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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我国“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供需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以重庆科技大学为例，剖析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本科专业在培养“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中存在的不足，以满足重庆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要对

经管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的需求，结合专业现有的建设基础，整合学校资源，提出“双碳”背景下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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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al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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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carbon” economic management field in China, tak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n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in the “dual carbon” eco-
nomic management fiel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hongqing’s green and low-carbon eco-
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management tal-
ents are required.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school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We propos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arbon”. 

 
Keywords 
Dual Carbon Goals, Personnel Fostering, Economic Management Categor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双碳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经济、管理、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可

以为这一工程提供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案。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具备国家战略视野、精

通“双碳”复合型知识和掌握相关方法工具的经管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中国稳妥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

瓶颈。为应对这一挑战，教育部于 2022 年相继发布了《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

方案》和《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培养“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指明了新的方向。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本科专业，由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在培养“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目前，全国共有 13 所高校开设此专业，重庆科技大学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作为重庆市一所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重庆科技大学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中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将“双碳”理念融入该专业的培养体系，以培养出复合型双碳经济管理类应用

型人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关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专注于“双碳”目标的研究仍然

较少。部分研究关注课程体系的构建，如钱昭英[1]提出以能力为导向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特色课程

体系建设。张明志[2]研究专业课程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谢屹[3]研究留学生课程教学改革。另一些研究

则聚焦于实践平台的建设，如吴文建[4]关于应用型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实践平台体系的构建。此

外，还有学者对特定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如程云鹤[5]对“产业经济学”的改革、邹莉娜[6]对计

量经济学的改革，以及黄和平[7]、李林[8]对“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改革等。 
本文以重庆科技大学为例，深入剖析了“双碳”目标下经管类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分析

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双碳”经济管理类

本科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 

2. “双碳”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供需机遇与挑战 

2.1. “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缺口较大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各行业正面临绿色转型的压力，这催生出一系列新兴的绿色低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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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转型也带来了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数据，中国在“十四

五”期间预计需要 55 万至 100 万的“双碳”人才，而目前相关领域的从业者仅有约 10 万名，人才缺口

明显。其中，最紧缺的是“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重庆市经济社会正处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期，对

这类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 

2.2. 各类“双碳”经济管理培训良莠不齐 

在“双碳”目标的影响下，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从事“双碳”经济管理类职业的培训机构。尽管国

内高校普遍缺乏与“双碳”直接相关的专业，但大部分从业者主要来自以前的能源、环境等专业，或具

备相关实战经验。随着碳资产管理、碳金融、碳核算和 ESG 等培训课程的快速发展，这类课程主要面向

企业从业人员。市面上存在大量的学术著作、科普读物和培训教材，其中，内容偏技术的较多，经济管

理类的相对较少。 

2.3. 国内高校致力“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 

国内高校对于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采取了多种措施。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成立碳中和相关研究院或

研究中心。目前，已有十几所高校建立了碳中和研究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了双碳研究院，并与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石油经研院合作共建“碳中和研究中心”。另一种做法是联合组

建创新或产业型学院。一些高校通过与多家高校和机构合作，共同组建与“双碳”相关的学院或联盟。

例如，山东财经大学与中国国际双碳学院合作，以培养低碳经济与管理人才为目标。此外，还有一些高

校直接成立与“双碳”相关的学院。主要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

这些学院在国内相对较少，通常具备招生名额，为学生提供“双碳”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此外，还有一

些高校通过筹办碳经济专业来加强人才培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成功获批“碳经济”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 “双碳”背景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不足 

3.1. 服务区域双碳目标的人才培养特色仍需凝练 

要推动高素质“双碳”经济管理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关键在于凝练出独特的人才培养特色。

重庆市作为碳市场试点之一，拥有丰富的碳市场研究资源，对双碳经济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教育部在

《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了“深度融合、交叉出新”的人才培

养要求。 
重庆科技大学在石油、冶金等学科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双碳”技术类人才培养起步较快。然而，

在“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方面，相比其他高校，无论是在进度还是质量上，都存在一定的滞后。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中虽融入了双碳要求，并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其专业的人才培养

特色并不突出。如何将学校的特色优势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特色资源，并将“双碳”思政元素有机地融

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的整体水平，

也将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3.2. “双碳”课程建设水平有待提高 

重庆科技大学的“双碳”经济管理类课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源、环境、经济问题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问题，而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一直是一个挑战。从 2022 年开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在资源经

济学、环境经济学、人类环境问题等课程中增加了碳主题的内容，并新开设了碳资产、碳市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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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学内容仍有待深入挖掘，教学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中，目前尚未达到校级或市级优质课程

的建设标准。 

3.3. “双碳”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力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

这一核心能力，亟需构建一个“践行低碳、沉浸教育”的双碳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平台。尽管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专业在实践环节中考虑了碳要素的设计，但针对专门的经济类双碳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训练仍然

不足，例如碳金融、碳汇、碳足迹测算等方面的实践训练。这可能导致人才培养环节与“双碳”科学前

沿、企业发展实际相脱节。因此，实践内容、实践基地和实践软硬件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重

庆科技大学拥有许多企业实践基地，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与其融合程度还不够深入。为更好地培养

