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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住民及其文化致敬

《净零校园指南》编撰人员谨向指南传播地的传
统长老和领袖表示感谢并致以敬意。

秉承和解精神，Climateworks	Centre和蒙纳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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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在此谨向合作伙伴，Race to Zero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与 Second Nature 致以谢意。 此外，
特别感谢The Allianc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in Education（EAUC）首席执行官、“Race to Zero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秘书处秘书Fiona Goodwin女
士对工作的大力支持。

蒙纳士大学是一所注重自身影响力的全球高等学府，致
力在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提供优质教育，开展卓越研究。
蒙纳士大学通过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缓和地缘政
治不稳定，营造健康社区，积极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 蒙
纳士大学能源研究所汇集能源领域的顶尖人才，通过独
具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加速迈向可持续能
源未来，令蒙纳士大学与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受益。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利用全球科学
和技术专业知识，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实际解决方案，
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执行《巴黎协定》。 
截至2022年，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的全球顶尖知识
创造机构网络涵盖50个网络，拥有超过1,700位成员，遍
布137个国家。更多详情，请访问unsdsn.org。

气候工作中心为研究与实际行动搭建桥梁，以求达到净
零排放所需系统层面的转型，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太
平洋地区实现净零排放。气候工作中心是值得信赖的咨
询机构，提出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帮助决策者大规模
减少排放。气候工作中心于2009年由迈尔基金会和蒙
纳士大学共同创立，是隶属于蒙纳士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的独立非营利机构。 想进一步了解相关事务，请访问 
climateworkscentre.org。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
https://secondnature.org/
https://www.monash.edu/
https://www.monash.edu/energy-institute
https://www.monash.edu/energy-institute
https://www.unsdsn.org/
http://www.climateworks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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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顾问小组的各位专家分享区域知识和专业见解，就脱碳议题和大
学机遇建言献策。在此，谨对全球大学顾问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感谢，
望倡议实施后与各位继续展开合作。

莱珂·安德森博士（Dr Lykke E Andersen）
玻利维亚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执行主任                                                                            
玻利维亚普利瓦达大学 

德文·史密斯博士（Dr Devon Smith）
牙买加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校区物业经理

达诺·韦斯博德 
（Dano Weisbord）

美国塔夫茨大学可持续发展总监

艾丝蒂芭莉兹·萨斯博士 
（Dr Estibaliz Saez de Camara 

Oleaga）
巴斯克大学可持续及社会承诺部主任  
西班牙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副主席

大学顾问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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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尔·曼格鲁卡 
（Amol Mangrulka）

印度人居研究所 
校园发展高级顾问

莉娅姆·库格勒（Miriam Kugele）
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全球高级经理

杨诗诗 (Cecilia Lam)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中文大学
可持续发展总监

伊尔姿·尤克曼 
（Ilze Ueckermann）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设施管理部可持续发展专家

珂恩德菈·瓦西鲁克博士 
（Dr Kendra Wasiluk）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净零及可持续
发展、建筑及物業项目总监 
蒙纳士大学能源研究所副主任

大学顾问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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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逐年显现，响
应号召达成净零排放，不再仅仅是国家层
面的承诺。 对于企业和其他机构等非国家
行为体，规划路径以在本世纪中叶或更早
实现净零排放同样重要。

高等院校肩负为后代传道授业的角色，理
应执行具前瞻思维的策略。 因此，高校不
仅在减少运营排放决策方面独具优势，还
能在广大社区倡导气候研究、传播气候知
识、采取气候行动。

为促进高校转型，本指南提供便捷资源，
供高校可持续发展与设施管理人员采纳
借鉴。考虑到每所高校有自身独特的运营
背景，指南提供了丰富内容，涵盖脱碳之
旅各个阶段，适用于需求各异的高等教育
机构。

指南聚焦于减少校园运营产生的排放，涉
及能源消耗、交通出行、建筑设施、废物管
理、价值链等方面的脱碳举措。 配套资源
在关联网站中标明，资源会定期更新，为
各位分享全球高校的最新发展和举措。

本指南和配套网上资源工具包，借鉴了各
方在气候变化脆弱性、减缓措施和适应办
法等方面的不同经验，并着重听取了全球
大学顾问小组的宝贵意见。 本指南和网上
资源并不为提供巨细无遗的资讯，而旨在
为全球各地高校提供行动切入点。 网上工
具包涵盖各式资源和案例研究，适用于不
同地区、不同规模、脱碳经验各异的机构，
以满足各类需求并应对各类挑战。

本指南以各大学净零指南和框架为基础，
特别参考了早期文献《酷校园！高校气候行
动指导手册2009（Cool Campus! A How-To 
Guide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limate 
Action Planning）》、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奔向零碳”运动（Race To Zero）、第二
自然（Second Nature)及可持续发展教育
领导联盟（The Allianc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的有关资源。本
指南亦参考了企业净零排放计划里的相关
标准和框架，包括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

（SBTi）和气候工作中心的报告。

可持续发展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可以借
此机会，与广大实践社区建立联系，分享成
功经验。

本指南诚邀高等院校向全球分享成功的净
零举措和资讯，协助扩充数据库。 希望指
南和配套网站能担当推动全球变革的角
色，为高等院校提供支持。

引言

https://www.unsdsn.org/our-work/net-zero-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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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站
本指南的配套网站提供实时资源数据库，包含案
例研究、网络联盟、工具模型和举措倡议等信息，

分享全球高校如何实现净零排放。

图 1. 《净零校园指南》的篇章布局

引言

https://www.unsdsn.org/our-work/net-zero-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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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
涵盖全球50个国家和区域网络，拥有超过
1,700个大学和研究所成员，构建了引领创
新思想和专业知识的生态系统，以加快可
持续发展，推动减缓气候变化。
从不同案例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网络的影响力。 比如，在国家
议会中领导由不同政党组成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小组；为政府出谋划策，确保经济
恢复举措合乎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借助大
学和城市之间的创新伙伴关系，与城市联
合制定和实施脱碳计划。
目前，全球有1,000多所高校已承诺实现净
零排放。 因此，向这些教育机构分享经验、
资源和提供支持，对在本世纪中叶或更早
实现校园脱碳至关重要。
鉴于脱碳过程并不能用机械单一的方式
一概而论，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气

