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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carbon campus 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university to serve the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strengthen its ow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as well. The article ,based upon 
the relevant low-carbon campus theories,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university low-carbon campus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s the ways of low-carbon campus construc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low-carbon theoretical education, the low-carbon facility construction,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low-carbon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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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校园建设是高校服务低碳经济发展、强化自身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本文依据与低碳校

园相关的理论，分析了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现实意义和存在的困难，并从低碳理念教育、低碳设施建

设、低碳技术研发、低碳管理实施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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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以教育和生活为主的机构，具有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功能和优势。高校在推进低碳

校园建设过程中，应把握其理论内涵，探索形式多样

的方法与途径，教育和引导师生践行低碳理念，营造

良好的低碳校园环境。 

1、高校低碳校园的理论依据与主要特征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研究学者对低碳校

园建设所涉及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和全面。低碳校园

是在低碳经济理论、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

理论依据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是低碳经济等理论在

高校的具体实践，也是高校践行低碳理念的具体行动。 

低碳经济是在应对日益严峻气候变化问题的背景

下提出的，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

济发展方式，是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自主

创新的发展模式，也是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有力探

索。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

开发、追求绿色 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

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

本性转变。[1]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转型的趋势，

但也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工程。从内涵上分析，低碳

经济模式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兼顾了“低碳”和“经

济”。我国也正在积极探索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 

基于低碳经济等理论，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基本

理念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遵循教育教学发展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为原则，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

目的，推行低碳理念，倡导低碳学习、生活、工作方

式，建设园林、生态化、数字化、人文化的和谐校园，

着力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质量，

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总体思路为：坚持规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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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高校发展方

式转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基础性和应用性科

学研究，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合理配置各类资源，促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机制建

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找准新型节能产品、技术及

材料推广应用的切入点，着力改善校园终端能源消费

结构和利用效率；把握科学管理、厉行节约的关键点，

着力提高内部管理实效；夯实建立健全低碳理念宣传

教育教育体系的基本点，着力推行低碳生活理念。低

碳校园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

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标志的高校运

行和管理模式，以更好地履行高校的社会责任，为低

碳城市建设、低碳社会建设发挥引领性、示范性作用。 

从低碳校园的基本理念和建设思路分析，低碳校

园至少具有五个基本特征：低碳经济的教研机构，依

托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资源，以组建专门组织机构的

形式开展低碳经济研究和低碳理念宣传教育；低碳环

保的基础设施，应用低碳技术新建或改造校园设施，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或监管平台；践行低碳

理念的师生群体，师生将低碳理念和意识贯穿在日常

工作与生活中，减少碳排放量；低碳生态的校园环境，

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资源节约，为师生

提供绿色、健康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低碳高效

的管理体系，注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

的创新，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较大的管理效益。从

以上五个基本特征的实质上看，低碳校园建设与节约

型生态型校园建设是并行不悖的。 

2、高校低碳校园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在实践中，高校低碳校园建设还存在一些实际问

题和困难，主要有： 

低碳校园建设的保障体系缺乏。当前，在高校低

碳校园建设中系统、完整的案例较少，没有太多的可

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缺乏有效的保障体系，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外部监管制度建设不到位，国

家当前的节能减排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工业耗能方

面，对生活耗能的监管力度不够，没有硬性将节能要

求纳入高校考核指标体系中，高校的外部监管压力不

大，而内部奖惩和考核机制又不健全，这直接影响到

低碳校园建设制度体系的构建。二是低碳校园建设研

究与开发的投入不足，低碳校园建设需要低碳技术的

研究和开发作为支撑，但高校对校园低碳技术研发所

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有限，难以保障低碳校园

技术研发的有效开展。三是校园高碳设施低碳化改造

受成本制约较为明显，低碳技术在校园基础设施新建

与改造的应用过程中，需要资金的支持，并且前期建

设成本较高，而投资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低碳校园建设的组织实施。 

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带来压力。高校能源

消费以生活消费为主，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占的比

重不大，但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依存度较高，在能

源消费过程中存在过度依赖煤炭、能耗水耗总量较大、

人均能耗较高等问题。2005 年，我国终端能源消费总

量中，农、林、牧、渔、水利业占 3.8％，工业消费

占 68.9％，建筑业占 1.8％，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

通信业占 9.5％，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占 2.1

％，生活消费占 10.3％；其他类终端能源消费占 3.5

％。[2]同年，根据对 45 所高校能源统计结果测算，全

国高校煤炭使用占用能种类的比例最大，达 48.1%；

总能耗约 1790 万吨标准煤、总用水量 41 亿吨，分别

占同期全国生活总能耗的 7％和生活总用水量 8.14

％；人均年能耗 0.775 吨标准煤、年用水量 145 吨，

分别是同期全国人均生活用能的 4 倍和生活用水量的

1.95 倍。[3]高校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和较高的

能耗给低碳校园建设产生一定影响。 

低碳生活意识的转变有难度。有统计显示，如果

按照“十一五”期间的总体节约目标是实现已有用能

项目和已有用自来水项目人均用能在 2005 年所耗能

量和所耗水量的基础上均降低 15％测算，每年全国高

校节能量为 387.5 万吨标准煤，相当于 826 万人特大

城市一年生活用能总量；每年节水量为 4.735 亿立方

米,相当于 544 万人特大城市一年生活用水总量。[3]