具备双碳创新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需要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促进企业与学校的深度合作，共同推动

“双碳”目标的实现。 

4. 双碳背景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改进策略 

4.1. 以重庆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人才需求为导向凝练目标 

第一，明确双碳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立足重庆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要对经管人

才知识能力素质的新需求，从理论层面梳理“双碳”目标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建设的结合点，重点

从政府部门、企业等用人主体实践层面调查“双碳”经管类人才的现实需求。结合秉承学校“两业两域”

办学定位，重庆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以重庆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 OBE 教

育理念为导向，以培养经管类碳中和人才为目标，以学生低碳创新能力建设为抓手，以实践型、复合型、

应用型经济学人才培养为重点，坚持“三融合促教”的人才培养模式特色，形成以经济学交叉融合管理

学、资源学和环境学等多学科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培育优势。 
第二，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建设。以产出为导向，按照“PDCA + 知识创新”质量改进螺旋，

充分利用学校已有的智慧化管理平台资源，创建“五横(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 五纵(决策

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服务支持、监督控制)”的质量保障体系，以高校、政府、企业、学生为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共同体，加强各主体各环节的信息反馈和改进，确保统一思想认识、推进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 

4.2. 人才培养体系与双碳战略动态有机融合 

第一，强化双碳创新能力培养。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生源多来自国内重庆及其他西部地区生源为

主。针对学生培养的不同阶段，细化“双碳知识架构–双碳知识应用–双碳知识创新”的重点培养内容；

针对“双碳”经管类人才培养的特点，强化“问题认知–问题分析–实践创新”的方法论训练。 
第二，构建碳经济教学课程资源体系。在持续发挥现有教学资源优势的同时，优先全力打造《碳市

场经济学》课程资源，陆续建设《碳排放管理实务》《碳资产管理实务》2 门校企合作课程，着手系列

碳市场相关教材建设。根据双碳人才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分析，推动知识体系更新迭代。充分利用校

内外资源，加快建设一批在线课程与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培育项目，促进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优质教育

资源融会贯通。 
第三，动态调整人才培养体系。坚持 OBE 教育理念，立足重庆地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的需求，

每年分组进行访企拓岗，了解用人单位需求；走访毕业生工作单位，关注其事业发展情况，每年动态调

整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专业课程持续进行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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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培养“双碳”师资力量 

一是用好校内教师。因经费有限，先联合校内外资源，依托已有的经济学虚拟仿真实验室，创建碳

经济虚拟教研室，构建产学研协同的产教生态，建设以跨时空、跨组织、跨学科为特征的新型教研共同

体。支持教师到“双碳”行业企业挂职锻炼，需要通过引进环境科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人才，打造一支

多学科深度交叉的“双碳”师资团队，同时建立“个别指导–联合指导–交叉指导”的指导方阵。二是

用好外力。邀请“双碳”领域知名学者为本科生授课或开讲座，塑造本科生“双碳”使命情怀，明确双

碳目标实现的知识框架；邀请碳管理经验人员担任校外导师，参与学科竞赛指导、论文指导、实习实训

指导等。三是自我培养。目前专业教师主要是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等手段提升碳知识储备。建议教师参

与碳中和相关主题学术会议、高校经验交流会议等进行交流学习，提升教学能力。 

4.4. 构建立体多维的“双碳”创新体系 

“双碳”经管类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依靠学校力量是十分有限的，需要协同政府、

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和社会力量参与。国外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建设“校园碳中和生活实验室”，组

织跨学科的教学团队、跨年级的学生团队，先从工程、经济、法律等多个学科授课，然后围绕社区、地

区的具体减排增汇问题，师生共同探索技术、经济的解决路径，既研究教学，也创新创业。国内三峡电

能、中国移动、南开大学、天津轻工等企业与高校签订了协议，启动“零碳校园建设项目”，通过产教

融合的方式探索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模式推广等为一体的“双碳”实践路径。

这些为“双碳”产教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借鉴国内外高校做法，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建议采取

以下措施： 
一是打造“双碳”科研创新训练平台。依托校级科研平台长江上游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凝练一支低

碳经济研究团队，打造“双碳”引领的科研创新训练平台，将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中的科学问题凝练放

到平台中供学生选择，实现“科教”训练的有机融合。老师带学生进课题、进研究团队，在项目、平台、

咨政建言中培养专业人才。由不同专业学生组建跨学科团队，包括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权交易、气候投

融资、林业碳汇、气候政策等主题，让学生综合运用法律、商业、公共政策、工程和设计等知识，锻炼

实践能力。 
二是采取灵活方式强化校企合作。通过与国内“双碳”领域知名企业合作，结合企业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现实问题，由校企导师共同指导人才培养过程，依托资环专业的学科竞赛创新训练平台，由校

企协同出题和指导，学生选题立项，强化对学生的综合科研实践训练，训练成果孵化大学生创业项目，

参加挑战杯、互联网 + 创新创业等竞赛。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科

协、中石油等组织或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专业建设的发展，共同开展系

列研究项目。 

5. 结语 

本文对双碳背景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思考，结合重庆科技大学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双碳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改进策略。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

才培养将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高校应积极应对，加强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更多具备双碳背景的

优秀专业人才。 

基金项目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231036)；重庆科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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