候工作中心和蒙纳士大学携手合作，以全
球伙伴大学分享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共同
编制了《净零校园指南》及配套网上资源。
本指南的设计考虑到不同学术机构的实
际情况，使之适用于不同规模和地区的高
校，并能应用于各个脱碳阶段，包括承诺
前阶段、准备阶段，以及方案试行阶段。
衷心希望本指南能对全球高校应对气候
变化有所帮助。同时，更希望这些净零排
放经验能够扩展到学术界以外的领域，帮
助当地城镇、城市和国家兑现其气候承诺。
相信指南读者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思
路和建议，从而帮助校园运营及设施实现
脱碳。
配套的网上资源参考了前沿大学的经验，
介绍了其采用的气候行动框架和工具。同
时，也引导读者使用其他资源，按自身情
况制定相应措施。
最后，希望这份指南和共享资源能够协助
各机构实现净零排放，并建立崭新的可持
续发展实践社区。

玛丽亚·科尔特斯·普奇
(MARIA CORTÉS PUCH)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副主席

玛利亚·科尔特斯·普奇 (MARIA CORTÉS PUCH)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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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思韦茨教授

约翰·思韦茨(JOHN THWAITES) 
致辞

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转型过程中，大学
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发挥关键作用。
高校管理着众多教职人员、学生和承包商，
通常是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源。 其实，
大学校园的运作方式类似于规模较小的城
市。 学校所属社区期望大学履行公民义务，
而学生也日益号召大学加强气候行动。
大学是试行创新气候倡议的理想场所，可
以充当 “生活实验室”，引导广大社区找到
解决方案应对气候问题。 社区对大学信任
有加，大学通过树立榜样，有助于扩大变革
之势，实现气候安全。
许多大学正竭尽全力实现净零排放，但同
时也需要外界帮助，才能掌握达成净零排
放所需的具体行动。本指南旨在为大学提
供实用指导和资源，建立全球“实践社区”，
分享有关净零排放之旅的知识。
本指南并未涵盖所有可行的气候解决方
案，而是针对校园管理的五个方面制定了
行动框架。同时，还设立网站，即一个实时
数据库，供各位补充更新。
这份指南仅仅是这趟旅程的起点。期待全
球大学分享经验，继续充实现有资源，让
大家在关键的“行动十年”期间相互借鉴学
习。

约翰·思韦茨教授（获任澳大利亚勋章成员）
(Prof. John Thwaites AM)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
气候工作中心主席
蒙纳士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席



8 // 净零校园指南



净零校园指南 // 9

广义而言，净零排放指进入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人为移除量持平1。 然而，鉴于过去两个世纪，人类活动所
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累积，全球碳预算亦持续减少，仅达
成上述平衡状态并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同时
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量。
 

什么是净零排放？

想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请参阅第90
页共享资源

图2. 净零排放的主要目标是透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减少水龙头排放量）和移除已排放的
温室气体（确保排水管打开），来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量。

了解净零高校的
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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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净零排放

自工业化以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当前速度导致气温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上升。全世界许多地区都存在
极端气温和极端降水、全球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改变
和生态系统改变，包括物种消失和灭绝2。
这些转变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带来了不可逆的严重后
果，增加了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包括健康、生计、粮食安
全、供水保障、人类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2。
为避免带来最严重的后果，科学模型表明，全球气温相较
于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升幅须限制在1.5°C范围以内2。
换言之，203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较2010年的排
放量减少一半，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才能达到宜居
星球的要求3。同时，还需大幅减少排放其他温室气体4。
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由193个国家签署，制定了大
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目标，立志将本世纪全
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C以内，同时努力将升幅进一步限制
在1.5°C 以内。
此后，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企业、大学、医疗机构和金融
机构5，随之承诺实现净零排放。这些承诺涉及复杂的系
统层面的变革，非国家行为体须做好准备，首要考虑大幅
减少价值链产生的排放，公开报告其进展，并与利益攸关
方积极合作，以确保净零转型过程公正公平6。
由于目前全球气温升幅有超过1.5°C的趋势7，需采取更有
力度的减排行动，否则全世界易受气候影响的脆弱地区、
社区和物种将会面临滔天灾祸。

为何净零排放
至关重要？

想进一步了解气候影响和国家承诺，请参阅
第91页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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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全球气温升幅达1.5°C以上会令危机升级。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b8

了解净零排放

�.�-�.�亿人面临风险；
海平面上升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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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净零排放

高校可从多种途径推动系统变革，以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
如图4所示，高等教育机构有五大关键行动模式，即
教学、科研、提供服务并与广大社区建立伙伴关系、
为公开辩论和议事搭建平台、管理校园运营9。 
各项核心职能有助于开拓各式方法来影响和改变社
会经济系统。高校通过施展核心职能，并大规模实地
测试创新项目，就能推动变革，发挥领导作用。
正是这种潜力令高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尤
为重要独特。

高校是推动变革的 
关键力量

想进一步了解全球大学如何推行气候行动，
请参阅第91页共享资源

推行零净排放计划（NZP）令西印度群岛大学（UWI）获得道德自信，充分发
挥其在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的领导作用，不仅带领当地减少碳使用及能
源足迹，还巩固了在气候行动思想领导力方面一流学府的地位。 此外，零
净排放计划也创造了机会，让学校同事和社区互动交流，加强彼此联系，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增进了社会关系。 从最终结果来看，零净排放计划令
学校成为应用新兴科研成果的“生活实验室”，与此同时还有效减少了运
营成本。

― ―德文·史密斯博士（Dr Devon Smith），牙买加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
校区）物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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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大学实现系统层面变革可采用的框架。来源（相关资料略作修改）: McCowan 
(2020)9

了解净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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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计划代表一份来自高等院校必不可少的重大承
诺，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1.5°C
的目标。计划内容涵盖校内的直接行动，同时不乏赋能方
案，例如，培养气候领导及管治意识、促进研究与知识交
流、利用教育和课程规划并动员社区力量以推动气候行
动10。
本指南提供各式各样的校内举措，或能在实现净零排放
的旅程中助贵校一臂之力。正式启程前，有必要先了解实
现净零排放的关键原则和阶段。
本章以下部分著重介绍实现校园净零排放的核心原则，
而非逐一说明各项细节，相信这些内容能奠定良好基础，
协助高校制定计划，并拆解实现净零排放的常见难题。

立下承诺

承诺实现
                         
净零排放

预评与动员

编制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计算
各类排放量

调动领导专才
和各方资源

规划与决策

定净零排放计划，
了解背后益处及
潜在挑战

订立清晰明确的
里程碑和目标

实施与创新

推行校园倡议

创新及推动改
变

为净零排放措
施寻求创新融

监测与评估

监测、评估净零
排放措施并从
中吸取经验

图 5.迈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各阶段需考量的原则

如何号召师生	
响应气候行动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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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如同踏上一段征程，迈向净零排放的第一
步也同样是立下承诺。正因如此，全球许多
知名学府都纷纷加入联合国支持的“奔向
零碳”运动。
公开许诺脱碳，即减少碳排放，不单展示出
高校的决心，也有助促进各利益攸关方互
相合作。