低碳生活作为低碳校园建设的构成主体之一，是高校

节能、节水的有效手段，也是新生事物，人们接受低

碳理念并养成低碳生活的习惯需要一个过程。目前，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低碳生活意

识薄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低碳教育力度不够，

对师生缺乏系统、全面的低碳理念宣传和教育，低碳

生活意识没有完全被师生接受并应用到具体的工作、

生活中；二是低碳生活氛围不浓，没有形成践行低碳

生活理念的合力和良好氛围，影响了低碳校园建设的

推进与实施。 

3、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现实意义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逐

渐成为全球各个国家的积极行动。作为重要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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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高校以建设低碳校园为抓手参与到推动低碳经济

发展和低碳理念传播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是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生动

实践。当前，我国正处在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市场

化、国际化水平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较大的资源环境

承受压力，节能减排的任务非常繁重、问题较为突出，

比如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较大、高碳能源资源低碳化利用水平不高

等。研究显示，节约 1 度电、少开 1 天车，分别减排

1 千克和 8.17 千克二氧化碳。[4]如果全国近千所高校

都成为“低碳大学”，一年便可节省约 210 亿元。此外，

还可省出 26 个武汉东湖的水体量，增加七个半香港大

的绿化面积。[5]在这样的形势下，高校建设低碳校园

是响应政府节能减排的积极行为，能发挥自身的科研

优势，为节能减排提供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探索的

方法。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是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有力

探索。过去十年，高校规模、效益、质量等方面的发

展成效显著，但高校发展的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当

前，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开放日益深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启动实施等背景下，高校的改革发展既面临新的

机遇，也必将遇到新的问题，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日趋

白炽化、激烈化。高校能不能吸引优质生源，能否在

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教育教学质量与发展方

式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

需求。[6]为此，高校低碳校园建设不仅是培养低碳科

技人才的需要，也符合《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与内

涵，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能强化内涵建设、

凸显办学特色、节约运行成本，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是传播低碳生活理念的重要

载体。如今，低碳经济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低碳

观念虽然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但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

活的推行过程中，仍然有较大的阻力和懈怠的思想，

低碳意识较为薄弱。[7]2009 年，全国高校在学总规模

为 2979 万人，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总人数 9830 万

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占 9.9%，2020

年的目标是将这三个指标分别提高到 3550 万人、

19500 万人、20%。[8]因此，高校低碳校园建设不仅有

利于整合高校的优质资源，通过多途径、多手段的宣

传教育形式，引导学生践行低碳生活理念、养成低碳

生活习惯，还能增强在高校学习、生活的每一个学生

的低碳生活意识，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并通

过他们将低碳生活理念和行为推广到工作单位、家庭、

社区，能对全社会关心、参与低碳生活产生强大的辐

射力、感染力、渗透力。 

高校低碳校园建设是推进低碳省市试点的有机

构成。2010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在统筹考虑各地方工

作基础和试点布局代表性的前提下，选定广东、辽宁、

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

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分别作为全国首批开展

低碳工作的省区和城市，具体任务是编制低碳发展规

划、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以

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统计和管理体系、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

模式，以推动落实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

作为省区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子系统之一，高校着

力推动低碳校园建设，不仅是各省市低碳经济和低碳

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也是用特有的人力、知识、物

质等资源助推省市低碳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低碳省区

和低碳城市建设具有借鉴和促进作用。 

4、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路径探讨 

低碳校园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科学性、技术性很

强的系统工程。高校应从硬件设施建设、技术产品研

发等方面着手建设低碳校园，积极推进低碳理念进大

脑、低碳技术进校园、低碳行为进生活。 

4.1 推行低碳理念教育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低碳理念的形成是低碳校园

建设的基础，推行低碳理念教育是高校的使命。 

强化低碳理念宣传与教育。建立与市场需求接轨

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低碳理念教育的方式方法，充

实低碳理念的教育内容，并纳入学生素质教育课程教

学体系，着力构筑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以第二课堂

为补充的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教育网络，采取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生入学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

生社团建设等有机结合的宣传教育方式，通过专题讲

座、主题论坛、参观调研、座谈讨论、社会实践等宣

传教育形式，推进低碳理念的宣传教育进课本、进课

堂、进大脑，培养低碳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实用型、

创新型专业人才。 

培养低碳生活意识与行为。通过制定各个工作岗

位的绿色标准、印发低碳生活手册等方式，教育师生

注重节电、节水、节油、节气等节约行为，引导他们

参与到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的行动中，不断增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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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能环保意识，扩大低碳教育的影响力、感染力、

