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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环保
NGO机构—自然之友成立。学术界一般认为，这

意味着中国民间环保运动正式拉开序幕。自然之友一

成立，就吸引了大量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白领

的关注，从会员年龄结构上，是一家以青年居多的

民间环保机构。同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国 21世纪
议程》，其中对于青年参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

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行动纲领。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

说，中国青年环保运动几乎与中国环保运动同步。青

年环保运动脱胎于环保运动，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回顾我国的青年环保

运动的成长，探析青年环保运动的特点与变化，有助

于更好推动中国青年环保运动的前行。

一、青年环保运动的萌芽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这次国家会议规模之大、级别之高，为

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所
罕见。会议通过了三项文件，分别是《关于环境与

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
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中国总理李鹏应邀出席了首脑

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进行了广泛的高层次接触。

199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公布了《中国 21世
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专列一章讨论“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并重

点对青年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关

注。在青少年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依据、目标和行

动三个方面，《中国 21世纪议程》分别论述道：“目
前，中国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化的国家，青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 29.8%，他们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各地青年中广泛建立各

种环境保护团体，推动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活动。”

“采取措施鼓励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活动。

组建各种青年环境保护团体，有组织地参与可持续发

展；在青年中树立各种环境保护先进典型；继续在青

年中开展植树造林等绿色工程活动；鼓励青年做生活

方式变革的表率，在青年中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的观念，倡导富裕和繁荣的新观念，改变不合理的消

费模式。”此后，国家环保部、团中央、全国青联等

与环保和青年关系较为紧密的政府、群团组织在《中

国 21世纪议程》的精神指导下，不断推动了青年参
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青年环保运动不仅仅来自于官方自上

而下的推动，也来自于民间自下而上的推进。唐锡阳，

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暨绿色营的发起者，可谓中

国青年环保运动的“教父”。1996年夏天，环保作家
唐锡阳、沈孝辉带领一些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奔赴云

南，开展了保护滇西北的某片原始森林及其林中生

活的滇金丝猴的活动，拉开了第一届绿色营的序幕。

该活动得到了宋健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环保

界、科学界、舆论界的力挺，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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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金丝猴也因此得以保护生存，绿色营取得了巨大成

功，尤其是这批年轻人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同时开创

了大学生参与环保的新模式。此后，绿色营每年都会

选拔一批关注环保的大学生，选择一个环保焦点，选

择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开展活动。1997年奔赴西
藏东南，1998年奔赴东北三江平原，1999年奔赴新
疆北部哈纳斯，2000年奔赴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2001年奔赴云南思茅地区，2002年奔赴辽宁
沿海滩涂，2003年奔赴四川若尔盖地区，2004年奔
赴海南，2005年奔赴甘肃，2006年重返云南，2007
年奔赴吉林长白山，2008年奔赴广东南岭，2009年
奔赴贵州茂兰，2010年奔赴福建武夷山，2011年在
重庆金佛山，2012年在云南金沙江，2013年在海南
省和湖南省八大公山。绿色营涉足原始森林保护、湿

地生态保护、生态旅游、西部生态、亚洲象保护、鸟

类保护、海洋生态等多个环保议题，培养了一大批青

年环保人士。这些青年环保人士中，很多一直在中国

各地从事环保事业，不但构成了青年环保运动的中坚，

也大大推进了中国环保运动的前行和发展。目前，绿

色营每年还在源源不断地培育青年学生，持续推动中

国青年环保运动的发展。当然，绿色营只是民间力量

参与青年环保运动的一个典型，而不是全部。实际上，

在青年环保运动生发阶段，诸如绿色营之类的民间组

织和民间力量还有很多，他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年知识分子同样在青年环保运动中扮演了重要

的 角色。1993年，“中国青年环境论坛首届学术年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全国青联主办、国

家环保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协办。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共有 24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这
是目前能够检索到的较早的青年环境学术论坛。从时

间上看，正好是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
后，早于 1994年《中国 21世纪议程》公布和自然之
友成立时间。这或许说明，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较早参