立下承诺

编制详细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制定详尽的净零排放计划主要是为了全
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高校不仅要
清楚其营运排放，还要掌握其使用产品或
服务的价值链所涉排放。其中，直接关联
营运过程及能源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均
归类为范围一或范围二排放。
· 范围一涵盖大学持有资产的直接排

放，如辖下车辆的排放，范围二则与外
购电力相关。

· 其他间接排放，即价值链上游或下游
所产生的排放，一律划分为范围三。

范围三排放固然重要，需纳入考量，但较
难评估，且不受高校直接管控。然而，学校
可关注范围三內较高排放量的项目。这些
排放不外乎来自通勤和差旅、购买物资、
废物管理以及化石燃料产业投资等范畴。

预评与动员

校内排放清单编制的可行方案：

 � 发挥教职员和学生的才能，使用可行
软件以研发内部计算工具。

 � 借助免费的温室气体计算工具，但
需就院校实际情况做一定调整。可浏
览本指南在线资源，寻找开源服务。 

 � 聘用专业团队协助，按国内或国际规
定，编制详尽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净零校园之旅

想成为“Race to Zero”的一分子吗？
点击这里，即可参加《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FCCC）为各大高等
院校举办的“Race to Zero”活动。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sign-up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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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 氢氟 全氟化合物 六氟化硫甲烷

上游活动排放

图示说明：

下游活动排放校内排放

范围
三

范围
二

外购能源，供校内设施
用以调节灯光及冷暖
温度

外购商品和服务，如书籍或
电子器材   

上游营运所产生的废物

校內制造的废物

特许经营权

售出产品

投资

建筑材料和建筑工程

大学教职人员出差及日常通勤

大学所用商品和服务的上下
游运输及配送

建设大学大楼

大学车辆

校内直接燃烧燃料
（如燃气）

实验室-能源和废物

范围
一

范围
三

图6.	高等院校范围一、范围二及范围三的温室气
体排放来源一览。改编自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
（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日期不详）11 

净零校园之旅

预评与动员

想进一步了解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排放或
编制温室气体清单的工具 ，请参阅第92页共
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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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净零排放理念融入高校体制及监管
模式需解答如下问题：

 � 最高级的监管组织及其代表是否承
诺实现净零排放？

 � 是否有气候或可持续发展专责团队，
致力达成净零排放目标？

 � 是否厘清谁是关键的利益攸关方？
 � 各利益攸关方是否有合作渠道以制
定公平公正的净零排放措施？

 � 院校的策略计划、总体规划、校内政
策是否涵盖净零排放理念？

 � 院校的各部门之间是否有合作渠道
以商讨净零排放措施？

 � 明确的监测、评估和学习计划是否配
备相对应的财务和排放指标？

 � 是否有专门的营运或投资预算，明确
指出净零排放措施如何获长远资助？

 � 问责和监管流程是否涵盖净零排放
措施？

 � 教职人员的绩效发展和目标是否包
括净零排放措施的相关考察？

 � 学生是否参与校园净零排放措施，大
学是否采纳并支持学生的构想和创
新思维？

 � 可否与其他机构（如其他大学和地方
政府代表）缔结合作关系，促进净零
排放进程？

谈及体制及营运架构，具体指设立监管组织、不同专责小
组及订立工作流程等。其作用尤为关键，有助高等院校准
备及实施净零排放计划，推动过程公开透明、严谨公正、
各方广泛参与12。

明确领导架构和整
合资源

对大学这般复杂的机构来说，气候议程牵涉不同领域。因此，各个部门需
共同参与，而打造全新工作模式，势必需要各方耗费时间和精力来互相协
调，互助互勉。重要的是，各方应秉持共同目标，认可和欣赏彼此的付出。
与此同时，应循序渐进确保气候议程从额外事项逐步变为部门日常工作
的核心事务。

― ―米莉娅姆·库格勒	（Miriam	 Kugele），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全球高级经理

净零校园之旅

想进一步了解大学如何通过体制架构支持气候行动
计划，请参阅第93页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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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净零排放并了解	
好处及潜在挑战

规划与决策

要从常规大学演变成净零大学，需从长计议，围绕净零排
放进行规划与决策。 在迈向净零排放的道路上，该计划
可以提供指引及策略。 因此，有必要细心拟定内容，并根
据潜在困难，制定解决方案。 其中，有两个需克服的常见
困难，即确保资金充足以推行净零排放措施，并在校内获
得足够支持来推动变革。
该项目的大学顾问小组指出推行净零排放措施时常见的
挑战和障碍。 在建设净零校园的过程中，固然没有万能
的对策，确保获得足够的支持和配备合适的组织架构以
推动变革至关重要。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需仔细考虑大学的处境，并基于净
零排放计就常见难处制定解决方案。

在达成净零排放的不同阶段中，主要的挑战和障碍包括：
· 难以为各项措施提供资金或资源
· 复杂的体制架构和管理模式
· 缺乏跨机构的执行组织
· 缺乏领导人才或高层支持
· 缺乏由下而上的支持
· 复杂的政治障碍
· 大学教职人员能力不足
· 缺乏组织架构
· 难以在时限内举一反三扩展解决方案或实施项目
·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购置设备困难
· 缺乏数据收集和人才培训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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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就净零排放规划与决策的关键考
量：

 � 界定高等院校的范围，包括明确净零排
放计划究竟在单一或多个校园实施

 � 确保界定范围内涵盖高等院校的核心活
动

 � 评估净零排放措施可用的融资方案，包
括拟定融资个案

 � 评估缺乏净零排放计划可能面临的各类
风险，如财务、声誉、法律和市场等风险，

包括查阅气候变化和净零排放的相关法
规

 � 确保计划获所有利益攸关方支持，尤其
是大学领导层和决策人员

好的计划能体现机构的使命和身份。推行大学公认有价值的计划往往更容易。

― ―达诺·韦斯博德（Dano	Weisbord），美国塔夫茨大学可持续发展总监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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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措施的长远收益和成本通常从财务角度来考量。
与此同时，收益也可与财务无关，如保障社区居民健康、提
升院校运营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改善本地空气质量及院
校声誉。
通过量化各类好处，高校净零排放措施可更容易获得重要
利益攸关方的支持和认同。

想进一步了解衡量净零排放措施的成本和收
益问题，请参阅 第93页共享资源

提升净零排放项目财务可行性的秘诀：

 � 在项目的财务评估中，考虑援引符合
国际标准的影子碳价

 � 为净零排放项目制定绿色融资方案，
包括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这类融资
渠道相较标准贷款方式或能享有额
外益处 

