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

*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

* 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

* 康桥（威海）律师事务所

* 湖北听泉律师事务所

*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 金诺律师事务所

* 中虑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事务所

* 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

*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 摩根士丹利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 佳信德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武汉元光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清新如水文化

* 和君商学院

* Smart Air聪明空气

* 南京志达

* 北京兴博旅投规划设计院

* 台湾共生藻旅行社

* 青岛猫头鹰自然学校

* 乐成自然教育

* 东篱下自然学校

* 地衣社自然学校

* 风之歌自然学校

* 乍浦中心幼儿园

* 北京市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谷峪缘)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法研究中心

*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 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系 

* 国际公益学院

*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 西南林业大学生物多样性法律诊所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佛蒙特法学院

*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志愿者团队

*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工蚁坊支持中心

* 西财公管组织部

* 西南大学爱村·环联

* 山东大学校友茶座

* 通州成教学院

* 北京四中

* 广渠门中学

* 北京第八十中

* 北京市101中学

* 北大附中

* 北京五中

* TED X三里屯

* 一席

* 苏州拙政园

* 北京鸿芷咖啡馆 

* 北京COFFIZZ联合办公空间

* 3E SPACE

* 活动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中国户外用品零售行业商会(CORA)

* Max户外

* Sea to Summit

* 王源部落官博

* 谭维维全球歌迷会

* 何炅个站

* 吴迪影像工作室

* 龙葵影像工作室

* 放飞阳光合唱团

* 蒲蒲兰绘本馆  

* 王灿发

* 刘湘 

* 郄建荣

* 王树义

* 孙佑海

* 王海军

* 马勇

* 王立礼

* 王家湘

* 柯马凯

* 谢辉

* 孙海波

* 冯春

* 王璐

* 赵光

* 肖江

* 张文斌

* 袁丁荣

* 徐炜

* 王振宇

* 陆璇

* 郭婷婷

* 郭小华



2018 年，我们将迎来自然之友的第 24 个生日。

这条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长路，离不开志愿者和捐赠人一直与我们同行。

新的一年，我们募集责任担当，募集宏观远见，您的支持将用于发起或推动：

30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100 场次各地环保行动；

100 名校园垃圾减量讲师培育；

100 场雾霾公众科普与培训讲座；

12 场零废弃赛会落地执行；

20000 人次的低碳科普教育

……

共同守护碧水蓝天，为中国环保的明天添砖加瓦，让每一元都值得。

支持方式:

◎	银行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支行

帐号：0200 2194 0900 6700 325

户名：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	支付宝

账户名：office@fonchina.org

收款人（自动显示）：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扫一扫，

加入自然之友月捐人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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