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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2020年 9月 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

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政策看点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2年 7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提出碳中和人才培养提质行动、碳中和基础研究突破行动、碳

中和关键技术攻关行动、碳中和创新能力提升行动、碳中和科技成果

转化行动、碳中和国际合作交流行动、碳中和战略研究创新行动等七

大行动，旨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行动计划》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深厚和学科交叉融

合的优势，加快构建高校碳中和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着力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加快碳中和科技成果在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示范应用，构建教育、科技和产业统筹

推进、融合发展的格局，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

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实现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完善绿色

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扎实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行动计划》明确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强调要利

用 3—5年时间，在高校系统布局建设一批碳中和领域科技创新平台，

汇聚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不断调整优化碳中和相关专业、学科建设，

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要通过 5—10年的持续支持和建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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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高校率先建成世界一流碳中和相关学科和专业，一批碳中和原创理

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要立足实现碳中和目标，

建成一批引领世界碳中和基础研究的顶尖学科，打造一批碳中和原始

创新高地，形成碳中和战略科技力量。 

《行动计划》还强调，要推进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和示范性能源

学院建设，布局一批适应未来技术研究所需的科教资源和数字化资源

平台，打造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和有效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教学

科研高地。要支持高校承担或参与碳中和领域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全

面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国家级人才评选中，加大向碳中和领域优

秀人才的倾斜力度。 

（摘编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7-29） 

 

 院校动态 

高校成立与“碳中和”相关的研究机构情况（不完全统计） 

 东南大学 

2020年 12月 11日，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揭

牌，该研究院由南京市政府联合东南大学等有关方面共同组建，将聚

焦碳中和领域的政策、技术、产品等开展研究，促进碳中和技术成果

转化和推广应用，为地方政府提供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咨询，为企

业提供绿色转型的解决方案。  

 厦门大学 

2020年 12月 31日，厦门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中心揭牌，该中

心主要围绕碳中和的机理研究、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着力在碳化合

物的化学表征及惰性机理、海洋碳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过程与机制等

10个方向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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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2021年 3月 8日，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

成立，将开展碳中和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研究，重点研究碳中

和对山西省及国家的清洁能源体系、能源市场、供需关系等产生的影

响，以及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和关键技术选择等。 

 北京大学 

2021年 3月 29日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成立，

研究所将围绕碳中和总体战略和实施路径、支撑碳中和的政策市场体

系、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先进电力系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先进

能源技术以及其他相关重点方向开展研究工作。 

 四川大学 

2021年 4月 10日，四川大学牵头筹建的四川省碳中和技术创新

中心成立，该中心以碳中和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为核心，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建设碳中和技术资源库、科

技基础设施平台和关键技术研发平台，打造创新资源集聚、组织运行

开放、治理结构多元的综合性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中心拟布局碳减排、

碳零排、碳负排三大研发方向，着力突破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

气等利用过程的碳减排变革性技术；加速推进非化石能源如有机废弃

物“碳-氢-氧”原材料体系转化、“碳-氢”能源化学品等可再生能

源的碳零排颠覆性技术；加强推广大气 CO2捕集、封存与利用产业碳

负排创新性技术。 

 郑州大学 

2021年 4月 28日，郑州大学和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共建的

中德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将重点聚焦河南能源革

命和产业革命开展研究，积极履行三大任务，一是开展战略研究与咨

询，二是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产业变革、以工程技术突破示范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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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绿色发展，三是探索创新国际国内政产学研合作的体制机制，为

构建绿色发展技术体系，服务政府、行业与企业碳中和与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西北大学 

2021年 5月 9日，西北大学榆林碳中和学院成立，作为全国第

一所培养“碳中和”领域专门人才的新型研究型学院，聚焦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氢能、

储能、能源互联网、碳经济和政策研究等七大方向开展碳中和技术研

发、转化和推广应用，重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产业认知、基础扎实、

多学科交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 

2021年 5月 22日，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成立，研究

院定位于碳中和高端智库和碳中和技术促进，对内积极推动能源、环

境、信息、管理和金融等优势学科的交叉融合，对外广泛开展与政府、

企业和国际各方的协同合作，实现基于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和政产学

研的有机结合，旨在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技术和决

策支撑。 

 福建师范大学 

2021 年 7 月 9 日，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成立，研究院按

研究方向设气候变化与陆地碳汇、清洁能源和节能减碳、节材增效

与固废资源化、碳汇计量与碳排放核查、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与法律

等 5 个研究中心。开展碳中和基础理论、减排增汇技术、清洁能源、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法规、碳核算、交易和碳金融体系构建等综合

研究，为国家、省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咨询，

为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解决方案，为福建省的碳中和战略提供技术支

撑和智力保障。 

https://news.bjx.com.cn/zt.asp?topic=%cc%bc%bd%f0%c8%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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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石油大学 

2021年 7月 12日，西南石油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成立，研究院设

立了 4个研究中心，包括“天然气绿色开发利用研究中心”“零碳能

源系统研究中心”“储能技术研究中心”“二氧化碳高效捕集与绿色

转化研究中心”。 

 沈阳工程学院 

2021年 7月 14日，沈阳工程学院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院成立，研

究院将依托沈阳工程学院清洁燃烧发电供热、新能源、节能减碳、碳

交易的研究基础以及相关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开

展碳中和基础理论、减排增汇技术、清洁能源、碳核算、交易和碳金

融体系构建等综合研究，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

咨询，为能源电力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解决方案，力争建成辽宁省碳达

峰、碳中和智库。 

 沈阳工业大学 

2021年 7月 16日，沈阳工业大学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创办的辽宁

碳中和创新研究院揭牌，该院以生态和工业碳中和方案作为解决路径，

以碳金融衍生品为轴线，以推动东北亚碳市场融合为使命，研究碳中

和管理中的相关技术和模式，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新

理论和新方法，建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碳达峰、碳中和智库。 

 南京林业大学 

2021年 7月 18日，南京林业大学碳中和研究中心成立，主要聚

焦国内外碳汇计量、监测及固碳增汇理论、技术及相关经济政策问题

的研究。从碳源、碳汇监测与计量角度出发，融合林业固碳增汇技术

集成、各类生态系统多种生态效益评估、林业经济管理与政策咨询、

碳交易背景下生态补偿实现、全社会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等方向，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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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项政策、决策咨询、林业碳汇监测与计量技术服务、固碳增汇

技术集成与研发以及面向社会的科普宣传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 

2021年 7月 31日，西安交通大学与陕西省水务集团共建的水循

环与碳中和技术研究院成立，研究院主要针对国家“水资源再生利用”

和“碳中和”背景下的环保技术重大需求，结合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产

业特征，重点突破典型工业聚集区和城乡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开

展系列关键技术，工业方面以油气田、煤炭开发以及相关化工领域、

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有色冶金领域等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节能

减排为主攻方向；城乡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包括城镇污水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及节能减排、城镇污泥处置与资源化、农村垃圾资源化利

用、农村污水处理与多途径综合利用。 

（以上均摘编自各高校官网新闻报道） 

http://www.tanpaifang.com/xinnengyuan/
http://www.tanpaifang.com/jienenjianpai/
http://www.tanpaifang.com/jienenjianpai/
http://www.tanpaifang.com/jienenjianp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