 � 与财务团队探讨拟定内部流程，厘定
净零排放措施的长远收益

 � 与供应商磋商，重新评估现时方案，
继而保证相关安排符合经修订的净
零排放愿景和项目要求

净零排放计划的收益	
及成本

 

高校需直接承担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固然可用数字衡量，但该指标并不能切实
反应教育机构是否成功履行自身使命。为此，需要着重考量高校有多少教学
科研项目及其成果，在设计、制定和实施净零排放计划的过程中，有效利用并
推进了计划。

― ―达诺·韦斯博德（Dano	Weisbord），美国塔夫茨大学可持续发展总监

净零校园之旅

规划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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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別
该表的前三列改编自表2， 
TCFD (2017)13

气候相关机遇 潜在财务影响 潜在非财务收益
改编自 Climate Interactive 
(n.d)14 

资源使用效率 · 使用更高效的交通方式
· 利用校内水源、能源和其

他资源时，确保物尽其用、
循环回收并减少废物

· 转向更高效节能的基础
设施

· 提高效率和降低开支以减
少运营成本

· 提升固定资产的价值（例如
高评级的节能建筑）

· 减少健康和安全相关的法
律风险

· 改善教职人员和学
生的健康和安全

能源来源 · 使用低排放能源，或最好
使用可再生能源

· 提供响应政策的激励措施
· 使用新科技
· 参与碳市场
· 转向分散能源生产模式

· 减低营运成本（例如使用最
低成本的减排措施）

· 减少化石燃料价格上涨的
风险敞口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对
碳价格波动的敏感度

· 获取开发低排放科技的投
资回报

· 提升资金流动性

· 获取可靠的能源并
保障能源安全

· 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产品与服务 · 就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
方法，开展研究和创新

· 在校内实施废物回收和
管理计划

· 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方
案，增加收入

· 更具竞争力和获得良好声
誉

· 降低废物弃置成本

· 与社群建立联系并
传授知识

· 在社群和同侪间担
当领导角色，发挥影
响力

· 为当地社区建立规
模经济，助其参与回
收计划

市场 · 市场进入新市场（例如气
候研究伙伴关系）

· 利用公共部门激励措施
· 调动大学内部和外部受

众成为利益攸关方，鼓励
相关人士推动变革

· 进入新兴市场（例如与政
府、开发银行合作），增加
收入

· 扩大财务资产来源（如绿
色债券和基础设施、捐赠基
金等）

· 更具竞争力和获得良好声
誉

· 建立联盟和缔结伙
伴关系

· 在社群和同侪间担
当领导

· 角色，发挥影响力
· 获得良好声誉

韧性 · 参与可再生能源计划并
采取高效节能措施

· 替代资源/发掘多样资源

· 通过韧性规划（例如基础
设施、土地、建筑物）提高市
场估值

· 保障供应链有序可靠，在不
同状况下如常营运

· 开展气候复原力的科研教
学工作以增加收入

· 增强韧性，免受突发
事件影响

· 提升社区韧性，安
然渡过资源受限的
处境

表	1.一系列或与高等院校相关，且由气候变化产生的财务影响及非财务收益。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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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计划须就不同年度订立目标和里程碑。该做法
有助定期审视计划进展，确保大学没有偏离正轨，逐步靠
近净零排放理想。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SBTs）是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契合目
前的气候科学理念，描述了实现特定目标（例如全球1.5°C
温控目标）所需达到的条件。
这些目标一般指基于综合科学指标而订立的绝对减排
量，涵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范围，同时考虑了大学长远目
标及管理资源及各方人才的能力。

	
1.承诺

承诺尽快实现净零排放，
并设定中期目标，到2030
年或之前按公平份额减

排50%。

2.计划
加入后	12 个月内，详述
会采取哪些行动来实现中

期和长期承诺。

	
3.行动

按照制定的短期和长期
目标，立即采取有价值的

行动。

4.发布
每年在公共平台上发布目

标，报告进展

图	7.订立中期目标是参与	“Race to Zero”活动所需的最低标准之一

订立减排目标的最佳方法：

 � 选定一个合理的基准年是关键的第
一步。该年份应能代表机构的排放概
况，并且有可供验证的范围一、范围
二和范围三排放数据15。

 � 界定高校的范围，确保已涵盖所有重
要校园和核心活动。

 � 净零排放计划应设有中期目标，能跟
进计划进展并定下重要里程碑，如排
放量到2030年时应减至基准年的一
半，若能更早达成则更好16。这些中期
目标还有助适时审视计划，根据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最新发展，评定自
身减排表现。

 � 由于范围三减排一般需花更长时间，
减少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是计划早
期到中期的关键目标。

 � 极力建议将碳抵消或碳捕捉等技术
用以应对最难减排的部分。此外，应
待其他可行方案均已实施后，方才使
用。

订立清晰明确的	
里程碑和目标

净零校园之旅

规划与决策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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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
公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

不迟于����年 

5至10年

�.�°C 温控目标排放轨迹

净零排放  

公司价值链外的减排或移除

价值链內的
温室气体减排

碳排放移除与储存中期
目标

碳抵消

����年或之
前实现净零

排放

图	8.在科学迈向净零排放的前提下，影响净零排放目标和中期目标设定的关键因素。改编自SBTi (2021)17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订立净零目标的内容 ， 
请参阅第94页共享资源

[净零排放]计划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赢得公众支持和信任，令公众明白
大学立下了郑重的承诺。通过制定详尽的排放基准线、评估主要可再生能
源的长远成本和效率措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仔细考量，学校首次向各界
证明减排是可行的，是不可或缺之举且有莫大裨益——对地球、人类、机
构的经济效益皆是如此。

― ―米莉娅姆·库格勒（Miriam	 Kugele），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全球高级经理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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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净零排放措施的实施问题是本指南的核心议题。指
南专设一个章节，详细阐述了高校如何在校内推行净零
排放。

该部分涉及五大行动领域，列出多项举措，涵盖五大排放
源：

1. 能源

2. 交通出行

3. 设施

4. 废物减量和回收

5. 价值链

想了解落实校园净零排放的各类措施，请参阅章节 “推
行净零校园排放”

