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政 策 研 究
党委政策研究室 第 13 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

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高校教育体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教育部工作部署都强调指出，把绿色低碳发展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高校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和社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落实中央和教育部要求，把绿色低碳发展贯

穿教育全过程，助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一、政策参考

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碳达峰、碳中和人

才体系，鼓励高等学校增设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学科专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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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

加大在新工科建设中的支持力度，培养各领域各行业高层次

碳中和创新人才，将碳中和理念与实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部《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教

科信函〔2021〕30 号）

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积极开展绿色学校创建行动。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绿色学校创建行

动方案》（教发厅函〔2020〕13 号）

二、理论观点

高校拥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学科、人才、科研、文

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将绿色教育、绿色科技、绿色文化、

生态治理作为主攻方向，实现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先行发力、

快跑一步的效果。

——浙江大学校长 吴朝晖

高校环境育人是碳中和人才培养的最好模式。制定高等学校

校园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鼓励高校将校园碳中和建设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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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密切结合，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充分支持，并建立校园碳中

和评价体系，让高校师生成为“双碳”的践行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 王焰新

三、实践探索

1.华中农业大学探索绿色低碳课程建设。开展“绿色低碳类”

教学体系改革研究，打造本科、硕士、博士课程贯通、结构合理、

层级分明、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服务国家绿色发展与

美丽乡村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并为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培养绿色低

碳类课程师资力量。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打造近零碳生态绿色校园。以创建

湖北省近零碳排放示范校园为重要抓手，制定推进碳排放治理的

校园碳中和规划，从建筑、能源、交通、管理运营和治理模式等

方面进行改革试点，整体提升学校综合治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四、有关建议

1.构建与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修订本科、

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把碳中和理念与实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绿色低碳学科专业体系，建设一批碳中和相关交叉学科和一

流专业。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进课程、进教材，深入推进“双碳课

程”和“课程双碳”，把绿色低碳发展融入思政课程、专业课程，

开设绿色低碳发展通识课程，打造一批碳中和领域的一流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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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教材。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快创建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和示

范性能源学院，提升碳中和领域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能力和质量。

2.锚定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创新方向。做好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组、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力争低碳灵活燃煤

发电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立项，汇聚碳中和领域高水平创新人才

和团队，深度参与碳中和领域国家重大项目，集中开展重大科技

攻关，努力实现重大突破，不断完善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体系。

3.加强国内外绿色低碳领域合作。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持

续推进“一企业一平台一方案”合作模式，提升服务行业绿色发

展能力。加强国际协同，深度参与“碳中和世界大学联盟”，与

国际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碳中和人才，合作建设碳中和科技

创新平台，以开放办学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

4.弘扬绿色低碳的文化风尚。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校园

建设各方面，在常态化开展绿色低碳教育、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和

校园景观、构建综合能源系统、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上着力，打造

零碳校园示范标杆。以绿色低碳理念提升大学文化内涵，加强研

究宣传阐释，培育生态文明意识，引领绿色低碳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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