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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保育萬物賴以為生的土 

地和水資源。

我們的願景
我們致力於建構一個生物多樣性蓬勃發展的世
界。幫助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同時，也為人類締造

一個繁榮未來。

封面：漂浮在巴布亞新畿內亞的珊瑚礁上的獨木舟
 © Reinhard Dirscherl/Getty Images

本頁：在大自然保護協會的幫助下，新南威爾士州北部 
Brindingabba Station 的濕地現成為澳洲新國家公園的
一部分。 © Joshua J. Smith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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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加里曼丹塞哥納河附近的婆羅洲猩猩。  
© Lalith Ekanayake/TNC 2022 年攝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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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一個牧民家庭站在他們的蒙古包外。 
© Nick Maher, Escape Velocity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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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數月前，我有幸前往蒙古。就如我們在亞太地區
的其他地方一樣，這裡也有「大事」正在發生。

在大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簡稱  TNC）發起保育蒙古自然計劃近15年後，我
聯同本協會行政總裁 Jennifer Morris 和 TNC 蒙古
項目總監 Gala Davaa 與總統 Khürelsükh 及其官員
會面，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新的保護區，並幫助改
善全國的土地管理。正如本報告中詳述，早在 “30 
by 30” 全球目標出現前，蒙古便一直致力在 2030 
年前正式保育其土地的 30%。

對於曾經到訪蒙古的人來說，或許覺得蒙古率先
做出這個承諾不足為奇。保育文化深深扎根於蒙
古人的傳統中，但過度放牧、氣候變化和日益增
長的發展壓力正在破壞蒙古的自然和文化結構。
肯特省的社區組織領導人 Sansartuya Dolgorsuren 
說：「十年前，蒙古包外的草長得很高，根本看
不到羔羊或其他小動物。但如今看上去一望無
際，因為草已經消失了。」

不管是幫助像 Sansartuya 這樣的社區更好地管理
他們的草原，還是協助政府制定保育政策和金融
機制，以及建立新的經濟推動措施等。TNC 在亞
太地區的工作將對實現我們的 2030 年全球目標至
關重要。

Will McGoldrick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https://www.nature.org/en-us/what-we-do/our-priorities/


在澳洲西部寧格洛海岸附近拍攝的鯨鯊。 
© Oliver Clarke/TNC 攝影比賽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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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隨著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放寬，我們團
隊與社區夥伴重建聯繫。亦通過這次機會，讓我們
可以穩固建立基礎設施，實現我們的使命。我們在
新加坡開設了辦事處，因為這裡在應對全球氣候和
生物多樣性危機的綠色金融措施日益突出。而由於
全球每年的自然資金缺口高達 7,000 億美元，故我
們需抓緊每次機會。

在印度尼西亞，我們在婆羅洲(大自然保護協會全
球重點保育地區之一)推行了可持續林業和社區保
育的新項目。我們亦與澳洲原住民合作管理，協助
在澳洲建立新的國家公園和保育區。從香港至新西
蘭，我們與當地社區合作，修復貝類礁、種植本地
植物並創建有利自然的經濟機會。我為此感到特別
自豪，因為我們的工作秉持著一個原則 — 保育必
須惠及當地社區所有人，而不是局限於一少撮持份
者。

正如我的同事 Robyn James 所說：「當我們能廣泛
地聽取意見，確保所有人士都能參與決策，保育工
作會更有效益……我們應該時刻反思『在此保育工
作當中，誰的損失或收益為最大？他們是否參與了
討論或決策？』」

在您的支持下，我們在 2022 年為香港及亞太地區
的重大保育計畫籌集了 2,680 萬美元，我們支持索
羅門群島的女性巡護員保育瀕危海龜、與香港當地
蠔養殖社區合力修復能過濾水質的蠔礁；另外我們
也協助印尼森林社區爭取合法權利來保護森林，並
與蒙古牧民合作，保護牲畜、同時拯救雪豹。您的
支持為人類和自然帶來深遠影響。

WILL McGOLDRICK 謹啟

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insights/perspectives/closing-nature-funding-gap-global-biodiversity-finance/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insights/perspectives/closing-nature-funding-gap-global-biodiversity-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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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世紀的歷史被記錄下來時 2022 年是全球自然
發展的關鍵一年，11 月，聯合國氣候峰會希望將全
球氣溫上升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並為受氣候變化
和其他氣候驅動影響最嚴重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直接
援助，以應對洪水、乾旱和極端氣溫等問題。幾周
後，國際談判代表提出了「30-BY-30」目標，即
在 2030 年或之前，有效保護 30% 的土地、海洋和
內陸水域。該協議認同，應該填補長期存在的資金
缺口，以保護那些最有可能消失的植物、動物和生
態系統。

成功或失敗雖影響我們所有人。但對於那些文化和
生活與自然息息相關的人士而言，這就是一個生死
存亡的關鍵時刻。

在此， 亞太地區的人民有許多故事值得傳述: 在氣
候危機下，不少亞太區的民眾生活受到威脅：蒙古
牧民的傳統草原正被不斷壯大的外來牧群所破壞；
在印度尼西亞巴佈亞沿海村莊捕魚區域遭到過度開
發，但當地婦女卻無法參與海洋資源決策，當地的
漁場因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澳洲北部原住民社區
的大草原遭到野火摧毀，釋放了大量的碳排放於大
氣中。

 我們的地區雖然自然資源豐富多樣，然而巨大的
經濟和發展壓力仍然持續存在，這些壓力是由人口
激增以及全球商品需求增加所驅使的，包括從礦物
到木材到魚類再到棕櫚油。故我們面臨生物絕種的
巨大風險，而香港，如同其他沿海城市，則深受到
海平面上升的威脅。

這便是為何 2030 年針對大自然和人類的願景是
TNC 工作的核心所在。

亞太區和邁向 2030 年之路 

鳥瞰印度尼西亞南加里曼丹的洛克班坦漂浮市場。  
© R. Sandhi Satriagraha/TNC 攝影比賽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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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保護協會
全球 2030 目標