实施和创新

实施校园倡议

创新及推动变革 本指南介绍的校内措施可谓是迈向净零校园的第一步。在
此基础上，高校可通过分享净零排放的成功经验，同时推
动气候变化相关的学术交流，将有关概念推广至校园外，
展现领导风范。
高校能发挥独特优势，协助研发净零排放方法，传授知识
和经验，为有关措拖在社区落实做好准备。
本指南在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如何创新和扩大变革规模 ： 
担当推动变革的角色,加强与学生团体合作交流及提倡合
乎净零排放理念的教育、研究和创新项目。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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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净零排放倡议寻求
创新融资机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每年需要1.6-
3.8万亿美元才能避免全球升温超过1.5°C。 然而，2019-
2020年，气候相关的资金流动仅达致约6千亿美元18。
不出所料，高校均把净零行动计划融资视为一大挑战。在
饱受气候影响的地区，高校募资则更为困难。
鉴于此，需组织一个强大的财务团队来开发和评估创新融
资方案。 由顶尖高校首创的融资方案也可用作评定融资
的基准。 第26页列出了净零排放项目的关键融资方案。

任何大学在脱碳运营中，面临的首要挑战都与可用资金有关。阿迦汗大
学的脱碳计划许多措施的成本回收期都不到四年，该议程亦得到领导
层全力支持，然而，在全球金融紧缩之际，确保资金能优先投放至能源
效率提升和改造等措施，仍是场硬仗。现时，大学正发挥创意互相合作，
努力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如环保组织和捐赠者。另一个实用经验是把早
期脱碳措施省下来的资金，重新用于发展其他措施。

― ―米莉娅姆·库格勒（Miriam	Kugele），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全球高级经理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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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方案                               描述                  案例
购电协议（PPA′s） · 购电协议（PPAs）是与公用事业公司签

订的中长期合约，能为可再生能源系统
提供融资，无需额外资本支出

· 按商定的价格出售电力。购电协议合作
伙伴不仅能拥有可再生能源，也能负责
运营和维护相关能源。能源设备可安装
在校内或校外

· 早在2015年，美国各地
大学通过购电协议实现
超过 100兆瓦的太阳能
发电 19

· 蒙 纳 士 大 学 和 澳 大
利 亚 可 再 生 能 源 署
(ARENA)通过购电协议
合作安装微型电网

绿色循环基金（GRF） · GRF是一种内部基金，用于提供资金给
机构内部组织，助其推行能源效益、可
再生能源和其他可节省成本的可持续
发展项目。这些省下来的资金都会重新
回拨至GRF中20

· GRF的基本原则十分通用，能用于高校
的其他资助机制

· 哈佛大学设立绿色贷
款基金

来 自 公 有 、私 营 及 非
营 利 部 门 的 拨 款 、资
助计划及贷款

· 这些是较传统的募资措施及气候研究
方式

· 位于南半球的高校较常选择开发银行
批出的贷款

· 阿迦汗大学获得延迟
工程、采购、建设（EPC）
贷款

绿色债券 · 绿色债券由政府或企业发行，目的是筹
集资金，资助气候行动项目21

· 塔斯马尼亚大学将资
助建设全新低碳校园

· 蒙 纳 士 大 学 发 行
气 候 债 券（ M o n a s h 
University Climate 
Bond）

表 2.气候相关项目的融资方案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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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一步了解融资方案，请参阅第95-96页共
享资源

融资方案                               描述                  案例
捐赠基金 · 若高校资金储备充足，可选择设立此

类基金。除外部投资外，基金还可充当“
内部银行”，在经济上资助气候变化相
关的研究及校内净零排放措施

· 表现最好的捐赠基金通常有较长的投
资周期及创新的投资结构22.

· 剑 桥 大 学 捐 赠 基 金
(Cambridge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

校友捐款 · 高校若有完善的校友网络，可考虑通过
校友募资推行校内净零排放措施。校友
的捐款可为现有基金捐款，也可为新的
净零排放措拖提供种子基金

·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的校友网络一直支持可
持续发展措拖和研究

学费或校园绿化基金 · 向学生收取少量“费用” 以资助可持续
发展计划，其大部分工作可由学生管理。

· 这种方法能吸引学生参与资助由自己
设计及管理的校内净零排放措拖

· 伯克利大学设立绿色
倡议基金

抵消信用和碳市场 · 大学可开展减碳活动，生产碳信用额
· 并出售给碳市场的中介人。从中获得

的资金能投入至校内的气候行动项目。
这适合佔地面积大的大学，且校内树木
和泥土封存有丰富的碳源23

· 鲍尔州立大学与雪佛
兰合作开展碳抵消计划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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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净零校园是一趟步步登高的旅程。过程包括评估现
时校内净零排放措拖及审视当前的情况。 该评估不仅要
考虑校园环境的变化，还要紧随整体净零排放技术和研
究的转变。
正如其他项目一样，校内净零排放倡议的施行也需要定
期审查，评估也应公开透明。 定期审查确保相关措拖能
根据最新发展适时调整，并充分利用各种优势，如气候科
学、环境监管、金融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此外，
审查大学或学院实现净零排放的进展也能使其行动更严
谨公正，且公开透明。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监测和评估的措施，请参
阅第96页共享资源

评估净零排放的关键考量：

 � 气候承诺是否仅限特定部门、学校或
工作组，而相关组织在决策和审查方
面担当什么角色？

 � 关键的监测和评估指标（财务和非财
务指标）是什么，是否有长期跟进相
关数据的机制？

 � 多久审查一次相关措施，原因何在？
 � 谁负责数据收集、分析、决策和沟通？
 � 是否考虑通过外部评估，确保对相
关进展的审查高效严谨、公正无私？ 
 

 � 如未能达成目标或需重新调整目标，
会有何后果或采取什么应对流程？

 � 实施净零排放措施所节省的资金是
否用于进一步脱碳的计划？

 � 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将如何参与？利益
攸关方将如何参与共同设计相关措
施？

 � 评估高层领导和相关员工的绩效時，
如何纳入净零排放指标？

监测和评估

监测、评估净零排放措
施并从中吸取经验

净零校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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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净零校园倡议的最
佳方法和资源

本章旨在介绍如何在校内实施切实可行的减排措施，包括
减少能源需求、推动车队电气化和规划循环经济等。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能源，
其次是交通出行。 本指南介绍的大多数措施都涉及上述
关键领域。
此外，指南还涵盖学校设施、废物管理和采购等其他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为创造净零校园，高校需针对各方各面的
排放问题提供相应方案。
此外，本章还会介绍可在校外推行的净零排放措施。

净零排放行动覆盖下述几项校园管理领域：

推行净零校园

能源

交通出行

设施

废物与回收

价值链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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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净零校园

国家，大学

德国，吕内堡大学

德国，波茨坦大学

爱尔兰，科克大学

智利，塔尔卡大学

墨西哥城，大都会自治大学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

德国，肯费尔德环保校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澳洲，墨尔本大学

比利时，KH鲁汶大学

澳洲，昆士兰大学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南非，开普敦大学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凯托分校

