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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碳达峰碳中和”和长江大保护等国家战略，当前亟须探讨新时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路径。建议

基于“首推创新、推动创业”的双创理念，贯穿高水平人才培育的“产学研用”链路，强化碳中和科学

传播，培养技术过硬、基础扎实的气候治理及碳汇谈判人才，提升我国在全球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建议以校企联合培养为动力，从多领域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多方位的协同培育平台、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等三个方面搭建新时期人才培养架构。建议瞄准复合应用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推动工程教育

与国际治理接轨，建议结合行业特色及需求，依托国际及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通过跨学科国际合作和

创新创业竞赛等多渠道，培育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及跨文化沟通技能，为国家储备大量优秀的创新人才，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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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ght of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such as “peak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vestigate mechanisms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recommended to build a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innovation before 
entrepreneurship”, to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entire chain of talent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
try-academia-research-application” spectrum. This involves strengthen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science, nurturing a reserve force of climate governance talent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Driven b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is proposed,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a curriculum 
system rooted i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 multi-facet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latform,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Follow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a 
compound applied orientation, the model aims to align engineering educ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development. Aligned with industry de-
mands and leveragin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the 
proposed model advocat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is involves partic-
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s ap-
proach aims to cultivate and reserve a large number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contribut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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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经济活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引起了全球气候

变暖，对地球系统的辐射平衡及生态系统水碳循环产生了显著影响，这导致全球近地气温不断升高，改

变了大气边界层的热力和动力环境。气候变暖影响了气象水文过程，进而引发了诸如降水、蒸散发、径

流和陆地水储量的时空分布不均加剧等问题。气候变暖还改变了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可能减缓或

加剧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水资源、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

预测和评估未来气候变化下的极端水文事件成为国际水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关系国家水资源、生

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制定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争

取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坚定决心。

全球气温创新高，极端天气事件对全球各地产生影响，2023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为解决气候危机

的关键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8 届会议通过的全球评估协议首次公开呼吁各国摆脱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为维护宜居气温，必须迅速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此外，适应

气候变化的融资和投资也需要有质的飞跃。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对促进高新技术增长和创

业就业具有重要价值和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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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背景下，研究全球变暖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福祉的影响机制成为迫切的任务，这

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科学技术支撑。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培养通晓国际气候谈判和能源减排政策的创新人才变得至关重要。本文以武汉大学水利学科为例，研究

如何培养新时期的拔尖创新人才。 

2. “碳中和”战略的国内外背景及实现路径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大战略，

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并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战略旗帜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气

候谈判，力求在全球层面推动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通过设定碳中和目标，中国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之内，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积极引领。2015 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方向，要求各国制定和更新国家贡献，并加强行动以限制全球升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通过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积极力量。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

的影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碳减排和新能源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

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推动全球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随着对高温热浪时空演变格局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认识到高温热浪对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

具有显著的影响。高温热浪对于我国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地理学家开始尝

试使用脆弱性工具开展高温脆弱性评价，制作高温脆弱性地图，以识别脆弱地区和人群。当前，有关高

温热浪脆弱性评估框架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评估框架，现有的方法主要包括压力

–状态–响应脆弱性评价、社会经济脆弱性评价、人与自然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估等，其中最常用的脆

弱性评估框架是 IPCC 提出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框架。研读现有文献可以发现，高温脆弱性

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地面气象站网数据、社会经济资料、人口数据，通过“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思

路建立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温热浪的脆弱性进行评价，进行脆弱性区域识别，但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整体来说相对较少。自 2003 年高温热浪造成欧洲国家 7 万多人死亡后，国际学界较为关注高温热浪事

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热浪造成的健康风险状况与人群的年龄结构、身体状况、经济条

件、地理环境以及性别等因素存在较大关联。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数据、

高温热浪相关气象数据开展研究，主要是通过“高温胁迫–社会脆弱性–人口暴露”研究框架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因子分析、综合指数法等统计学工具量化高温人口健康风险，

揭示高温人口健康风险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并制作了高温人口健康风险地图。总体来看，在高温人口健

康风险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宏观尺度，但对于高温人口健康风险主导类型区域识别、形成机制以

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挖掘仍然还不够深入。关于将高温脆弱性引进人口健康风险的研究，起步较晚，研

究成果也较少，较为缺乏大尺度的研究，难以为科学制定减缓高温措施提供有力支撑[1]。 
由于干旱和高温热浪的复杂性，干热复合事件的影响评估大多侧重于从其自身角度进行的频率分析、

时空变化和重现期等，部分对干热复合事件的影响评估研究已经开始将关注点集中在其对植被、碳通量

和碳循环的影响上。有学者通过 10 个最先进的陆地碳模型分析了温度和降水的极端情况以及陆地碳通量

的极端变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并讨论复合事件(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复合)的影响是否超过预期的相加