与青年环保运动的发展。此后，诸如此类的全国性、

区域性、地方性的青年环境学术会议日益增多，并呈

现出日益专业化的面向。

二、青年环保运动的成长及其特征

2004年，国内第一家地区性青年环保交流平
台—济溪成立，这标志着青年希望在一个更大的社

会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校园之

内。2011年 1月，《青年环境评论》正式创刊，该刊

面向青年环境领域从业者，以及欲了解此领域的各界

人士，展现青年环保领域现状，提升从业者的环境文

化素养和行动能力，为组织治理和项目选择提供建设

性思想。这是青年环保运动过程中的大事件，意味着

我国的青年环保人开始发出独立的声音，也意味着他

们开始理性思考自己在环保运动中的定位。当然，这

十余年来，也是青年环保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

1. 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的政府动员日益增多

“中国近年来环境改革的进展与政府充分发挥的

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1］。同

样，中国的环保运动主体上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环保运

动。在青年环保领域，国家环保部、团中央、全国青

年等政府和群团组织在青年环保的宣传和动员方面发

挥了主体作用。比如，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组织

实施，丰田汽车公司出资的“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

奖”是针对青年的大型环保公益活动。该项活动起始

于 2005年，目前已历经八届，资助项目达 91个、先
进团队或个人 206个，直接参与已达 5000万人次［2］，

在引领广大青年投身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再如，团中央、环保部 2016年 1月 13日在北
京启动了“青春建功美丽中国”活动，目的在于推动

青少年参与美丽中国建设，做生态文明的实践者。据

了解，当前，青少年生态环保工作经过不断探索和积

累，逐步形成了传播绿色理念、践行绿色生活、培育

绿色队伍、倡导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工程的工作格局。

作为一项群众性、长期性的生态环保公益活动，“青

春建功美丽中国”活动主要包括“绿色长征”公益健

走活动、“绿色团队”争创活动和生态环保系列竞赛

活动三方面内容。

2. 青年环境团体力量在不断成长

青年环境团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学

生环保社团，比如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厦门大学

绿野协会等；二是社会性的青年环保社团，比如绿色

大学生论坛、GreenSOS、绿石、济溪等机构。当然，
有一些社会性青年环保社团是从学生社团中成长起来

的。2014年的一则报道显示，仅仅由各级共青团联
系服务的生态环保领域社会组织、学生社团就有千

余家［3］。

近年来，青年环保社团在不断互动过程中，通过

线下论坛、交流会、研讨会和线上电话、邮件、QQ
群、微信群等方式已经形成了青年环保网络，也有力

推动了青年环保运动的发展。比如，自从 2010年始，
第一、二、三、四、五届中国青年环保组织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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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分别在西安、南京、武汉、西安、福州举行。各

届论坛主题不同，但是地区性青年组织发展是一以贯

之的论坛，比如第一届论坛主题是“地区青年组织对

当地低碳社会建设的作用”，第五届论坛以“企业社

会责任”为主题，共同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环境保护、

台湾环境教育、地区性青年组织发展现状等内容。再

如，2007—2010三年间，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
络（简称“CYCAN”），一家由 7个优秀的青年环境组
织发起的、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环保组织成为中

国青年参与气候变化议题的平台。该平台吸引了大量

二十多岁的青年。据统计，自 CYCAN成立之后，共
计有超过 450所高校参与 CYCAN组织或发起的活动，
直接参与学生人数高达十万人以上，间接影响人数超

过百万人次，切实推动了青年人了解参与气候变化的

进程，并为青年提供了成长的机会和平台［4］。除了

专业的青年环保论坛之外，一些青年组织论坛也把目

光聚焦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比如，2014国
际青年组织论坛暨北京友好城市青年交流营聚焦的议

题就是城市绿色发展，共吸引了 29个国家 160名营
员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展开讨论。

3. 媒体和企业力量对青年环保运动显示了较大

兴趣

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

到 1983年《人民日报》开设环境版面和同年《中国
环境报》的创刊。1996年，中央电视台创立了独立
栏目《绿色时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绿色调

频。此后各个地方电视台陆续创办了一些绿色栏目［5］。

这个阶段媒体环保运动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2009
年 10月，知名纸媒《南方周末》每期拿出了八分之
一的版面关注环境问题，命名为《绿版》，共有十几

个记者采稿。2010年，越来越多的媒体创办了环境
版面，如《财新传媒》《21世纪经济报道》等知名媒
体增开了环境版面。新浪、腾讯、搜狐等中国各大门

户网站陆续推出了绿色或环保频道。这意味着市场导

向的媒体开始对我国环境问题持续关注。近年来，媒

体对中国青年环保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主要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开始有意识地推动青年的