美国，匹兹堡大学

美国，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

能源 交通出行 其他影响

电力和热能 电力

所有差旅

热能 （供暖）天然气

交通运输
教职员通勤

校园车辆 所有通勤
国际差旅

学生通勤
国内差旅

淡水和废水 办公用品（如纸张） 化学品、气体、洗涤剂 所有废弃物料

本指南详述的净零排放措施分为与校园管
理和运营相关的六个行动领域。
指南涵盖不同解决措施，首先介绍能源、交
通等大排放源相关的解决措施，随后提出
校园设施、废物和回收、大学价值链方面的
措施。 此外，还会讨论第六类别措施，即校
园范围之外的“校外运营”措施。
本指南中讨论的措施，均以全球高校案例
研究进行说明。
 

网站提供案例研究资料库，收录最新案例
研究。
网络共享资源会不断更新，不同读者可获
取与时俱进的案例研究、资源和工具。
 

图	9.	在18所大学中部分碳排放影响的分布模式，涉及能源消耗	（红色/橙色/黄色）、交通影响（蓝色/绿色/白色）和
其他影响。来源：赫尔默斯等人。(2021)24

我们诚邀贵校为共享资源贡献
一分力。 按此访问网站，提交
贵校净零排放资源和计划。

https://www.unsdsn.org/net-zero-on-campus
https://www.unsdsn.org/net-zero-on-campus
file:


32 // 净零校园指南

图10.校园净零排放的六个行动领域 

推行净零校园

1. 减少校园能源需求 5. 提倡可持续通勤方式 8. 更换能源密集型设备

9. 改装校园建筑2. 更换化石燃料型电器	

3. 建立校园微电网	

·	 校内实地建设可再
生能源（校园或片区
微电网）

·	 安装电池储能系统

4. 采购可再生能源	

·	 落实可再生能源采购
协议

·	 针对当地电网，创造
对可再生能源供应的
需求

6. 转型为零排放车队

7. 推行可持续公务差旅

能源 交通出行 设施

·	 实施节能计划
·	 提高能源效率
·	 使用能源管理系统和
智能电器

·	 校园內用电力替代化
石燃料（电气化）

·	 从天然气过渡到其他
能源

·	 面向未来，进一步开发
目前尚未商业化或扩
展的替代燃料和技术

·	 推行共享单车计划，完
善行程终点配套设施

·	 提议改善校园的公共交
通或主动交通设施

·	 校园内建设有利于步行
和单车的基础设施

·	 为可持续交通方式提供
激励措施

·	 减少教职员和学生前
往校园的需要（如可行，
选择在家工作／线上出
席）

·	 向校园内的私家车征费

·	 将自有车队车辆转型为
电动车

·	 制定汽车共享政策和计
划

·	 开放使用可再生能源或
生物燃料

·	 提倡举行虚拟会议

·	 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如
有）

·	 将航空公司碳抵消列为
最后手段

·	 安装智能空调系统

·	 建造共享办公室和小
尺寸空间，满足工作和
学习需要

·	 升级改造现有建筑，提
高能源效率

10. 建造新型可持续建筑

·	 纳入可持续的建筑模
式和政策

·	 重复利用现有建筑物
和材料，减少建筑废物

·	 將绿色基础设施／绿
色空间带进校园

·	 升级供热通风与空气调
节（HVAC）、照明和其他
耗能系统

·	 用电力取代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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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净零校园

S

11. 参与循环经济 

 

 
12. 推行校园材料 
         回收计划 

13. 推行可持续采购	

·	 提供有关采购环保产品
的政策和指导方针。鼓励
采购的产品应有以下特
征：在本地生产、含有消
费后回收成分、可回收，
节能、由生物基材料制造

·	 敦促产品供应商减少排
放

15. 担当推动变革的角色	
	
	
	
	
	
	
	
	
	
	

16. 加强与学生团体合作 
       交流
·	 让学生参与推动脱碳措施

·	 让学生主导可持续发展领
导小组

·	 支持由学生主导的校园措
施和创新项目

17. 提倡合乎净零排放理念  
        的教育、研究和创新项目

14. 购买碳抵消

废物减量和 
回收

价值链 校外运营

·	 设立废物回收/捐赠的
共享方案和网络

·	 设立堆肥方案

·	 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体
验式学习机会

·	 支持大学及校外教职员
和学生参与研究和创新
项目

·	 扩大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影响范围以推动改变

·	 充当生活实验室

·	 在校园和当地社区大规
模测试解决方案

·	 召集並联系主要利益攸
关方	

·	 审查废物合同

·	 发动倡议，鼓励师生改变
行为方式以支持新措施

·	 评估並更换一次性材料

·	 使用经验证的碳抵消或
碳信用额来抵消目前无
法减少的残留排放

·	 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进
行碳抵消，而不取代校园
內实际减排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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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教学和办公场所，有时还是生活场所，因此需要消耗大量
能源以供电照明、确保电器及技术设备运转、提供水源及热水、
供暖或制冷。大学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发电。通过减
少校园的总能源需求，可以降低与能源相关的排放。此外，由发
电产生的排放还取决于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
而过渡快慢又与高校及当地电力供应商有关。

高校可以减少能源需求、推动运营电气化、支持可再生能源发
电，从而加速能源转型。大学可以与公用事业公司合作，安装区
域微电网或托管智能电网技术。若院校规模较小，无法建立微电
网，可确保购电计划中包含可再生能源。

下文“脱碳四大支柱”框架推荐了四种不同阶段的方法来减少碳
排放。阶段一重在避免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能源，阶段二转向使
用可再生能源。当电网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建议进一步推动电
气化，避免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在充分实完成前三个阶段，在最
后一个阶段，可通过碳捕捉和碳抵消来减少非能源排放。

能源

图 11. 脱碳四大支柱。来源：气候工作中心（2020）25

推行净零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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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少校园能源需求 高校减少能源使用及提高能源效率，应是实行净零排放
计划初期的行动之一。
减少能源需求也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例如升级改造校园
基础设施以更有效利用能源。 同时，一整套“绿色校园”
措施也应包括在内，例如可持续交通、需求响应选项或改
用能源密集度较低的设备。
虽然执行节能措施应配合采购可再生能源，但节能措施
本身也同样具有高成本效益，能够降低大学的整体能源
需求。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范围二

排放
· 保护资源
· 确保高校及社区能源安全
· 节省长短期内的财务支出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例如

空气净化，以及适应、减缓
气候变化

 

挑战：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革

阻力
· 无法确认长期经济利益
· 缺乏针对前期成本的融资
· 缺乏节能替代品（特别是

在中低收入国家）
· 缺乏数据
· 高校尚未具备所需技能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燃