影响。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干旱和热浪通过不同的机制转化为陆地表面二氧化碳的异常净释放，干旱

显著降低初级生产总值，降低呼吸总量；热浪会略微降低初级生产总值，但增加呼吸总量；并且在热带

森林中，碳循环极端是由水的可用性所驱动的，而在北方森林中，温度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基于

太阳诱导叶绿素荧光(Solar 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SIF)和近红外反射(NIRv)数据，计算了研究区

初级生产总值 GPP (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发现春季较高的气温增强了植被 GPP，在很大程度上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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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夏季后热浪和干旱对植被光合作用的负面影响，产生了明显的补偿效应；与此同时，温暖的春天也

有滞后的影响，因为土壤水分减少，同时降水稀少，导致夏季植物生长受到水分胁迫。部分学者阐述了

干旱和/或高温热浪事件与碳循环的相关性，发现在大尺度大气条件下，干旱热浪可能逐渐展现并影响陆

地碳循环。部分学者探讨了大气边界层水–热因子对热浪、干旱及其并发事件的驱动机制，并预估了 21
世纪末全球复合灾害的风险变化及驱动力。总体来看，国内外对干热复合指数的研究从简单的变量联合

到逐步具体的指数；对干热复合事件的影响评估趋向于通过植被等评估其对于碳通量、碳循环的影响，

但定量评估干热复合事件对植被影响的研究还较少[2] [3]。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大工程，不仅要增加教育投资、改革初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人

才培育体系人才培育机制，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和国际胜任力，为减排增汇和零碳科技领域储备

并培育一大批技术型人才，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减缓和减排增汇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3. “碳中和”愿景下的新技术新理论发展态势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寒潮、干旱、飓风、洪涝、野火和热浪愈加频发，对

国民经济和生态系统碳汇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受全球变暖影响显著，自 1961 年以来平均气温上升了

1.6℃，升温速为每 10 年 0.27℃，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年来，持续高温天气过程(热浪)不断冲击我

省，2022 年夏季 36 个县(市)最高气温突破建站以来最高纪录，全省 60.5%的区域日最高气温超过 40℃。

持续高温不仅对农业生产、电力供应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还易引发气象、水文、农业和社会经济

干旱。例如，2022 年湖北省同步发生严重伏秋冬连旱，其中特旱等级的最大发生范围达 69.7%，重旱及

以上等级最大发生范围达 92.1%，形成了历史罕见的热浪–干旱复合灾害[4]。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是推动生态系统变化的关键物理过程，与生态系统水循环、养分循环和生物多

样性等存在着紧密关系。全球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碳汇，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对气候变化十分

敏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高温热浪、干旱及其复合灾害的胁迫，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然而，在气候变

化的背景下，对于高温热浪–干旱复合灾害的大气动力学成因仍然不甚明晰，而气候系统的水碳循环变

异如何传导并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尚待深入研究。学者们以全球能量收支和水分循环为观察视角，利用卫

星重力和大气再分析产品，构建了陆地水储量亏缺与高温事件的二维诊断关系；通过量化大气边界层水

–热传输异常对极端气候灾害的驱动过程，他们辨识了大气对流有效位能、对流抑制能、水汽辐合通量

等对近地高温的影响路径。综合考虑大气湿度、土壤状况、陆地水储量等与陆地水分条件的互馈过程。

研究者们进一步量化了大气热力和动力环境变化对热浪、陆地水储量亏缺并发事件的驱动机制；通过采

用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作为植被光合作用的理想探针，结合机器学习、MODIS 探测器和通量塔观测数据，

他们实现了对热浪、干旱及其复合事件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定量胁迫诊断[5]。 
在未来气候变暖的情景下，全球水碳循环变异的机制更为复杂。部分学者依托中尺度天气气候模式

和大尺度生态水文模型，输入偏差校正后的 CMIP6 全球气候模式集合，预估未来气候变化下的大气–气

象过程；驱动考虑水文过程的机器学习模型，预估未来径流、地下水和陆地水储量系列；基于全球气候

模式输出，考虑多种碳排放情景，结合动态植被模型、全球水文模型和通用陆面模式，估算中国伊朗地

表碳收支过程，并定量解析预估各环节的不确定性。学者们提取气候变化下复合灾害的特征值，优选关

键热力和动力因子为协变量，构建非一致性条件下的多变量复合灾害频率分析模型，推导复合灾害最可

能组合的计算通式，预估未来多变量复合灾害的时空重现规律；量化多样本、多模式、多模型、多排放

情景下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通过多因素方差分解量化各不确定性源的相对贡献；考虑社会经济和陆地

生态系统碳收支的动态属性，结合机器学习和时变矩模型，提出极端水文事件对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胁