大自然保護協會
亞太區 2030 目標

亞太區 2030 年 
目標的進展

我們共創的成果
氣候

每年 30 億噸
二氧化碳

減少或固定碳
排放

+–

海洋

海洋受到保育
或受惠於優化

管理

990 
萬公頃

土地

重要土地受到
保育、修復或受
惠於優化管理

4160 
萬公頃

淡水

湖泊和濕地受
到保育、修復或

受惠於優 
化管理

77,349 
公頃

河流受到保育、
修復或受惠於

優化管理

3,355 
公里

人口

有權管理他們的自
然資源、擁有可持

續的經濟發展機會
並且可參與決策

50,400 
人

2.91 萬公噸二
氧化碳排放量

1.78 億公頃 3,800 萬公頃 16,900 公里 250 萬公頃 358,000 人

140 
萬公噸二氧
化碳排放量

6.5 億公頃 40 億公頃 100 萬公里 3,000 萬公頃 4,500 萬人

全賴香港以至全球各地的支持者和合作夥伴，TNC 取得顯著的保育成果。我們修復了亞洲、澳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森林，保育生
物棲息地和守護社區，並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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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保育工作
每一公頃土地的保護，
每一公里河流和海岸
線的保留，每一個瀕危
物種的挽回……都始
於您們！
以下是去年大自然保
護協會（TNC）的支持者
們成就的一些計劃

重整白泥廢棄養蠔場的混凝土柱，形成一片
片蠔礁。 ©TNC



我們的
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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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C 的工作人員和義工將回收的蠔殼運送至香港的本地海域重
建蠔礁。 © Frigatefilms

香港的故事



TNC 的員工和義工在吐露港利用蠔殼建立新的蠔礁。 
© Frigate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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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海洋生機

以蠔殼重建新的蠔礁，改善
水質和環境 

香港的海岸和水域擁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物，包括
貝類礁、海草床和紅樹林。這些生態系統是成千上
萬物種的棲息地，為人類提供休閒活動場所並維持
他們的生計。然而，它們很容易受到各種人類活動
的影響，例如過度捕撈、污染和開發等，這些活動
會嚴重危害海洋生物與依賴它們的相關社區。

無論 TNC 在任何地方工作，我們都會找出現有保
育的缺口。在香港和大灣區，TNC 在保育工作上
均發揮著領導作用，我們透過促進自然投資、修復
海洋棲息地和推動可持續水產養殖的發展，努力改
善海洋和海岸的健康狀況和抵禦力。

修復消失的貝類礁
貝類礁是重要的潮間帶和水下生態系統，為數百個
物種提供棲息地和覓食地，並透過減少波浪能量來
保護海岸線。而蠔和其他貝類也是濾食性動物， 
可以為水質帶來極大的好處。然而，全球 85% 的
貝類礁已經消失，使其成為地球上最瀕危的海洋棲
息地。

本地開發、過度捕撈和污染已經破壞了香港曾經非
常豐盛的蠔礁。大自然保護協會是全球貝礁修復的
領導者，擁有 20 多年全球修復項目的科學和專業
知識。在香港，我們正充分利用科學、技能和合作
夥伴關係，致力修復蠔礁並恢復它們所帶來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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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增的兩個蠔礁試點
基於之前試點項目的成功，TNC 於 2022 年成功新
增了兩個蠔礁試點。

1. 吐露港的新蠔礁試點：為可持續漁業和海洋生態
系統的創造雙贏

魚類養殖通常會造成水中的營養水平過高，導致有
害藻類生長，為環境、野生動物和人類健康造成負
面影響。

2022 年 6 月，TNC 在吐露港一個養魚場下方建立
了一個新蠔礁，旨在研究能否利用蠔礁過濾水質的
特性，改善水質並促進可持續漁業發展。新蠔礁由
回收的 10 噸殼類和水產養殖廢料以及 150 噸石灰
組成。

TNC 持續監測蠔礁的情況，以評估生物多樣性增
加和水質改善情況。我們的評估結果非常正面，初
步結果指出蠔礁狀態良好，也有跡象顯示蠔類在此
繁殖，魚類和螃蟹亦利用蠔礁生存。此次蠔礁試點
項目將為 TNC 日後更大規模的修復項目，以支持
可持續漁業發展的目標。

2. 從退化到修復：提升北大嶼山水域的生物多樣性

TNC 在北大嶼山以創新方法致力修復大量消失了
的蠔礁

工作包括調查和測試機場第三跑道的人工海堤是
否能改造成一個功能完整的蠔礁。2021 年，我們
在 612 平方米的基底上，用回收的 500 公斤貝殼建
立了三個蠔礁區塊。到 2022 年，我們的監測結果
顯示，生物多樣性有所增加，這有助於我們完善設
計，以改善蠔和其他物種的繁殖。

上圖：大袋子裡裝著用於蠔礁建造的回收蠔殼。 © Frigate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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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海無涯」的蠔殼回收項目
香港人熱愛海鮮，同時丟棄大量蠔殼。直到最近，
大量貝殼廢棄物被堆放在超負荷的垃圾堆填區、后
海灣或海岸邊，導致棲息地退化，並威脅到脆弱的
生態系統。

TNC「『殼』海無涯」計劃自 2021 年開始以來，
我們與本地蠔民水產養殖社區和餐飲業合作夥伴合
作，回收廢棄的蠔殼，從而改善現況。我們在修復
項目中，將該等蠔殼用作基底，以便形成新的 
蠔礁。

2022 年，從超市至大型酒店集團等共 14 個合作夥
伴已加入這個計劃。我們透過這些餐餐廳合作夥
伴、蠔民和義工的共同努力，TNC 共收集了 24.1 
噸蠔殼，全部將作為我們修復工程的建築材料。

白泥的棲息地修復和社區保育
白泥位於深圳灣大橋附近的后海灣，是香港其中一
個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熱點。這裡擁有各式各樣的棲
息地，包括泥灘、蠔礁、河口、紅樹林和海草床
等，以至孕育著許多的生物，包括受到威脅的海
草，以及瀕危稀有的馬蹄蟹。若缺乏適當的管理，
水產養殖廢料、海洋塑膠、外來入侵物種以及未受
到監管的旅遊業，將對白泥珍貴的生態系統構成威
脅。

TNC 與學術合作伙伴、當地社區和義工合作，共同
探索、管理和修復白泥珍貴的生態系統。過去，傳
統的蠔養殖場覆蓋了白泥的大片泥灘區域。儘管這
些養殖場如今已經不再活躍， 但卻遺下大量的養
殖廢料。TNC 一直致力將這些廢棄的養殖場修復成
天然蠔礁生態系統 ， 主要是將廢棄水泥柱重新組
合成水泥堆，為蠔、螃蟹、螺和魚類等多樣生物提
供棲息地。

在過去的兩年間，大約 6,550 平方米蠔養殖場被改
造成大約 200 平方米的天然蠔礁，同時將 6,350 平
方米的廢棄養殖場修復成潔淨的泥灘。

泥灘的紅樹林與背後的航運港口相映成趣，展示了后海灣的自然與工業是如何緊密共存。 © Derek Tang

參與此項計劃並非一次性能
完成。是需要餐飲合作夥伴投
入時間和精力來檢討並改進
其運作模式……這就是實踐
持續性的方式：找出減輕環境
負荷的機會，並採取實際動從
而作出改變。