环保参与。比如，2014年 2月 26—27日在北京电视
台新闻频道、青年频道顺利播出了四期《青少年生态

环境大学堂》，聚焦大众关心的大气雾霾话题，邀请

了部分国内知名科学家系统地为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分

析雾霾的成因、剖析雾霾的危害、提出雾霾防治的科

学建议。诸如此类的报道在各大媒体中比较普遍，提

升了青年人的环境意识。二是青年媒体人本身就是一

些环保 NGO的发起者或核心骨干。他们也经常组织
环境沙龙，分享各自关注的议题和环境领域的新进

展［6］。三是设立环保奖项，推动青年环保运动的发

展。比如，纸媒中外对话和英国《卫报》于 2010年
初开始设立了最佳环境报道奖，也吸引了成长中的青

年环境记者群体的广泛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与青年环保的结合趋势明显。一是

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赞助青年环保活动。比如，2015年，
金隅集团（金隅股份）承办了由北京团市委、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

“北京青年环保科技创意大赛”，提高了青年员工环保

意识。二是企业开始主动培养本企业青年的环保意识，

支持企业员工参与各类环保活动。三是企业自己建立

环保基地。如新疆慧光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若羌、

尉犁两县建立生态环保科普基地，投入大量资金实施

塔里木河流域受损生态修复与荒漠科技示范工程，为

民营企业参与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探索新路。四是企

业赞助青年环保机构的成长。

4. 青年环境保护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青年环境保护交流大体上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当时 19岁的香港中文大学大二学生卢思聘受邀
去马来西亚参加了主题为“全球化主题之下的经济发

展与环境公平”的会议，该会议是当年 6月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预备会议，

主要参与者是亚洲的青年和学生。此时。我国的环

保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的“里约 +1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又称 RIO+10），国内知名的环保组织地球村、绿家园

的创始人廖晓义、汪永晨等第一次在国际大会上亮

相，标志着我国环保运动国际化拉开序幕。2007年，
在巴厘岛举行了第十三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国会议（COP13），有二十来个中国 NGO代表参会，
这是我国民间环保有组织的集体参与，一些青年环保

的领袖也参加了此次会议［7］。

如果从青年环保组织的集体参与看，CYCAN于
2009年组织发起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史上的第一支
中国青年团—“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使得世
界首次聚焦中国青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始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2009年之后的历届气候变化大会上，作为国内唯一
合法身份的一家青年机构，CYCAN已经累计组织了
上百名中国青年参与会议、追踪会议谈判结果，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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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对话各国政府谈判代表、国际 NGO工作者和媒体
记者，引领不同主题的国际性联合行动，表达中国青

年人自己的声音［8］。再如，2009年由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和拜耳公司发起的两年一次的全球青年环保活动

合作项目 Eco-Minds青年论坛（生态理念国际青年环
保论坛）于 5月在新西兰举行，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
一起，中国的青年代表也积极参与了此次国际会议，

并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国际交流方面，一个方面是“走出去”，另一

个方面是“引进来”。近年来，国内一些机构也积极

整合资源，吸引世界各国青年来中国参与各类环境保

护项目与活动。比如，自 2011年 6月 5日起，由同
济大学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IESD）承
办的首届“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在上海

举行。作为一项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动，国际学生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大会为国际学生及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

进行思维碰撞、深入探讨关键性环境问题、提出新

见解的平台。迄今为止，该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五

届，每年吸引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约 400名学生及
专家学者参加，促进了环境问题在世界各国青年中的

交流［9］。

5. 青年环境保护学术探讨日益专业化

比如在能源环境政策方面，2014年在南京召开
了“第一届全国青年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学术会议”，

并得到了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学科广大青年学者的广

泛响应，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40余个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180余名教授、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
议。再比如，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方面，2015年 11月，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社

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

会学研究所以及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联合

举办的“中国环境社会学青年论坛”在长沙召开，30
多名与会青年学者就“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环

境关心与环境行为”“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环境抗

争与环境冲突”四个单元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青年环保运动的发展路径

总体而言，在政府、环保 NGO、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的企业的支持下，我国在“青年、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发展也不容乐观。