迫效应的定量诊断技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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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碳中和”目标的气候预测及减缓技术 

全球变暖改变了地球陆地圈与大气圈的能量收支和水分循环过程，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现象加

剧。预测未来洪水风险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减缓气候灾害，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以

洪水和高温热浪–干旱复合事件的未来预测为例，简要介绍目前的气候预测和减缓技术。为了深入探索径

流形成的物理机制，一些学者首先通过机器学习模型辨识了中国径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描绘了径流对

边界层水热因子的响应路径。进一步考虑下垫面产流和汇流机制，他们提出了融合大气热动力条件和产汇

流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对中国的 204 个流域进行径流模拟试验中，研究发现物理机制约束下的深度学

习模型在水文模拟效果上更为优越，尤其适用于人类活动影响剧烈的区域。在假定不同碳排放情景和社会

经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采用偏差校正后的最新全球气候模式集合输出来驱动该水文–深度学习耦合模

型，预估了中国主要流域的未来日径流系列。通过考虑洪水事件的多变量特征属性，采用统计学模型构建

了洪水峰值和持续时间的联合分布函数。通过联合概率密度函数表征洪水事件的最可能组合，研究评估了

本世纪末中国洪水风险的变化特征。最后，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动态发展指标，量化了受洪水风险增

加影响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并综合评估了洪水及其社会经济风险预估的不确定性[7]。 
2022 年，北半球多国遭遇世纪性高温事件，其中包括北美、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持续的极端

高温对农业生产、电力供应和人体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引发了气象、水文、农业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干

旱，形成了热浪–干旱复合型灾害。为深入解析高温热浪–干旱复合灾害的形成机理，一些学者从大气

动力学角度出发，研究大气边界层水–热因子对热浪、干旱及其并发事件的驱动机制，并预估了 21 世纪

末全球复合灾害的风险变化及主要驱动力。在高温环境下，人体通常通过汗液蒸发来散发热量，但是人

体排汗速率不仅取决于气温，还受大气湿度的影响。过去关于高温热浪事件的研究较少考虑大气湿度，

未能科学评估人体对环境温度的响应特征。该研究团队采用 ERA5 大气再分析数据集的干球温度、露点

温度、气压推算相对湿度和比湿，同时考虑湿球温度推算致病高温胁迫指数(致死性热应激)，发现自 1979
年至 2021 年，全球大多数陆地都面临明显的变暖趋势。研究人员进一步搜集了全球 22,538 个流域的径

流系列，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筛选出 11,637 个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流域。采用标准化径流指数来表

征干旱特征，为湿度胁迫下的高温热浪–干旱复合灾害提出了一种诊断方法[8] [9]。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温度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大气对流有效位能、对流抑制能、整层气柱水汽含

量、水汽辐合通量、比湿、相对湿度等对热浪事件的驱动机制。他们发现，采用致病高温胁迫指数定义

热浪事件时，边界层的水热传输能力明显弱于湿球温度定义的热浪事件。受制于大气动力机制的影响，

采用致病高温胁迫指数计算的复合灾害并发概率显著高于湿球温度，从而阐明了相对湿度对高温热浪–

干旱复合灾害的重要影响。学者们进一步结合 ISIMIP3b 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模式集合和流域水文模型，预

估了三个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全球未来时期的高温热浪、水文干旱及复合事件。采用 Copula 函数分

析了复合灾害风险变化，发现本世纪末全球大多数流域的复合灾害风险将显著增加，其中高排放情景下

的增加幅度最高。主要驱动力为热浪事件的强度增大，预示未来极端气候灾害预测技术需要进一步融合

物理机制[10] [11] [12]。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干热复合指数的研究从简单的变量联合到逐步具体的指数；对干热复合事件的

影响评估趋向于通过植被等评估其对于碳通量、碳循环的影响，但定量评估干热复合事件对植被影响的

研究还较少，碳中和相关的净零排放及气候减缓技术还较为缺乏。 

5. 面向“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结合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实际情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构建复合型、宽视野和跨学科的人

才属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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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本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和更新水利水电学科的本科专业设置，确保专业与时俱进，切实满

足“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迫切需求。 
(2) 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供实际项目参与和实地实习的机会，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程问题。 
(3) 拓展国际交流：推动学生与国际水利水电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机构建立联系，提供国际化的学术交

流平台，促进国际经验和资源的共享。 
(4) 加强科研导向：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在“碳中

和”等领域的科研创新水平。 
(5) 提升师资水平：进行师资队伍的培训和引进，确保教师具备“碳中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资源。 
(6) 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加强与行业和企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使学生能够更好

地融入实际工程实践，增强实际操作能力。 
通过以上方面的努力，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可以更好地适应“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需求，为培养