 — Anniqa Law
 TNC 香港區保育項目經理

「
」

TNC 對入侵物種、海草和瀕危的馬蹄蟹進行科學監
測，以衡量我們在白泥的工作的成果。觀察結果顯
示，我們開始在那些被改造過的廢棄蠔養殖場中發
現馬蹄蟹的蹤影。

為了減輕白泥受旅客帶來的負面影響，TNC 在白泥
舉辦外展活動，教育前來白泥的遊客。我們帶領來
自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學校的義工團體一同實踐保
育工作，例如蠔礁修復、清除入侵物種以及清理水
產養殖廢料和海洋垃圾。今年，在義工的支持下，
我們在泥灘和海灘清理了 1,045 公斤海洋垃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BB5my3T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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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下一代環保 
領導者 

培養下一代與自然建立緊密的關係，對創造可持續
未來至關重要。TNC 透過教師培訓、白泥生態旅遊
活動、保育大使計劃和學校分享會，將年輕人和教
育工作者 訓練成香港保育工作的一員。TNC 的保
育大使計劃培訓年輕人，讓他們能夠參與我們以科
學為基礎的保育工作，並支持公眾參與活動。2022
年，我們從六所大學招募了 25 名保育大使，組成
兩個團隊，在我們的保育地點提供服務超過 1,550
小時。服務包括進行物種數量統計調查、教育公眾
遊客以及管理棲息地，以推動生物多樣性發展。

TNC 遍布城市
在香港，我們經常會看到 TNC 保育團隊出現於城
市各處的大型戶外電子屏幕上。這是我們「重現海
洋生機」推廣活動的一部分，該活動通過多個線上
和線下渠道宣傳 TNC 蠔礁修復的工作。這次活動
引起了大眾的關注，並提高了大眾對蠔礁的認識及
蠔礁修復的重要性。

推廣活動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間展示
了 TNC 在的工作成果，預計總廣告曝光次數達
1,500 萬。

左圖：義工在白泥幫助開展蠔礁修復工作。© Derek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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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自然締造永恆願景

我們以動態治理和融資促進了全球最
大溫帶草原的發展。

大約在 30 年前，蒙古這個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
國家之一，馬匹數量遠遠超過人口，當地人便提倡
了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自然保育願景：正式保護和
管理他們近三分之一的珍貴土地。

為何蒙古有如此抱負？因為它擁有地球上最大的溫
帶草原，還有廣闊沙丘、有雪豹出沒的崎嶇山脈，
以及蜿蜒於景觀中的四千多條河流。遊牧是當地人
幾個世紀以來的生活方式，而畜牧業亦為國家經濟
帶來巨大的貢獻(如今仍有近四分之一的蒙古人從
事畜牧業）。該行業的發展依賴於健康的草原，這
樣才能使山羊、牛和其他家畜穩定生存。

蒙古東北部彎曲的河流從草原中蜿蜒而過 © Bayar Balgantseren 

蒙古地圖資料來源： Natural Earth  數據集；繪圖： Chris Bruce

蒙古

俄羅斯

中國

烏蘭巴托

0 5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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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永恆藍天之地」目前面臨的壓力與 90 年
代初大不相同：

• 蒙古的畜牧數量增加了三倍，全球對肉類、羊
毛和羊絨的需求導致土地惡化和沙漠化。

• 外國對銅、金、煤炭和其他資源的開採大幅度
增加。這些開採行為損害及污染了生態系統，
同時相關的基礎設施，如道路和鐵路，更破壞
了牧場並擾亂了蒙古原羚、盤羊和其他物種的
遷徙路徑。

• 氣候變化導致極端溫度，儘管該區暖化速度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但仍會出現週期性的暴
風雪，導致牲畜和野生動物死亡。

從 1992 年開始，蒙古政府已將全國21%的土地劃
為國家保護區，但「30 by 30」並不是必然可以實
現的。政府缺乏足夠資源，無法有效推動對修復草
原和減少碳排放等極為重要的可持續土地管理。同
時，依賴這些土地而生存的當地遊牧社區並未有參
與關於土地管理方式的決策過程。

而 2022 年達成的重要協議卻有望彌補這願景與成
果之間的差距。在蒙特利爾舉辦的聯合國《生物多
樣性公約》COP15 峰會上，蒙古領導人與TNC及
其他組織共同宣佈了一項合作方案*，計劃在全國
範圍內建立 144,000 平方公里的新保護區，並改善
現有保護區 426,000 平方公里的管理水平。

作為地球上僅存的遊牧文化，當地的牧羊社區是這
次合作的核心。TNC 蒙古項目總監 Gala Davaa 表
示：「蒙古一直重視當地社區在自然資源管理中的
關鍵領導作用，我們也將繼續採取這種合作方法保
育和管理不同的自然區域。」

上圖：在蒙古的傳統民間傳說
中，雪豹被稱為「山中之幽靈」，

具有標誌性且脆弱的物種，其生
存取決於蒙古健康的生態系統。 

©Getty Images 

右圖：盤羊是蒙古特有一種具有
標誌性且脆弱的物種。 © iStock

*這項名為「恆久地球」的合作計劃由大自然保護協會  (TNC) 、皮尤慈善
信託基金會、世界自然 基金會 (WWF) 以及 Ben 和 Lucy Ana Walton 的家
族企業 ZOMALAB 所組成。 了解更多關於大自然保護協會如何幫助保
護蒙古雪豹。

http://https://www.tnc.org.hk/en-hk/what-we-do/our-priorities/world-snow-leopard-day/
http://了解更多關於大自然保護協會如何保護蒙古雪豹
http://了解更多關於大自然保護協會如何保護蒙古雪豹
http://了解更多關於大自然保護協會如何保護蒙古雪豹


總括來說 ，這項名為「永恆蒙古」的計劃旨在保
育和/或優化管理一個面積為廣東省四倍大的地
區，同時預計在 2030 年前封存 1,480 萬噸二氧化
碳。

如何實現此目標？
永久性項目融資 (Project Finance for Permanence, 
簡稱 PFP) 是一種旨在實現大規模保育的方法。簡
而言之，PFP 是一種能夠實現永久性保育的法律
和金融工具。PFP 在加拿大、哥倫比亞、不丹和
其他國家非常成功，透過將規劃、籌資和法律治
理等整合為一個高效結構，以支持大規模的保育
工作。這個框架提供了一個更廣泛的平台，讓當
地社區和其他持份者在土地保護和管理方面有應
有的發言權。