比如：对于“青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

顶层设计方面还尚未破题；社会性和地区性青年环保

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起步阶段；青年参

与环境保护的能力较弱等问题。从中国青年环保运动

的发展脉络及国际发展动向来看，中国的青年环保运

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整合性理解青年与环境

的关系，重构青年环保运动

对于“青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关键

是要做好顶层设计。自 1994年《中国 21世纪议程》
出台以来，政府、群团组织在促进青年参与环境保护

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到

目前为止，在涉及青年的重大发展纲领方面，尚未有

对“青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专门的整体性的论

述。近年来，由于快速工业化导致的空气、水、土壤

等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叠加爆发，当前中国正处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未来的青年该如何面

对环保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与效

果。从社会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整体性地

把握青年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并指导中国青年环保运

动的实践，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

发展。

2. 促进社会性和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的发展

目前，在青年环保社团的绝对数量上，学校青年

环保社团占绝大多数，社会性的青年环保社团还比较

少。学校环保社团中的大多数主要的环保宣传集中在

校园内，覆盖的人群有限，项目的影响力也较小。这

与学校环保社团自身的能力、定位等有关系。相对而

言，社会性青年环保社团专业化程度更高，内部治理

结构更加规范，而且在活动开展上是针对社会大众，

影响范围更广泛。从未来发展看，要大力促进社会性

青年环保组织的发展。

另外，要重视地区性青年环保组织的发展。地区

性青年环境组织既包括高校性质也包括社会性质的。

如绿石环境行动网络、绿满江淮等老牌区域性青年组

织已经完全社会化，陕西环境互助网络、绿意中原等

已经在当地扎根并成为当地环境保护大军中不可或缺

的中坚力量。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一般为本区域内的

青年环境社团的合作交流平台，能够并为这些社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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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培训、交流等服务，组织合作性的活动，有助于促

进社团之间物质、信息、经验等各种资源的共享，实

现支持青年环保社团成长的目标，从而最终推动环境

保护事业的发展。

3. 促进青年参与环境保护，尤其要提升青年的参

与能力

一方面，政府、媒体和环保 NGO等社会各部门
要更加紧密合作，鼓励广大青年积极关注环境保护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引领和推动各界青年参与我

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

要给青年赋权，提升其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一是，

提升青年环境保护的专业能力。诸如气候变化、环境

维权、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保护行动是一个专业性很

强的活动，仅仅有环保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很难

与环境职能部门、污染企业等交流。政府及社会各界

可以积极争取各类社会资源，开展青年环保组织、青

年环保人的专业培训，促进青年环保能力的成长。二

是提升青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对话能力。环境保

护是一个世界性重要议题，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

各类重大的活动、论坛、对话。国内已经有不少的国

家级的政府环保 NGO，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增设青年
国际合作项目。另外，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级的国际青

年组织增设环保合作项目。三是提升青年环境研究学

者的学术能力。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

高校开始重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政府部门也应

该积极搭建平台、提供资源，支持青年环境研究学者

参与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攻关项目。四是提升青

年环保社团的治理能力。目前，青年环保社团存在募

款能力、机构人员不稳定等诸多问题，政府、基金会

要有意识支持开展青年环保社团治理能力提升的项目。

4. 促进环保产业与青年环保运动的结合

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青年环保工作的不断拓展，

青年环保活动工作范围已经由最初的植树种草、环保

宣教、生态考察等内容扩展到低碳社会、生态建设的

各个方面，但和具体的产业结合还有一定距离。另一

方面，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日益重视环保产

业、绿色产业的发展，并出台了诸多的政策支持该领

域的发展。但是对于青年在环保产业中的重要性的认

识尚显不足。从促进环保产业与青年环保运动相结合

的视角，一是促进青年人加入环保产业。环保行业发

展急需高新技术人才，但目前缺口较大。据估计，目

前环保行业中高级人才缺口最少在 12万人以上。随
着环保行业的井喷式发展，预计未来 5年环保行业中
高级人才缺口在 50万人以上［10］。从环境可持续发展

角度，政府应该引导高校专业设置，促进青年加入环

保产业。二是促进青年人环保创业。在国家大力提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遇窗口期，政府宜引导青

年人环保创业。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展了个别

实践，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京津冀晋蒙青年环保公益创

业大赛，获奖项目将优先获得创业资金奖励、风投机

构对接、研究机构指导、孵化组织服务、媒体宣传推

广等一系列专项扶持服务。诸如此类的项目引导方

式，是值得推广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

力量参与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研究”（14BSH133）的阶段

性成果］

童志锋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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