料成本）
· 能源消耗模式扁平化

想进一步了解减少校园能源需求的信息，请参阅
第97页共享资源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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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高校能源消耗：

 � 改用LED照明、使用具有能效等级的
设备、尽量减少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HVAC）的运行时间

 � 利用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解决方案，来
提高能源效率。例如，通过使用节能
装置、电表、电器或设备、安装占用传
感器，或利用区域能源来调动“物联
网”

 � 通过鼓励行为改变（如关闭不使用的
照明设备、避免过度使用供热制冷、
关闭电脑）来减少能源需求

 � 使用能源管理系统来管理能源需求

 � 执行需求响应计划，并搭配不同解决
方案，如同时实施可再生能源计划和
电动汽车充电方案

 � 鼓励师生响应节能措施及相关活动（
例如，在不同楼层及院系间举行节能
活动；学者可将专业知识用于设施数
据分析等）

 � 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例如调整校历在
气温较和缓的季节安排开展教学活
动，从而减少能源需求。 同样，减少校
园设施的运作天数可以改善能源使
用情況，提高能源效率

能源



2. 更换化石燃料型电
器

目前，依赖化石燃料的电器（如发达地区使用的天然气或
南半球使用的柴油）会排放大量范围一的排放物。

为减少此类排放并防止未来能源成本增加，高校需从传
统能源过渡为低碳能源，并采用电气供暖和照明设备。

设备电气化虽会产生替代成本，但相关成本可通过降低
运营成本来抵消，尤其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收效
更佳。例如，若高校难以从天然气过渡至新能源，则需购
买碳抵消以实现净零排放，由此经济成本定会增加。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范围二

排放
· 保护资源
· 加强高校和社区能源安全
· 节省长短期内的财务支出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例如

空气净化，以及适应、减缓
气候变化

 

挑战：
· 缺 乏 化 石 燃 料 的 替 代 品 

（ 特 别 是 在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 确保新燃料或新设备供应
链可靠运作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革
阻力

· 无法确认长期经济利益
· 缺乏前期成本的融资
· 缺乏数据
· 高校尚未具备所需技能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燃

料成本）
· 初始投资回报（降低能源

成本）
· 能源排放强度的减小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热泵和替代校园化石燃
料基础设施，请参阅第98页共享资源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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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淘汰化石燃料：

 � 首先实施节能措施，减少所需的转型
规模

 � 使用热泵代替天然气 

 � 确保使用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 在无法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考
虑改用碳密集度较低的化石燃料发
电。在全球许多地方，来自校园有机
废物的沼气是有一定性价比的能源

 � 氢气也是可行的燃料来源。若改用氢
气，务必确保“绿色”氢气（源自可再
生能源）供应充足

能源



3. 建立校园（或片区）
微电网

若当地能源网尚未包含可再生能源，建立微电网是采购
可再生能源的一种选择。

微电网是一种服务于特定地理足迹（如高校校园）的能源
系统。 微电网可配合利用校园周边土地，为更多社区带来
好处。

通常，微电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如太阳能、风能或地热
能），并由储能和智能电网组成。智能电网控制整个校园
内能源的使用时间和方式。 通常，智能电网会与负荷管理
系统互相配合，确保仅在电网发电时才使用能源密集型
电器和设备。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范围二

排放
· 能 源 用 户 可 控 制 能 源 成

本、确保能源供应可靠、保
证能源可持续利用

· 保护资源
· 加强高校和社区能源安全
· 节省长短期内的财务支出
· 探索新型收入来源
· 履行监管义务
· 预测及管理能源需求
· 鼓励教职人员和学生积极

参与
· 向广大社区分享经验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例如

空气净化，以及适应、减缓
气候变化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造
就业机会

 

挑战：
· 缺乏针对前期成本的融资
· 当地劳动力尚未具备相关

技能，或难以掌握可再生
能源技术

· 更换校园内现有基础设施
· 校园空间或有限
· 现行监管和法律环境
· 缺乏高层支持
· 当地电网容量限制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和/

或燃料成本）
· 初始投资回报（降低能源

成本）
· 所增加收入（通过向电网

出售能源）
· 能源供应稳定性的提高

想进一步了解此微电网的信息，请参阅第98
页共享资源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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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是一个涉及多方的复杂系统，包括能源消费者（如大学）、微电网及
当地电网的运营商和管理者、能源零售商。 上述各方都会在微电网的建
立和运营中发挥一定作用。

一旦微电网投入运营，重点在于调整对主电网的依赖，并有效协调微电网
和主电网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确保成本最小化。 “智能电网”会利用两
个系统之间的双向通信，来充分优化配置，並针对成本、能源生产和需求
的持续变化作出调整。

建立微电网时要考虑什么：
改编自蒙纳士大学大学（2019）27

 � 在监管、市场或其他层面存在哪些障
碍和机会？

 � 微电网是否还有其他经济、社会或环
境效益 ？

 � 要成功运行微电网，谁会是重要合作
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 为获取效益，可以与零售商和营业网
络等合作伙伴作出哪些安排（包括合
同安排）？

 � 需要考虑哪些安全问题？ 网络安全功
能即考量之一

 � 以校园和独立建筑物为单位建立微
电网，需要哪些基础设施？

图 12：微电网系统组件。来源：蒙纳士大学（2019）26 

能源

国家电力市场 网络

连接点

微电网运营商

嵌入式网络 嵌入式发电

控制系统

嵌入式发电

灵活负载

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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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购可再生能源 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可大大减少范围一和范
围二的排放。 可再生能源与节能计划相配合，会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是实现净零排放最有影响力的措施之一。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前期成本确实高昂，对高校来
说，融资或难以覆盖前期成本。 然而，所幸随着更多可再
生能源并入国家电网，许多高校可探索新方法，采购可再
生能源。

想进一步了解可再生能源和购电协议（PPAs)，
请参阅第98页共享资源

能源

策略配合

公司愿景和策略与可持续
经营方法密切配合

共同益处

                   风险管理
短期 - 中期 - 长期

公司承认气候变化
并采取应对措施

竞争压力- 
市场和品牌差异化

创造就业
机会

改善健康和
身心福祉

确保生物
多样性

开展教育
和培训

促进社会
包容

碳中和承诺 可再生能源
承诺

长期稳定的
电力成本-

对冲市场波动

降低能源成本
不断上涨

的影响

降低环保相关
成本影响

客户和利益攸关方的
影响和需求/

客户保留策略

可再生能源

图 13.可再生能源发展因素的直观总结。来源：MREP（日期不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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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机会：