左圖： Gajid 晚上做家務時帶
來牛奶 。 © Ted Wood

上圖： TNC 領導人，包括行政
總裁 Jennifer Morris 、亞太區
董事總經理 Will McGoldrick
和蒙古項目總監 Gala Davaa
與蒙古國自然環境旅遊部進
行會面，簽署永久性項目融
資計劃的諒解備忘錄。  
© TNC

永久性項目融資計劃
流程項目

包括資助者、當地社區和
進行永久性項目融資國家
政府的支持

合作夥伴

一個跨年度的自然保育和
社區發展計劃

項目藍圖

一個涵蓋可持續性融資機
制的財務計劃，包括可持
續性融資機制

項目預算

公共和私人捐贈者承諾支
持永久性融資，只有在保
證全面融資的情況下才需
支付。

項目投資者

設定資金發放所需的成交
條文和目標事項

條文和規定

負責管理及監管財務的獨
立自然保育信托基金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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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的新西蘭鸚鵡Kea具有非常高的智
力，然而它和其他許多物種一樣，正面
臨著人類活動和外來入侵物種帶來的

長期威脅。 ©iStock

團結一致 
保護大自然 

新西蘭最大的保育 
合作旨在保護南島的
珍貴資源。
在奥特亞羅瓦新西蘭南島的遙遠北端正在當地積
極進行保育復興活動。

像新西蘭的其他地區一樣，該地也受到人為活動
帶來的影響而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位於西部的廣
泛自然高地正受到外來入侵物種的威脅而遭受破
壞，同時，東部的乾旱地區，作為多種獨特生物
的棲息地，正受到焚燒和放牧活動的威脅。 與此
同時，一向被視為「百年一遇」的風暴也頻繁地
威脅著整個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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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正面臨著生物多樣性
和氣候的雙重危機。
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意味著
我們需要為可持續的事作
出承諾。
           — Debs Martin, 

Kotahitanga mō te Taiao  
 TNC 奥特亞羅瓦新西蘭聯盟

項目經理

面對這些威脅，新西蘭成立了迄今最大的保育團隊
「Kotahitanga mō te Taiao 聯盟」，毛利語的意思
是攜手保護大自然。

該聯盟包括來自 Iwi（毛利族社區）、地方議
會、國家政府和 TNC 等 15 個合作夥伴組成，共同
致力修復當地 35,000 平方公里的陸地和海洋生態
環境，相當於新加坡面積的五倍多。

TNC 奥特亞羅瓦新西蘭聯盟項目經理 Debs Martin
表示：「我們正面臨著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的雙重危
機。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我們需要為可持續的
事作出承諾。」

TNC 在此的職責包括提供科學支援、分享全球項
目的專業知識、提供金融工具以及致力團結各方持
份者，共同實現目標。例如，聯盟於2022年採用了
TNC「修復源於設計」的方法，此方法也用於其他
地區，包括為澳洲南部沿海地區的大規模貝類礁修
復工程起了引導作用。

在新冠疫情期間旅遊業受到打擊時，聯盟強調保
育工作可以給社會帶來效益。政府的「Jobs for 
Nature」項目籌集了 2,340 萬紐元的資金，以資助
當地居民種植樹木以及參與消除外來入侵物種和控
制雜草的工作。

新西蘭
塔
斯
曼
海

奧克蘭

威靈頓

0 500 km

上圖：為西港的聯盟夥伴舉辦啟動「修復源於設計」的歡迎儀式。
儀式由 Ngāti Waewae 和佈勒區議會在新的泰普提尼保育 

中心主持。 © Nomad AV 

上圖：聯盟成員共同參與討論「修復源於設計」。儀式由 Ngāti 
Rārua 在 Nelson 的 Whakatū Marae 主持  

© Caroline Crick /大自然保護協會
地圖資料來源：Natural Earth  數據集，繪圖：Chris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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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達成了
三項歷史性的
土地保育協議

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
在 TNC 的支持下慶祝
建立新國家公園。

大自然保護協會的全球土地保護遺產始於 1950 年
代，當時收購了紐約州一個 25 公頃樹林峽谷，至今
依然完好且生機盎然。 2022 年，在 1.6 萬公里以外
的地方， TNC 將這陸地保護理念拓展至新的領域。

在過去一年中，TNC 與我們的慈善夥伴、政府和
原居民合作夥伴一起慶祝澳洲三次歷史性收購，這
些地區已經或即將被定為受保護區。這些重要成果

既促進了澳洲政府 2030 年保護其 30% 陸地和海洋
的目標， 也推動了TNC 澳洲努力實現 2030 年的目
標，以確保 9 千萬公頃的土地受到保護、修復和/
或更好地管理，並協助原住民社區進行大型環境管
理。

上圖：昆士蘭北部布拉姆韋爾站的旅館
鳥瞰圖。 © 昆士蘭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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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00 公頃 
布拉姆韋爾和理查森站 — 昆士蘭州
位於開普約克半島北部，距離凱恩斯市約 600 公
里是澳洲自然生態的珍貴資源。這兩個毗鄰地方
和前牧牛場是許多獨特野生動物，包括瀕危的紅
臉頰棕櫚鳳頭鸚鵡的棲息地，並擁有繁茂的土
地，其中部分土地將作為國家公園土地，由當地
原居民共同管理。

35,300 公頃 
湖泊 — 昆士蘭州
擁有高海拔湖泊、罕見樹膠、獨特森林和瀕危的
北部大滑鼠（一種小型有袋動物）棲息地的「湖
泊」區域，對於昆士蘭州 2030 年保育區戰略同
樣具有核心的地位。昆士蘭州環境部長梅根·斯
坎隆說：「此次購地將確保這些有價值且未被破
壞的生態系統和棲息地在未來得到保護，並與該
區域現有的保護區相連接。」

33,903 公頃 
布林迪加巴和布林達站 — 
新南威爾士州
2022 年年中，TNC 與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合作收
購布林迪加巴和布林達站—該國人口最多的州內
主要濕地，隨後更被定為新國家公園。位於最健
康的默里-達令河流系統的核心地帶，這片區域擁
有符合未來拉姆薩國際重要濕地主要條件的淡水
棲息地。

墨爾本
悉尼

0 500 km

澳洲

布拉姆韋爾和理查森站

布林迪加
巴和布林
達站

湖泊
當社區掌控決策時，我們看到
最佳的成果。澳洲原居民一直
很關心土地發展，卻一直以來
無法參與土地和水域管理的決
策。因此 TNC 與原居民緊密合
作，以支援澳洲陸地與海洋管
理。而我們亦已經證明，透過調
整資金分配和強化原居民社區
的聲音可以成功實現大規模的
生態保護成效。

