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爱梦想发布 2023年度 ESG报告
第一份报告发布后，真爱梦想在持续与

相关方的沟通中收获了许多中肯的反馈建

议。基于此，真爱梦想开始逐步改进。其一，

对实质性议题展开深入分析，通过向包含理

事会、社会公众、志愿者、教育工作者等九类

不同的相关方发放 289份问卷并进行分析，
得出更加贴近内外部认知的实质性议题列

表，并以此为核心披露报告。其二，首次在专

业机构指导下开展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数据包含范围一直接排放、范围二能源间接

排放、范围三数据核算选取与真爱梦想业务

开展相关度最高的三个类别（废弃物、商务

出行、员工通勤）进行计算，并在其后对标国

际非政府组织数据，分析差异进行知识沉

淀，以期未来在低碳办公、内部意识提升方

面做进一步改进。

治理方面，“作为慈善组织，我们承载着社

会的善念，坚守每一份信托责任，将‘公开透

明’的价值观落实到工作点滴之中。”真爱梦想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真爱梦想完成了理
事会换届，优化了电子票据系统，并在合规、党

建和价值观学习方面都保持了一贯的标准，即

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金会整体运营。

环境方面，虽然直接应对气候变化并非

真爱梦想的核心业务范围，但其仍积极回应

“气候变化应对”议题，并关注其长远价值，

通过进行青少年可持续教育探索，培养受益

人成长为可以应对复杂严峻气候变化问题

的未来公民。

自 2022年底启动 ESG探索以来，真爱
梦想对“青少年可持续教育”议题更加重视，

在战略层面，将其列入素养教育的产品组

合，展现了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业务创新。

作为一家教育公益基金会，真爱梦想希望培

养具备全球视野和责任感的下一

代。在具体项目层面，真爱梦想在

瑞穗银行的捐助下，迭代了已有

的环保课程《爱绿小卫士》。此外，

由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捐

助的《友善万物》在今年也完成了

试课并正式上线。这门课程进一

步让孩子们思考了“人与人”“人

与动物”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老

牌课程“去远方”，在蒙牛的支持

下开展了绿色专项研学，让孩子

们从科学技术应用到环境保护，

多角度地发现农业领域的发展与

职业机会，意识到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体会到尊重

万物的意义。

“我们希望，在未来，通过这

样的教育，青少年可以更好地理

解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资源短

缺和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并探索

解决方案，从而为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做出贡献。”
上述负责人谈到。

社会方面，在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的指导下，真爱梦想正式启

动了“梦想工程”公益计划，在未来

希望梦想工程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合作方案。此外，在一老一小社区

业务条线，真爱梦想启动了“金色梦

想家”项目，进一步助力养老和本地

社区议题，目前已完成了基础调研

与试课。

本次发布是真爱梦想在 ESG
领域第二年做出的持续尝试。基金

会方面表示，希望公益同行及跨界

伙伴携手，在青少年可持续教育、乡

村振兴、本地社区等重要议题上持

续探索，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上述负责人表示，真爱梦想也

希望通过本次报告的发布，和更多

的同行者一起重新思考自身与 ESG
的关系，将可持续教育融入素养教

育中，让“一小”和“一老”都能自信、

从容、有尊严。“我们期待在未来能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

量，并为企业社会责任和 ESG实践
提供更多价值。让我们携手合作，共

同为构建一个更加繁荣、公正、包

容、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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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持续完善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并于近

期出台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和《北京市适应气

候变化行动方案》，同时通过低

碳试点不断探索创新低碳发展

模式，目前在全国低碳城市试

点建设评估中位列前茅、被评

为优等，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走

在全国前列。”近日，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

明登历在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

北京作为超大城市，人口、

产业、建筑高度密集，城市化与

气候变化作用叠加，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增多，气候变化成为

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近年

来，北京市坚持减缓与适应气

候变化并重，出台一系列积极

政策，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结合，以“创新引领”推动

“重点突破”，坚持“预防为主”

与“科学适应”并进，探索低碳

发展有效路径，努力提升首都

城市气候适应性，到目前取得

卓有成效的进展。

明登历介绍，自 2013年试
点碳市场开市以来，北京市已将

包括发电、石化及服务业等 8个
行业的近 1300家单位、全市约
50%的碳排放量纳入管理，为全

国碳市场建设贡献了北京经验。

同时，北京市积极参与全国碳市

场体系建设，全国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机构落户北京。

“通过推进‘煤改气’工作，

在 2013年—2017年期间，北京
市发电行业度电碳排放强度下

降至 70%左右；2017 年以后又
通过强化管理、提升效率，推动

燃气发电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至 10%左右；2021 年全部纳入
全国碳市场后，本市电厂的配

