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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 0视野下大学生环保理念与行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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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紧张、污染严重、生态恶化

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对人民生活生存质量的不良影响在不断加剧, 由此 /低碳生活0理念应运而生。当代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

建设者, 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长远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他们进行环保理念的培育有利于为缓解和改

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恶化问题、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生存质量、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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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

向荣的可喜形势, 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成就特别显著, 城市建

设也在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但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

主要是依托于 /工业经济0发展起来的, 工业经济, 又叫资源

经济, 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 1]。

依靠 /工业经济0的发展, 其代价一方面是资源的迅速短缺,

我国煤、石油、钢铁等自然资源的储量报告就足以说明这一

点; 另外就是生态恶化。资源紧张、生态恶化不仅是中国一

个国家的问题, 也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生态恶化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 不但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现在的生活

质量,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形势

下, /低碳生活0、/低碳经济0应运而生,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6的出台和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0

的召开说明生态恶化日益严重, 世界经济要向知识经济和

/低碳经济0转变。

一  /低碳0来临与我国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一 )工业经济的发展代价与 /低碳经济0理念的出现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

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

的问题, 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

未有的破坏。不良现象的产生与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

大量地使用煤和石油等高碳能源而产生过多破坏大气平衡

的二氧化碳有关。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大气中二氧化

碳过多的直接后果就是会使气候变暧、自然环境对气候的调

节能力降低。近年来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与二氧

化碳过多产生的温室效应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这已经严重

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 使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

高速增长或膨胀的 GDP也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而大打

折扣。因此,各国呼唤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

出现,具体而言就是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 寻求不至于污染

环境、影响生态恶化的新能源和新技术, 经济发展以更为健

康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

低碳,英文为 / low carbon0。意指较低 (更低 )的温室气

体 (二氧化碳为主 )排放。所谓低碳经济, 是指在可持续发

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

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 2]。发展低碳经济, 一方面是积极承

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 另一方面

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 建设生

态文明 [ 3]。低碳经济, 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

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

次重大进步。它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

构、追求绿色 GDP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实现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是不可逆转的划时代潮流,

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

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

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

赢的必然选择。



(二 )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与 /低碳生活0对大学生的成

才要求

现代大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相比他们的

父辈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 他们应该在学业、技

术技能、道德修养等方面具有更好的成就,但中国独生子女

的现状却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 成为一个全社会头疼的问

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

善, 这一不良现象更是加剧。城市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使

大多数青少年远离自然环境, 他们生活在一种安逸的环境

中, 与人们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的自然环境状态、生态状态、气

候状态的变化他们浑然不知, 也因为远离自然环境他们大多

不具备环境保护的理念,而只是在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生力军,培养高素质大学生是

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责之一。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就

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基本任务 ,这一责任意识主要是大学生

成才以后要以国家的长远发展为已任,以创造我国人民良好

的生活环境为已任。责任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一定社会关

系之中的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是何人, 都对自身、对他人、对

集体、对国家和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思想道德修养的过

程, 就是人们逐渐认识自己在人生成长中的责任, 形成深刻

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的过程。对大学生的培养不但是要他

们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技能,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深

刻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 /低碳生活 0、/低碳经济0这些概

念的出现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开发与利用都提出了

新的变革和挑战, 这都依赖于建设者们环保观念的拥有与付

诸实践 [ 3]。 /低碳0对于大学生是一种责任, 这一责任体现

于大学生要具备深刻和前卫的环保意识,有创造良好人类生

活环境的决心和信心 ,有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恒心和毅力,

在学成以后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对新技能、新技术的掌

握运用到工作中去,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国

家的长远发展, 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

二  大学生 /低碳生活0环保理念的培育与实现

(一 )转变高校教育理念、更新知识体系

对大学生 /低碳0的宣传、对环保理念的培育, 首先是高

校教育管理者和教师观念的转变。只有教师在转变观念以

后才有可能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学生,也只有教师在转变

观念以后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从而实现教育

学生时知识技能体系的更新。要实现高校教育管理者和教

师环保观念的建立, 首要的问题是使他们熟知当今生态恶化

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生存质量的影响,建立他们对社会发展的

责任感, 建立他们培育与世界发展需要相一致人才的观念,

使他们跟随合理经济发展走向去培养人才。

其次, 还要根据低碳经济发展的走向更新高校教师的知

识体系。工业经济作为二战以来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增

长方式, 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但是工业经济主要是以高碳燃料为能源,造成了地球臭氧层

的破坏和气候的变暖, 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如物种灭

绝速度加快、强破坏力的自然灾害频发等。另外由于工业原

料上主要采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普遍

不足和特定自然资源的枯竭。显然, 工业经济时代的能源和

资源利用方式已不适合于人类长远发展的需要, 世界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要以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替代工业经济,在