澳洲地圖資料來源：Natural Earth數據集 
繪圖：Chris Bruce

TNC澳洲內陸項目總監 David Hinchley 與約克角
的 Di Nicholls-Pitt 進行交談。 © Annette Ruzicka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bramwell-richardson/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bramwell-richardson/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thelakes/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thelakes/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bramwell-richardson/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what-we-do/our-priorities/land-and-freshwater/land-freshwater-stories/bramwell-richardson/


上圖：布林迪加巴站位於新南威爾士州北部的默里-達令盆地內。 © Joshua J Smith 攝影
右圖：位於昆士蘭州中部的湖泊濕地區 。 © 昆士蘭州政府

「 

」
堅定實行 30x30 承諾對於
應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系統
和物種喪失的問並維持它
們在碳儲存、水質保護和食
物供應方面的重要性至關
重要。

 — James Fitzsimons 博士
      TNC澳洲保育和科學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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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的影響遍及中國各地。亦由於中國地域廣
闊、地理環境差異明顯，令這些影響呈現出極大的
差異性。然而，越來越清晰的是，自然氣候解決方
案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 簡稱 NCS) ，能透
過保護、修復和可持續管理重要生態系統作為解決
氣候變化的策略，對實現中國2060年淨零碳排放
目標具有關鍵作用。2022 年，TNC 在中國透過以
下措施，以推動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 的科學研
究、政策制定和試點項目：

中國應對氣
候變化的 
行動擴展

如何利用自然氣候解
決方案實現 

「淨零排放」。
塑造中國國家自主貢獻
TNC 透過實地測試最佳方法和促進交流知識，不
繼提供以科學為基礎、可擴展且公平的自然氣候解
決方案 (NCS)，以降低碳排放和實現碳封存。

我們與來自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和中國農業科學院
的合作夥伴共同研究多個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 的減排途徑，以揭示對中國具有最大潛力的
領域，包括重新造林、森林管理、耕地養分管理和
修復濕地。

TNC 預計研究成果將會為政府在下一輪國家自主
決定貢獻更新時，為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 的可
量化目標為自然氣候解決方案設定可衡量目標提供
科學依據，並優化中國自然氣候解決方案的融資政
策。

CHINA

上圖：中國內蒙古的一位農民收穫豐收。TNC致力在各個領域
（包括農業）提供可擴展的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以降低

農業的碳排放和實現碳封存。© Wang Gu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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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碳市場
2022 年，TNC 與中國生態環境部智庫—國家氣候
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NCSC）合作，共
同開展了「優化中國生態碳市場機制研究」的項
目。該項目旨在透過市場機制對中國生態碳項目的
發展進行系統性研究。

研究將根據市場機制對中國及全球以自然為基礎的
碳儲存項目的影響和提升潛力，提出政策建議。

加強自然氣候解決方案  (NCS)  試點工作
2022 年，TNC 與我們在中國西南部雲南省的合作
夥伴共同開展了一個位於瀕危物種金絲猴棲息地
的修復項目。我們共種植了 377,000 棵不同種類的
樹木，修復了 248 公頃森林，預計可以實現大約
95,000 公噸的碳封存。此外，我們正在內蒙古利用
新科技和氣候數據，改善草原管理，以幫助緩解因
長期過度畜牧和氣候影響帶來的草原退化問題。

左圖：雲南金絲猴在樹枝上休息。它們棲息在雲南古老的高
山森林中，是一種極度濒危的物種。 © Long Yongcheng/TNC

上圖：一片在內蒙古的退化土地（頂部）透過穩定地形和種
植植物修復後得到了改善。 © TNC

$

CO2

認識大自然保護協會保護雲南金絲猴的成果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sia-pacific/china/stories-in-china/saving-a-mysterious-monkey/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sia-pacific/china/stories-in-china/saving-a-mysterious-monkey/
https://www.tnc.org.hk/zh-hk/what-we-do/our-priorities/yunnan-golden-mon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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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ISLANDS

對於數百萬人而言，吞拿魚是一種主食與重要的蛋
白質來源。而位於西太平洋和中部水域生產的吞
拿魚產量佔全球約 60%，每年總產量近 300 萬公
噸，價值約為 70 億美元。然而，過度捕撈和非法
捕撈行為危及全球的海鮮供應，將對那些依賴販售
吞拿魚的太平洋島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可持續發展的
吞拿魚漁業新
領域

要改變捕魚行業常態並
不容易，但我們正成功
地實現這目標。

在帛琉群島港口卸下黃鰭吞拿魚。 
© Jonne Roriz



Pacific Island Tuna 
的投資回報

TNC 與太平洋島國共同開展 Pacific Island 
Tuna 項目，旨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效益：

貢獻社區
所有參與 Pacific Island Tuna 的漁民和供應鏈
合作夥伴都必須簽署並遵守最佳的人權行為
守則。該項目的 100% 利潤將再投資於太平洋
島國社區。

經濟效益
Pacific Island Tuna 為零售商提供具有競爭力
價格的吞拿魚產品、穩定供應及透明的供應
鏈。通過全天候船上電子監控、碼頭卸貨以及
從海洋到貨架的數字追踪，從而減少非法、無
報告和不受監管的捕魚和勞動風險。

守護環境 
Pacific Island Tuna 的產品均源於經海洋管理
委員會認證或由海洋管理委員會認證的吞拿
魚漁業，並且使用可持續方法捕撈，碼頭卸貨
時則由 Pacific Island Tuna 的承包觀察員進行
監督。

關島

帛疏

巴布亞新幾內亞

所羅門群島
美屬薩摩亞

法屬玻里尼西亞

馬紹爾群島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0 1,000 km

北馬里亞納群島

漁業觀察員是經過培
訓的技術人員，他們

在漁船上負責收集有
關漁船捕獲物的重要

信息。 © JonneRoriz

太平洋島嶼地圖資料
來源：Natural Earth 

繪圖：Chris Bruce

TNC 在當地支持的項目中，有一個名為 Pacific 
Island Tuna 項目 ，這是一家以可持續發展和本地
保育為基礎的吞拿魚供應鏈公司。 Pacific Island 
Tuna 公司總部設於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它確保太
平洋島國在整個吞拿魚金槍魚供應鏈上，直接擁有
其捕撈的吞拿魚，從碼頭到零售都具有所有權，並
將一部分淨收入用於社區保育項目。

到 2022 年末，Pacific Island Tuna  已將品牌旗下
近九百萬罐5盎司的吞拿魚運往零售合作夥伴沃爾
瑪，同時亦投資於多艘馬紹爾群島捕魚船的電子監
控系統。電子監控運用船上的攝錄機、全球定位系
統和傳感器監測海上捕魚活動，能更清楚地了解捕
撈物種與過程，為捕魚船隊建立透明度。

