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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聚焦聚焦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    

试论“绿色大学”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以清华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一一一一、、、、中国对中国对中国对中国对““““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探索的探索的探索的探索::::从政府到高校从政府到高校从政府到高校从政府到高校    

党的十八大之后，对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的重视提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多次强

调，建设美丽中国。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文化和教育问题，需要有

思想观念和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支撑。但由于教育工作本身固有的滞后性，我们的办学工作未

能及时地很好地回应这一需求。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的共识和追求，并没

有在第一时间内转化为“绿色大学”建设的理念和行动。这一理念的真正贯彻，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才开始的。在这方面，清华是全国高校的排头兵。 

二二二二、、、、清华清华清华清华““““绿色大学绿色大学绿色大学绿色大学””””的理念与思路的理念与思路的理念与思路的理念与思路    

1998 年，清华大学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构想，把建设“绿色大学”作为学校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围绕绿色人才培养和绿色科技

研发两个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

的全过程，开展“绿色教育”、研发“绿色科技”、建设“绿色校园”，努力把清华大学建设成

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先导区、绿色科技创新的引领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和

绿色文化传播的核心区。 绿色大学建设的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



二是用“绿色科技”意识开展科学研究和推进环保产业；三是用“绿色校园”示范工程熏陶

人。 

三三三三、、、、    清华大学的探索实践清华大学的探索实践清华大学的探索实践清华大学的探索实践    

1．绿色教育体系构建 

绿色教育是绿色大学建设的核心部分。绿色教育的目标正是培养具备绿色素质的“绿

色人才”，清华大学的绿色教育主要包括开设绿色课程、开展绿色实践、举办绿色论坛等。 

绿色课程是实施绿色教育的主要途径。清华构建了以绿色教育系列课程为核心、绿色

要素课程为延伸、环境专业课程为提升的多层次绿色教育课程体系。 

绿色实践是实施绿色教育的重要环节。清华建立了包括大学生研究训练(SＲT)计划、

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学生社会实践和绿色社团活动在内的绿色实践模式，推动以学生自

主学习和绿色科技创新为主旨的实践教育。 

绿色论坛是实施绿色教育的扩展平台。学校已形成了包括高端论坛、专家论坛、学生

论坛在内的绿色论坛系列。 

2.绿色科技创新与政策研究 

清华大学积极关注国计民生，参与国家的社会经济主战场。通过能源科技及政策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公益活动等，推动绿色科技创新与支持研究，培育和陶冶

青年学子和广大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同时服务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清华大学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拓扑诱导的磁性量

子相变”等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成果，对推动节能技术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

家环境决策支持方面，完成了国家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规划、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行动方

案、国家二恶英污染控制战略与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重要研究任务。2008 年初，清华大学成立

了低碳能源实验室，该实验室重点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关键科学问题、尖

端技术问题、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通过与企业合作实现重大技术集成和产品示范。 

3．“绿色校园”示范工程 

在园林景观建设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校的园林建设已经做到了绿化美化，实现

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植物品种优良多样，科学合理配植。在环境友好型校园建设方面，

学校先后建成了超低能耗示范楼和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把节能、环保、生态、智能等方面



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应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节约型校园建设方面，学校积极践

行节约型校园建设理念，在意识培养、科技研发和示范应用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转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 年第 5 期） 

【【【【新动态新动态新动态新动态】】】】    

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向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向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向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向““““应用型应用型应用型应用型””””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

日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了引

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14项主要任务，包括明确类型定位和转型路径，加快融

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抓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机遇，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

等。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

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根据《指导意见》，引导部分地方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基本思路有 4 个方面：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坚持需求导向、

服务地方；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坚持省级统筹、协同推进。（转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

《中国教育报》） 

上海大力打造高校上海大力打造高校上海大力打造高校上海大力打造高校““““高峰高峰高峰高峰”“”“”“”“高原高原高原高原””””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近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上海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一年前启动建设的“高峰”“高原”

学科计划已先行一步，瞄准国家和区域发展急需“补缺做强”，铺垫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石。未

来三年，上海将投入 36 亿元用于高校学科建设，其中 50%投向人才。2013 年，上海编制《上

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 年）》，依托上海高校现有的优势学科，让

“强的更强”，重点建设 20 个左右世界一流“高峰”学科点和一批群体崛起的“高原”学科

群；遴选有较好发展潜力的学科点或方向，通过重点支持大幅缩小与一流标杆的差距，使其

中若干方向能有实力冲击世界一流。（转自 2015 年 11 月 9 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