现阶段就是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知识经济。上述理念的提

出与实现都依赖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利用方式

和技术,以及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

运用。高校各种专业知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最为密切的主

要为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两大类, 这些知识门类是伴随世界

经济发展而发展的,与工业经济发展相对应具有很强的工业

经济色彩,特别是不同程度的环保理念的缺失注定单纯依靠

这些知识难以适应将来世界发展的要求。低碳经济、低碳生

活、知识经济要求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

产技术的出现和运用,必将带来一场全世界的生产技术和生

产方式的变革。高校是代表先进生产技术与发展理念的场

所,变革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应该首先从高校抓起, 这将要

对原有高校的专业知识体系提出变革和 挑̀战, 变革的主要

方向是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加入和新技术的开发

和利用。只有这样才能让高校管理者和高校教师具有超前

的理念,主动走在世界新知识、技术的前沿, 培养掌握世界最

新知识、技术的优秀大学生。

(二 ) /低碳0、环保理念全方位贯穿高等教育始终

行为与方式的改变始于意识和观念的改变 [ 4]。所以在

高等教育阶段对大学生进行 /低碳0经济、知识经济的教育

首先要彻底以 /低碳0经济、知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替代原有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旧观念, 并以这些理念

去改变和引领他们的生活、学习和行为方式, 以新知识和新

技术充实他们受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

面,其一是培养他们的环保理念, 其二是结合环保理念对他

们进行绿色、环保新技术知识的传授。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浓重的工业经济

色彩,与世界各地的环境问题进行比对发现中国的环境污

染、生态恶化相对欧美国家更为严重。在多年的经济发展过

程中,我们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经济发展过

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全国各地的工业区的严重污

染就是一个力证。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理念的缺失, 这种理念的缺失不

但是中国成年人的缺失, 也影响到了青少年和儿童。我国的

大学生群体很大部分在成长过程中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

教育的发展他们基本是在远离劳动、远离自然环境的 /教育

环境0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的受教

育的过程,他们不但没有环保的理念, 也在成长过程有不同

程度的铺张浪费行为, 这是与将来的低碳经济、知识经济发

展方向相悖的。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他们的理念和行为必将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所

以必须在大学生进入校门开始到他们毕业一直通过各种宣

传活动宣传环保的重要性,使 /低碳0 /环保0的理念在他们

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并以 /低碳0 /环保 0去渗透和构建他们

的学习和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他们感受这种环保的氛

围,使 /低碳0、/环保0形成他们的习惯 ,从而影响他们的大

79第 2期      苏端飞, 熊曼丽, 刘  军: /低碳 0视野下大学生环保理念与行为的培育



学生活和毕业以后的生活。

(三 )营造 /低碳0社会氛围以建立大学生 /低碳0实施

环境

注重经济发展而对环保不够重视不只是一个环保理念

缺失的全社会现象, 也是一个不环保行为充斥社会生活、生

产的全社会现象 [ 5]。高校师生只是一个小的社会群体, 他

们 /低碳0、/环保0的理念与新技术如果要运用到社会生活

和生产的各个领域, 还必须营造一个 /低碳0、/环保0的社会

大环境, 这是为大学生引领和变革国家良性经济增长方式创

造环境的需要, 也是变更整个中国人群体生活生产理念、改

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

中国在多年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与生产

方式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是固定模式。一部分国人

的文化素养相对较弱 ,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习惯,形成低

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政府在这方面应率

先有所作为。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

制定有效的遏制措施 ,对低碳、环保的新技术、新生产方式采

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态度, 并以切实有力的法律与法规保障

新技术、新生产方式的推行。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形成全社

会生产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向 /低碳0、/环保0方向的转化,

形成一个全社会既注重经济发展又注意环境保护的良好氛

围, 这既是为了我国长远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大学生新生活、

新生产理念与技术的实施创造发展环境的需要。

低碳、环保是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是发展的理

念也是生存的理念。作为引领将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大学生

群体,培育他们的注重经济发展与环保双赢的理念是当务之

急。而转变高校的教育理念, 以 /低碳0、环保为基点变革高

校专业知识体系,创造良好的注重经济发展与环保双赢的社

会大环境,是大学生向社会渗透先进生活理念和社会发展理

念、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基础。对大学生进行先

进理念的培育,让他们掌握与世界发展同步的新技术、新生

产方式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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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University Students. Environm entalP rotection Idea
from the V iew of / Low Carbon0

SU Duan-fe i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S ince reform and open ing, Ch ina. s economy has deve loped rap idly. A t the sam e time, a ser ies o f env ironmenta l

prob lem s appea r, such as resource-shortage, ser ious po llution and ecosystem dete rioration, w hich exacerbate the harm ful effects on

peop le. s qua lity o f life, so the idea of / low carbon life0 has em erged accord ing ly. Contem po rary Ch inese un iv ers ity students w ill be

the founders o f the country in the future, and the ir va luesw ill directly affect China. s long- term developm ent. There fore, the cultiva tion

o f un iversity students. env ironmenta l protection idea dur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is bene fic ia l to so lving the ecosystem problem s in the

developm ent o f econom y, improv ing peop le. s qua lity of life and chang ing the w ay o f econom ic increase, wh ich are s ignificant to the

h 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ong- term socia l developm ent.

K ey words:  / low ca rbon econom y0;  env ironm enta l concept;  student behavior;  tra 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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