透過此合作關係，我們期望建立良好且可持續的吞
拿魚漁業，減少誤捕瀕危物種的機會，並減少不可
持續的非法捕魚，同時提高太平洋島國的社會經濟
效益。 觀看: 透過《經濟學人》, 由 TNC 大規模漁業總監

Mark Zimring 帶領我們了解獨特的 Pacific Island 
Tuna 項目模式。

https://www.pacificislandtuna.com/
https://www.pacificislandtuna.com/
https://films.economist.com/theworldahead/#time-for-action:how-to-change-the-worlds-food-supply


26  | 2022 年保育成果年報

「
」

我們把當地的經濟發展與森林管理結合起來，以保
育生態棲息地、減少碳排放，並支持當地社區實現可
持續發展的森林管理目標。
我們期望這種林業管理模式能夠在印尼及更廣泛的
地區得到應用，為人類和大自然帶來正面影響。

   — Herlina Hartanto 博士
群島自然保育基金會（YKAN）執行董事

拯救婆羅洲熱帶 
雨林的新方法
大自然保護協會在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亞太區
選擇了四個自然生態區進行保育項目，共同推動全
球可持續發展，實現 2030 年的環保目標。其中包括
位於印尼婆羅洲加里曼丹的熱帶雨林，其為紅毛猩
猩的棲息地。在這裡全面實施的以自然為基礎的氣
候解決方案，有望助印度尼西亞實現其 2030 年碳
減排目標近 40%。然而，未經規劃的種植、農業耕作、
礦業開採和破壞性砍伐，卻為雨林帶來前所未有的
壓力。

有見及此，TNC 透過在印尼的主要合作夥伴群
島自然保育基金會（Yayasan KonservasiAlam
Nusantara , 簡稱YKAN）與各級政府、行業和社區
開展合作，並在政府授權私營企業進行選擇性伐木
的特許區內，試行採用可持續森林管理方法。

我們將會採用創新且低強度的砍伐方法，相較於傳
統的砍伐方法，這種方法的破壞性較小、碳排放量
亦更少。我們將劃定生態敏感區加以保，並與當地
社區合作以改善生計，並生產可持續的森林產品。

左圖：印尼婆羅洲的年輕紅毛猩猩 ©野外攝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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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碳的可期待未來
沿海濕地（例如紅樹林、海草和鹽沼等）從大氣中
吸收並儲存數十億噸碳，其儲存碳的密度比陸地森
林高出五倍。從印尼到新西蘭，「藍碳」可以在土
壤中保留數千年，是應對氣候變化最持久的自然解
決方案之一。

TNC 亞太區在藍碳方面取得了多項進展，
其中包括：

澳洲 
2022 年 10 月，TNC 與當地政府和慈善合作夥伴共
同宣佈了首個藍碳沿海濕地修復項目，地點位於南
澳的阿德萊德國際鳥類保育區附近，是許多澳洲及
遷徙鳥類的重要棲息地。未來一年，團隊將修復濕
地的自然潮汐流動，以擴大鹽沼生長的範圍。通過
這種方式，我們將二氧化碳匯聚，有助促進未來的
碳補償投資。

奧特亞羅瓦 新西蘭 
TNC 與中央和地方政府、Iwi 毛利族社區，以及沿
海社區合作，促進藍碳發展。我們的投資包括於試
點項目研究、收集數據、發掘潛在的修復地點，以
及與當地專家和 TNC 全球專業團隊共同提供政策
建議以推動藍碳的發展。

首先，我們需要進行可行性初步評估，研究其他類
似於國外開展的藍碳項目，分析新西蘭在技術、法
律、組織和財務等方面是否可行。而評估結果令人
鼓舞，團隊已確七個潛在的沿海濕地修復地點，並
進一步收集數據和進行經濟可行性評估。

紅腹濱鷸屬於遷徙性海岸鳥類，依賴於南澳洲等的沿海濕地生存。 
© Chris Purnell/澳洲國際鳥盟

https://www.natureaustralia.org.au/newsroom/first-blue-carbon-site-south-australia/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sia-pacific/new-zealand/stories-in-new-zealand/blue-carbon/


上圖：TNC 美拉尼西亞主任 Richard Hamilton 為巡護員 Anita 
Rosta Posala 和 Rodney Heinz 舉著手電筒，她們正在檢查棱皮龜
的衛星監測器套件。 © Justine E. Hausheer/TNC

右圖：巡護員 Jessica Rhoda Harraputti © Justine E. Hausheer/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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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巡護員揭開棱
皮龜遷徙的秘密
在TNC的支持下，所羅門群島 Haevo 村的巡護員在
十年以來，一直嚴格管理極度瀕危的西太平洋棱皮
龜之築巢數量。

2022 年 11 月，TNC、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簡稱NOAA) 以及伊莎貝爾省政府的科學家們重返
Haevo村，為正在築巢的棱皮龜裝上10個衛星定位
標記。這些標記將會收集海龜移動的數據，而保育
團隊將會利用這些數據更有效地保護這此極度瀕危
的棱皮龜。

此項目還有另一個亮點：這是該國有史以來首次
有女性巡護員參與保育工作。TNC 與 KAWAKI 女
性小組合作，幫助所羅門群島 Haevo、Sasakolo 和
Sosolo 等其他重要的築巢沙灘建立了首個女性巡護
員團隊。

女性巡邏員如 Jessica Rhoda Haraputti 和 Anita 
Rosta Posala（右圖）現在可以與男性巡邏員一起
工作，收集有關海龜築巢的數據，並將海龜蛋移至
免受潮汐侵襲的孵化處。計劃目標是期望實現男女
比例各占 50％。Harraputti  說：「對於居住在鄉
村的女性而言，很難找到收入來源……而且目前所
有工作都只允許男性承擔。」她還表示：「這也是
我第一次學習關於海龜的生命周期以及如何研究海
龜。我真的非常高興與自豪。」

這是我第一次學習關於海
龜的生命周期以及如何研
究海龜。我真的非常高興與
自豪。
  — Jessica Rhoda Harraputti 

 海龜巡護員

「 」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sia-pacific/asia-and-the-pacific-women-in-conservation/kawaki-women-s-group/


Mengjiao Li, 中國西南地區高級項目
主任 。 © TNC

下圖： Robyn James 在澳洲昆士蘭州
布里斯班的德阿吉拉爾國家公園。 
© Annette Ruz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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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保育工作中的性別差距問題
今年， TNC 正面對著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 保育科
學仍然是男性主導的世界，甚至可能在我們自己的
保育工作中延續這不公平。TNC 亞太區性別與平等
主任 Robyn James 在一篇評論中寫道：「我在保育
工作方面的職業生涯極具多元化……但性別歧視卻
是一直存在有。這不僅阻礙女性的發展，而且還阻
礙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損失的危機。」