额保持整体富裕，企业通过出

售这些富裕的配额可以获得收

益，充分体现了‘排碳有成本，

减碳有收益’理念。”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三级

调研员李春梅在会上说。

为发挥创新对低碳发展的

驱动引领作用，北京市创新开

展了低碳试点工作，推动重点

领域先行先试，为科学谋划低

碳发展道路积累经验和样板。

明登历介绍，2022年，北京
市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密云

区、通州区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为推动
试点落地，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密云区、通

州区构建气候投融资试点政策

体系，建立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向生态环境部及金融机构推送

重点项目，城市副中心组团级

“地源热泵+光伏发电”多能耦
合应用等项目获得金融支持。

目前，各项试点措施正在有序

推进。

北京市同时先行开展先进

低碳技术试点，于 2022年评选
出 12 个先进低碳试点优秀项
目，这些项目年减碳量可达到

29万吨。
2023年，北京市又进一步

全面推进低碳试点工作，开展

了先进低碳技术、低碳领跑者、

气候友好型区域三类试点，其

中涉及 14 个先进低碳技术试
点优秀项目，涉及余热回收利

用、沼气发电、可再生能源耦合

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二氧化

碳监测、碳足迹管理、低碳建筑

材料、废弃物循环利用等低碳

技术应用，初步测算年减排量

可达 22 万吨；5 个低碳领跑者
单位，涉及计算机通信电子设

备制造、电力生产、高校等 3个
行业领域；以及 6个气候友好
型区域，包括 3个社区、3个村。
“目前，2023年度低碳试点

优秀项目通告已经发布，后续

我们将对入选优秀案例开展多

种形式的鼓励、宣传和推广，树

立低碳发展样板。”明登历说。

（据《中国能源报》）

碳达峰、碳中和，上海的校园

里正因此发生着变化。

近日，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

委、上海市闵行区科协、上海市民

办教育协会、上海市低碳科技与

产业发展协会共同支持的近零碳

校园建设启动仪式在上海市闵行

区万科双语学校举行，“学校—协

会—企业”产学研共同体低碳科

技科普教育基地也同步揭牌。

上海闵行区万科双语学校校

长程敏介绍，学校将通过“两条腿

走路”的方式，以“低碳”与“教育”

相结合，实现低碳和教育的双轮

驱动协调发展，打造示范标杆型

的近零碳校园。

具体而言，针对学校的各碳

排放源进行精准控制，能源生产

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

能源消费端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进

行节能减排，对于无法实现碳中

和的主体，进行生态碳汇或绿电

交易进行抵消，最终实现碳中和。

同时依托学校建立碳中和合

作交流平台，可加强跨领域、跨地

域的生态教育内容交流与合作，

在做绿色低碳、生态文明的践行

者的同时，也为学生的未来发展

提供有效帮助。

上海市低碳科技与产业发展

协会秘书长余慧子补充表示，所

谓“近零碳校园”，即校园内产生

的垃圾在校园内部消化循环，不

送出校外，成为“没有垃圾的校

园”，下一步，将以德英乐教育闵

行万科双语学校的近零碳校园

为示范标杆，向上海更多的学校

进行推广辐射。

上海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系

系主任殷杉教授介绍，过去 20年
中，世界变得越来越“绿色”了。

中国一个国家的植被增加量，占

到过去 17年里全球植被总增加
量的至少 25%。到 2025年，上海
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19.5%。

当天，德英乐教育在闵行万

科双语学校举办了一场科技节，

以“科技引领，零碳校园”为主题，

通过艺术展、创意写作、地球宝藏

展、科学周主题书展、零碳校园、

火星探索公开课、科学主题讲座

等系列活动，共同探讨可持续发

展、绿色环保等科学主题。

（据澎湃新闻）

上海将打造近零碳校园示范标杆

低碳试点多点开花

北京应对气候变化走在全国前列

近
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我们就

是希望”2023真爱梦想年报发布会在

上海举办。同时，真爱梦想还发布了2023年

ESG报告。这是继去年发布中国公益基金会行

业首份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后的进一步

探索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