高水平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人才做出更大贡献。 

6.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为了培养创新能力强的新时代研究生，结合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具体情况，建议开设“碳达峰

碳中和”相关的公开课。这些课程应该紧密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

联合创新国际化教学方法，优化武汉大学水文水资源专业博士生培养体系，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潜能，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联合创新国际化教学方法，优化武汉大学水

利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体系，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潜能，产出高水平原创研究成果，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

的拔尖创新人才，以更好地服务“碳达峰碳中和”、“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通过问题式、探究式、跨学科等先进教学手段，引导研究生围绕“全球变化与水碳循环”领域提出科研

选题，结合授课教师团队承担的国家级研究课题设计教学案例，提高研究生在“双碳”领域的原始创新

能力；通过引入国际碳中和领域的知名学者参与授课，提高研究生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研究能力。充分

发挥课程建设“主战场”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全球变化与水碳循环

研究前沿》课程教学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在绪论及中国碳交易市场等章节的教学中，以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大战略开展课堂教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和主线，坚持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有机融合，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在全球碳中和与碳关税等章节的教学中，融入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大学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队师

生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在碳中和知识传授中强调青年学生国际胜任力的价值引领，结合中国近年来在减

排增汇与碳关税谈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融入教学环节。在水碳循环与水碳耦

合前沿等章节的教学中，有效结合水利学科特色，紧紧围绕坚定研究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

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研究生提升跨学科创新能力，为解决全

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难题贡献科学青春智慧。本课程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个方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深度挖掘水碳循环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

的有机统一。预计在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产权成果、高水平学术论文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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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向青少年的“碳中和”科学传播及后备人才培育机制 

中国未来的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全球气候治理的支持，更需要我国在碳减排理论和相关技术研究方

面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力军，培养他们对碳中和理念的认知、创

新思维的锤炼以及绿色发展意识的培养，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通过科学传播促进拔尖创新人才

后备力量培养。本节将探讨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展的面向青少年的“碳中和”科学传播及后备人才培育

机制。 
(1)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试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碳中和战略的重要区域，集聚了丰富的科教资源和绿色经济实践，是理想

的试点地区。该地区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建设水电能源基地、推进科技创新集群，将在中国碳中和

实施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我们选择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展开“碳中和”科学传播及后备人才培育

计划，旨在为全国范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以点带面的宣传方式 
采取“以点带面–区域宣传–辐射全域”的科学传播方式，我们将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小学校为点，

组织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前往典型中小学校，举办高水平科普讲座。这将为青少年提供直接接触碳中和

理念和科技前沿的机会，激发他们对碳中和事业的兴趣。 
(3) 线上线下的碳中和体验营 
为适应青少年的特点，我们将设立净零排放线上体验营。通过多媒体视频、互动游戏、有奖竞猜等

形式，我们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对国家碳中和战略的理解。线下体验营将提供实地观察和实

践机会，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碳中和技术和实践。 
(4) 提升气候环保知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计划创立面向青少年的碳中和宣传网站。该网站将成为一个集科普

知识、实践体验和交流互动于一体的平台，提高科普宣传活动的覆盖面。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典型中小

学，我们将组织气候知识趣味竞赛，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激发中小学生对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兴趣。

同时，借助武汉大学的科教资源，我们将开展净零排放体验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水资源保护意识。 
(5) 科技创新培育与跨学科研究 
为培养中小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我们将发挥武汉大学的跨学科优势，研究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

与转型路径。同时，我们将探索面向中小学的科技体验营常态化运行机制，为有条件的中小学提供一定

的优质科教资源。 

8. 结语 

针对“碳达峰碳中和”和长江大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亟须提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高水平创新人

才培育体系人才培育机制。以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为例，建议基于“首推创新、推动创业”的双创育

人理念，贯穿高质量人才培育的“产学研用”链路，积极支持并促进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工作。在水利工

程领域，人才培养应该紧密结合具体的工程案例实践，建议与长江电力、长江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

等单位展开深度合作。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国内国外协同指导等多渠道，通过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

程体系、多方位的协同育人平台和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打造水利类学生的新型协同培养模式。为更好地

适应武汉大学新工科建设的实际需求，提倡遵循复合应用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通过推进工程教

育与国际接轨，提升武汉大学水利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培养一大批

卓越人才。结合水利行业的需求，提出倡导依托“未来地球”科技攻关项目，通过跨学科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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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创新创业赛事等途径，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跨学科持续创新能力。同时，建议

加强“碳中和”科学传播的力度，培养更多具备“碳中和”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创新型人才，使其成为未

来碳中和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建设引导专项(本科教育质量建设综合改革子项目)、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武汉大学研究生导师育人方式创新项目、武汉大学研究生研究学分课程建设

项目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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