在《環境科學前沿》(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上刊登的研究中指出，James 和團隊對
TNC 的保育工作人員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了可能
在整個環保非營利行業中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例
如女性認為自己無法為重要的研究作出貢獻。較男
性多出七倍的女性認為其性別限制了她們的工作表
現，而男性則認為職場的平等程度較女性所指的更
為公平。當考慮到種族、語言和地區因素時，這種
文化的差距會更大。James 續說：「這些問題不是
女性能夠或應該獨自解決的。女性在實現目標方面
遇到困難，是因為她們工作的機構並未為女性創造
良好的環境。」這項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為 TNC 
亞太區所需採取的行動提供了方向，我們將在組織
內和服務的社區中實踐這些行動。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779-7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envs.2022.1056751/full?&utm_source=Email_to_authors_&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T1_11.5e1_author&utm_campaign=Email_publication&field=&journalName=Frontiers_in_Environmental_Science&id=1056751


財務總結
來自首席財務兼行政總監

2022 財政年度，TNC 
的運作在後疫情下進入
了一個「新常態」。員工
開始重返辦公室，全球
的員工和義工正努力加
速推進未來十年的保育
工作。

2022 年在保育活動上
的支出大大增加，而購
買土地和地役權的購買
數量較 2021 年增加了
一倍以上。這些活動包
括在伯利茲和加州進行

的大型交易，旨在保護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且
保護不足的土地、海洋和淡水棲息地，捕捉森林、濕
地、草原和土壤中的碳，並建立棲息地走廊，讓無數
物種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

一如既往，捐贈者慷慨的捐款是我們達到保育工作
目標的關鍵因素。私人籌款達到 64.5 億港元，幾乎
相當於去年 66.3 億港元的記錄，其中包括貝索斯地
球基金會 (Bezos Earth Fund) 價值 7.8 億港元的捐
贈令我們核心籌款得以增長。

我們意識到，地球將面臨非常嚴峻的威脅，因此 
TNC 全球董事會通過新的融資策略，以加快為環境
帶來的裨益。其中包括一筆 27.3 億港元綠色債券，為
我們提供資金，讓我們能夠迅速抓緊機會，而新引入
的貸款融資機制，能助我們擴展創新的債務「以自然
抵換債務」项目融资策略。我們在綜合資產負債表上
列明了該等業務，以新增應付票據的形式列明，部分
最後由新增應收票據抵消。

儘管股票和債券市場環境充滿挑戰，以至降低了我
們長期投資組合的價值，但在本財政年度內，該投資
組合的回報仍較我們的政策基准高出 1.6%。我們也
將投資組合與 TNC 的 2030 目標進行了戰略性整
合，避免在碳密集產業進行投資，並與氣候科技和環
境可持續發展的多個領先投資者建立合作關係。

未來一年，本會將持續努力，竭盡所能實現我們2030 
年遠大目標。藉此機會，我們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合作與努力，是 您 們給予了力量，幫助我們構建健
康、有復原能力的地球。 

Leonard Williams 謹啟

大自然保護協會首席財務兼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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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捐款者類型劃分的會費與 
及捐獻百分比

基金會 

43%
個人 

25%
遺產捐贈 

20%
企業 

10%
信託及其他 

2%

保育項目 

73.1%

項目總成效百分比

一般事務及行政 

14.8%
籌募及會員項目 

12.1%



資助及收益 2022 2021

會費及私人捐款  6,450,735  6,587,675 

政府資助  985,896  812,785 

總會費及捐助  7,436,631  7,400,460 

投資收益 (2,866,989)  4,770,051 

其他受益  776,042  1,237,024 

土地銷售及捐贈 678,740 752,906

資助及收益總額 6,024,424 14,160,441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和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財政年度（以千港元計）

開支及購買保育土地和地役權 2022 2021

保育活動及行動  5,181,456  4,238,867 

購買保育土地和地役權  1,860,270  679,811 

保育項目及購買保育土地和地役權的總金額 (1)  7,041,726  4,918,678 

一般事務及行政  1,423,088  1,242,555 

資金籌募及會員項目  1,171,992  950,296 

支援服務總開支 2,595,080  2,192,851 

總開支及購買保育土地和地役權的金額 9,636,806 7,111,529

淨金額：資助及收益與購買保育土地和地役權的金額對比(2) (3,612,382)  7,048,912 

資產、債項及總資產概要 2022 2021

保育土地  18,397,380 16,840,257 

保育地役權  19,158,874  18,731,527 

作保育用投資投資項目  12,494,538  10,173,227 

捐贈投資  11,124,852  12,821,661 

計劃性捐贈投資  2,685,529  3,067,012

物業及設備（淨折舊金額）   1,179,953   1,175,114 

其他資產 (3)   7,880,448  5,727,716 

總資產  72,921,574  68,536,514 

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118,608  1,117,073 

應付票據  8,637,751  2,369,726 

其他負債 (4)  3,798,392  3,858,087 

淨資產總值 59,366,823   61,191,628 

總負債及淨資產總值  72,921,574   68,536,51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及 2021 年財政年度，在根據年度平均美元匯率下以千港元為單位的全球數字。

1、保育土地和地役權的購買體現於審核財務報表內綜合現金流量表中，但未體現於綜合業務報表中。該等金額與支出一起列示，因為這些都是年度保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2、並非依照美國普遍接受的會計准則來表示淨資產變動。

3、主要包括現金、約定之饋贈、證券借貸協議下收取的抵押品、應收票據、使用權資產和土地抵押和其他資產。

4、主要包括遞延收益、證券借貸協議下應付賬款、計劃性捐贈負債、租賃負債及其他負債。

備註：在此財務摘要中列出的數據出自大自然保護協會 2022 年及 2021 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當中包含未經審核的審計意見。

有關大自然保護協會 2022 年及 2021 年度完整財務報表，可於 nature.org/annualreport 上查閲或撥打  (800) 628-6860 或 +1 (703) 841-5300 向大自然保護協會訂閱。

此報告為大自然保護協會全球財務總覽，大自然保護協會香港基金會有限公司亦包括在內。如欲查詢有關大自然保護協會香港基金會有限公司財務概要，請聯絡本會辦事處。詳細聯絡方法見於年報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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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婆羅洲加裡曼丹地區 Nehas Liah Bing 
村的農民準備種植。 © Bridget Be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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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們，攜手共建
亞太地區的可持續發
展未來。 
捐助給大自然保護協會，有助於保育生物多樣
性、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以及支持追求與自然和諧
共處的社區。