辐射力，促进低碳意识的形成和低碳理念的传播与发

展；抓好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借助校报、校园网络、

广播、橱窗、手机短信等宣传媒介，倡导师生树立低

碳生活的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4.2 新建和改造低碳基础设施 

新建和改造低碳基础设施是低碳校园建设的重

点，是高校节能减排的必然要求。高校应多渠道筹集

低碳设施的新建、改造资金，保障低碳校园建设的稳

步推进。 

合理布局校园功能。将节约、环保、低碳的理念

融于新建、改造校园基础设施中，科学、合理规划校

园功能布局，使校园布局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

长规律，统一并网管理校园内的路、网、水、电、气

等道路、管线配套设施，提高校园绿化比例，建立节

能减排的示范与推广机制，着力建设碳排放低、环境

宜人、科技含量高的生态化、园林化、数字化校园。 

优化水电管理和运行系统。推广应用 IC 卡浴室

收费系统、智能浴室管理系统、绿地喷灌系统、中水

循环利用系统等节水技术，运用无负压供水设备，采

用脚踏式、感应式、延时式节水龙头等，以节约能源

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采用节电措施，推广应用沼气、

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智能照明系统，

实施中央空调、锅炉、水泵、电梯等较大功率用电设

备安装变频控制器等节电装置，使用 T5 灯管或 LED

等节能灯具、节能电器产品，安装声光控开关等，以

节约用电。 

提高建筑中的能源利用率。校园建筑在规划、新

建（或改造）、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节能标准，合理

设计建筑的形体和外部环境，运用光伏、光热与建筑

等环保一体化设计，尽量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并提高

终端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总需求量。在校园建

筑的外墙、门窗、屋顶等处应用建筑节能新技术，采

用光电瓦屋顶、光电幕墙、光电采光等技术提供电力，

利用光热技术提供生活热水，使用地源热泵等技术构

建节能环保型取暖和制冷系统等，以降低校园建筑设

施运行的能耗。 

4.3 推进低碳技术研发 

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是低碳校园建设的核

心，也是高校具备的重要功能和明显优势。 

设立低碳研究机构。在整合校内各相关的学科资

源、人力资源、仪器设备资源等基础上，以研究所、

研究中心等机构组织形式，设立节能、低碳技术研发

的专业研究机构，着力开展节能原理、低碳政策的基

础性、指导性研究和节能、低碳技术与措施的可行性、

应用性研究，建立健全节能低碳研究体系，对接市场

需求，为政府节能减排工作提供科研服务。 

健全机构运行机制。激励科研团队对节能、低碳

技术与产品进行集体研究攻关，着力发展与节能、低

碳研究相关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借助学科发展带

动研究能力、成果转化水平等方面的提升，保障机构

有序运转，为低碳校园建设提供科研支撑和发挥示范

性作用。 

加强机构对外交流合作。与相关高校、政府部门、

企业、各类组织等共同举办专题研究会议、联合培养

学生，与知名学者、政府官员、相关企业人员等共同

开展科技研究合作开发，着力在节能、低碳技术研究、

高碳能源资源低碳化利用等领域探索实践，并积极参

与政府发展低碳经济与推进节能减排的政策规划研究

和企业对节能低碳产品的生产研究，增强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 

4.4 建立低碳管理机制 

建立低碳管理机制是低碳校园建设的保障，同时

也是创新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的内在需要。高校应建立

智能化、数字化、科学化管理系统，健全评价机制、

激励机制、监控机制，向管理要效益，促使办学效益

最大化。 

健全低碳管理制度。秉承节约、低碳的理念，制

定符合自身实际和合理可行的人力资源、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等管理制度，并着力强化成本管理，加大对

重点环节、重点领域的管理力度，尤其是基础设施建

设、资产设备采购等的管理和保障高校正常运转的公

车、水、电、气、维修等各项后勤服务的管理，探索

建立公共用房有偿使用的机制，健全电子公文管理及

无纸化办公系统，实现管理的精细化、高效化。 

健全能源资源管理体系。对校内各部门执行节能

标准、能耗运行状况、终端能源消费等进行有效的、

动态的监管，加强校内能耗审计、公示，及时消除跑、

冒、漏、滴等浪费现象，并强化调查研究、统计分析

工作，总结分析自身能源资源使用情况、使用特点、

存在问题，为低碳校园建设提供数据参考。 

低碳校园建设是高校面临的新课题。在低碳经济

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序推进的背景下，高校应

2010 The Second China Energy Scientist Forum

978-1-935068-37-2 © 2010 SciRes. 1018



 
 

 

 

把握《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的良好机遇，践行低

碳理念、转变思想观念，探索低碳校园建设和运行管

理的有效模式，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科技、服

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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