立即捐款，請瀏覽 tnc.org.hk/donate 或聯繫

hongkong_info@tnc.org 以獲取更多資訊

https://act.tnc.org.hk/content/donate-sea-lion/gk9g68/landing-page?locale=zh-HK&lang=zh_HK
mailto:hongkong_info%40tnc.org?subject=


聯合主席
胡祖六博士

曾國泰

亞太區理事會 
亞太區理事會 (APC) 提供領導、指導、籌款支持和給予 TNC 亞太區項目的
機會。成員代表來自美國和亞太區的公私營機構各方面的領導人。APC 希望
透過影響政策及鼓勵各方行動, 以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資源支持經濟發展。

春華資本集團主席兼創辦人

AP Capital Holdings Inc. 主席

副主席
鄭安瀾

Robert McLean AM
George Tahija

SupChina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麥肯錫公司高級顧問

PT Austindo Nusantara Jaya Tbk (ANJ) 專員兼主席

在所羅門群島培訓當地護林員如
何保護海龜。 © Robert Taupo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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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Nicolás Aguzin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博楠思 特內爾(香港)咨詢公司亞洲常務董事

George Burrill  Associates in Rural Development (ARD) 創辦人兼榮休行政總裁

郭利博 麥格理集團高級顧問

顧宏地  小鵬汽車副董事長兼總裁

Ken Hitchner 高盛高級總監

Hemendra Kothari DSP 貝萊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國灃 首席執行官，Two Sigma Asia Pacific

劉偉權 Gusto Collective 主席及行政總裁

Ellana Lee 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新聞網絡資深副總裁兼執行總編輯

李志延 實務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

李廉 高盛國際總裁

松井凱蒂 MPower Partners 聯合創始人兼普通合夥人

John P. Morgridge 思科系統名譽主席

Rob Morrison  Chairman, H.R.L. Morrison & Co

Jennifer Morris  行政總裁，大自然保護協會

Shanti Poesposoetjipto PT Samudera Indonesia Tbk 主席

慕文澤 亞太、歐非中東及德國首席執行官及德意志銀行集 
團管理委員會委員

魏臻 董事總經理，中國區聯席總裁，華平投資

吳宗權 會德豐有限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

葉靖 主席兼創辦人，KYG International

竺稼 貝恩資本董事總經理



亞太區青年領袖理事會
由大自然保護協會成立，借助一群關心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新一代領袖的企業
家精神，通過合作、創新和解決問題來，帶動本會的工作。亞太區青年領袖理
事會為各成員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就 TNC 的全球保育議題，分享各自想法、
共同設計和實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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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高級領袖
Will McGoldrick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Billy Wu  營運和戰略部副總經理

Jeffrey Benz 亞太區法律副總顧問

Tom Brzostowski  新加坡臨時國家總監

Gala Davaa 蒙古項目總監 

Edward Game  首席科學家和保育總監 

Chelsea Grotjahn  財務和營運部臨時總監

Richard Hamilton 美拉尼西亞執行董事

Herlina Hartanto  群島自然保育基金會（印尼）執行董事 

Noah Idechong  資源動員與參與互動總監

Robyn James 性別與公平顧問

Genevieve Jiang  營銷與宣傳部總監

Ruth Konia 巴布亞新幾內亞代理國家總監 

Fitri Lubis 亞太區人力資源業務合作夥伴

Joyce Ma 中國項目總監 

Aura Parks-Wise  美國和個人贊助董事

Abbie Reynolds  新西蘭（奧特亞羅瓦）國家總監

Alison Rowe 澳洲總經理 

Begoña Vázquez Santos 國際會員董事

Peter Waldie 所羅門群島代理國家總監

Li Zhang 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執行董事

Lulu Zhou 亞太區戰略夥伴關係總監及香港項目執行總監

聯合主席
曾國泰 AP Capital Holdings Inc. 主席

郭利博 摩根大通亞太區首席執行官

林國灃 首席執行官，Two Sigma Asia Pacific

會員
Alan Chan 創辦人兼管理合夥人， Vectr Ventures

鄭余雅穎 周大福教育集團執行副主席

林恬兒 Empact 28 始創人及行政總裁

蕭逸 Animoca Brands 聯合創辦人及主席

Ellana Lee 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新聞網絡資深副總裁兼執行總編輯

羅寶瑜 瑞安房地產執行董事及瑞安新天地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羅易夫 Senior Advisor, Creador

呂慶耀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RLP) 副主席

任煜男 科技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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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除了衷心感謝我們全球一百萬名的個人支持者外，大自然保護協會亦同時感謝以下的公司和機構在香港給予的支持。

海塑基金會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機場管理局
鴨仔坑士多
Barclays MoonTrekker
彭博有限合夥企業
Capital Group
city’super
香港康得思酒店
后海灣蠔業養殖協會
德意志銀行
東隅酒店
Edrington Hong Kong Charity Limited
Freshbox to go
Equal Opportunities Foundation
Goldman Sachs (Asia) L.L.C.
下白泥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Hawk Rock Foundation
下白泥村村代表及村民
Hermès Asia Pacific Limited
本土養殖—林子龍
香港觀鳥會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 - 漁業提升資助計劃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 - 海洋保育提升資助計
劃
IPG Howden
J.P. Morgan Chase Foundation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Klook
L’Oréal Hong Kong Limited
呂志和獎
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改善海洋生態及漁業提升基金信託有限公司
莫特麥克唐納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蠔站
PHI Coffee & Pancake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香港遊艇會
帝都酒店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喜來登酒店
Sinbad Coffee Roaster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
星光實業有限公司
蘇伊士
中山大學
香港半島酒店
何鴻毅家族基金
香港帝苑酒店
太古集團慈善信托基金 (香港)
香港大學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
奕居

淺水灣影灣園露台餐廳
杜錫譽
瑞銀集團
VESSEL發現號
Warburg Pincus
滾動力量慈善有限公司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Yip Foundation Limited
1% for the Planet Environmental Partner nominated by 
Patagonia Hong Kong
新界流浮山蠔業總會
新界蠔業水產聯合會
粵港水產科技養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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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東山。  
© Chiu Keung Wong/TNC 2022 年攝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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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公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 663 號

泓富產業千禧廣場 2107-08 室

電郵
智然先鋒每月捐款查詢 hksupporter@tnc.org
一般查詢 hongkong_info@tnc.org

電話
智然先鋒每月捐款查詢 (852) 2280 4878
一般查詢 (852) 3978 9700

TNCHongKong

tnc_HK

TNCHongKong

TNC_HK

tnc.org.hk

mailto:hksupporter%40tnc.org?subject=
mailto:hongkong_info%40tnc.org?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TNCHongKong
https://www.instagram.com/tnc_HK/
https://www.youtube.com/TNCHongKong
https://twitter.com/TNC_HK
http://www.tn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