 � 通过能源零售商购买绿色电力计划
或类似计划。 需注意的是，绿色零售
商的属性各不相同。 部分零售商购买
碳抵消或可再生能源证书，而部分零
售商则直接生产绿色电力

 � 考虑购电协议 （PPA） 等选项。购电协
议的做法是与第三方签订长期合同，
购买第三方拥有并运营的可再生能
源（例如异地太阳能农场）。  此外，还

可与其他大学或地方政府合作制定
购电协议，提供更多可观的投资机会

 � 校园内安装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例
如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生物质能装
置。 同时，研究创新的融资方法，为此
类项目提供关键资金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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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可再生能源发电类型

能源



能源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二排放
· 加强高校和社区的能源安

全
· 节省长短期内的财务支出
· 鼓励教职人员和学生积极

参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例如

空气净化，以及适应、减缓
气候变化

· 为可再生能源市场作出贡
献

 

挑战：
· 缺乏针对前期成本的融资
· 高校尚未具备相关技能
· 现行监管和法律环境
· 缺乏高层支持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和/

或燃料成本）
· 能源供应稳定性的提高

净零校园指南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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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交通工具多数依赖化石燃料，为达成净零排放，解决
往返校园的通勤问题尤为重要。

校园交通碳排放可涉及范围一（大学车辆）或范围三（其
他交通工具）。

向学生推广可持续出行，帮助年轻人养成终身受益的习
惯。 即便学生毕业，仍能实现长期减排。

类似于校园能源的减排模式，交通出行的“避免-转换-改
进”框架，同样能有效带来减排可能。 下列倡议便根据此
框架设计：首先，避免依赖化石燃料的出行方式；其次，转
而采用更节能的出行方式；最后，改进现有出行方式。

规划 监管 经济 信息 投资
为学生提供宿舍，配
备公共交通，鼓励师
生采用步行、骑行为
主的绿色出行方式。

安排在线课程及研
讨会，革新停车政策
和激励措施，改变差
旅政策，减少教研人
员的出行需求。

采用财政激励（停车
费、员工补贴等），减
少依赖私家车，鼓励
步行、骑行或使用公
共交通。

通过师生参与的活
动、营销计划或合作
协议，推广净零出行
。

转型为电动汽车
（由可再生能源发电），
提升大学车队用车效
率，为教职人员及学生
车辆配备充电站。

避免
避免或减少出行

转换
改用更节能的出行方式

改进
采用车辆技术来提高出行效率

图 15. 避免-转换-改进框架 29 

交通出行

I推行净零校园



5. 提倡可持续通勤 
方式

往返高校校园时，应优先考虑可持续出行方式，减少依赖
私家车。 目前，使用电动车是大势所趋，而在校内减少使
用私家车还能降低交通排放量。 此外，可持续的出行模式
能降低校园内外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道路安全隐患。
当然，在校内提供简单安全，令人体验愉快的基础设施，
能鼓励师生采用步行、骑行的出行方式。 然而，要真正践
行可持续通勤，校园不但要四通八达，还需接驳外部完善
的公共交通。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三排放
· 鼓励教职人员和学生积

极参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净化

空气，保障居民健康福祉
 

挑战：
· 寻找安全且可持续的可

替代交通方式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需权衡时机
· 整合校园现有基础设施，

提供新基础设施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缺乏政策和制度支持
· 市政府或地方管理机构

需提供新型交通方式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出行模式的改变（采用主

动交通和公共交通的增长
比重）

· 所需停车位数量的减少
· 拥堵缓解及交通安全提

升

想进一步了解校园可持续通勤及骑行计划，请
参阅第99页共享资源

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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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用可持续交通工具：

 � 减少教职人员和学生前往校园的需要：
 ○ 允许灵活课程安排，减少上课天

数
 ○ 促进高质量在线学习
 ○ 考虑更改上课时间，减少高峰出

行
 � 提供优质公共交通：

 ○ 与交通运营商携手合作，为校园
提供快捷固定的公共服务

 ○ 补贴教职人员和学生交通费，若
目前尚未提供学生车票，或与交
通运营商协商推出

 ○ 确保交通安全和基建稳定，乘客
能安全便捷到达公共交通站点

 ○  为大型校园引入电动校车 
 

 ○ 减少驾驶高排放车辆（包括维修
与送货车辆），促进校园低排放或
零排放

 ○ 加强校园的步行及自行车基础设
施

 � 创建单独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保障校
园出行既安全又高效：

 ○ 尽量为每座新建筑及现有建筑提
供安全的自行车停车设施，以及
车程结束后的配套设施

 ○ 在校内实施自行车共享计划
 ○ 举办保养自行车、学习骑行的研

讨会，介绍相关工具，鼓励骑行上
学

 ○ 鼓励大家共享汽车/拼车，协助师
生找到拼车伙伴或提供经济激励
措施（如减少停车费）

步行和轮椅

自行车

公共交通与共享交通

电动汽车与共享汽车

内燃机汽车与
共享汽车

飞机

在线远程查阅

可持续交通
优先等级

图 16.可持续交通金字塔

交通出行



6. 转型为零排放车队 要减少交通排放，第二步则要转而选择化石燃料的替代
品。对已过渡至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高校，最适合用零排放
车辆 （ZEV） 取代化石燃料车。

零排放车辆包括靠电力、氢气或生物燃料推动的车辆，品
类繁多，应有尽有，既有两轮车、轻型客运车，也有公共汽
车和卡车等大型车辆。

大学和个人可因地制宜，使用各式电动（或零排放）车辆。 
不过，在世界许多地方，获取各类车辆的途径有限。 大学
可与供应商及政府合作，增加供应不同类型的电动车，满
足地区和大学的需求。

虽然将高校车队转型为零排放车或会产生高昂的前期成
本，但车辆维护和日常运作成本廉宜，通常能收回前期投
入。 与此同时，也应慎重考虑零排放车辆带来的其他影
响，例如下游电池的处理问题及车辆生命周期的碳足迹。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排放
· 保护资源
· 节省开支
· 鼓励教职人员和学生积

极参与
· 为教职人员和学生提供

设施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净化

空气，保障居民健康福祉

 挑战：
· 缺乏针对前期成本的融

资及注销流动资产
· 车辆所需电力产自不可

再生能源
· 需在校内提供充电基础

设施
· 需获得平价的替代能源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所节省开支（降低燃料成

本）
· 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噪音

降低

想进一步了解转型为零排放车辆的信息，请参阅
第99页共享资源

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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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准备电动车队：
改编自美国能源部的修订标准（日期不详）30

 � 评估对专用车队的需求，考虑当下及
未来的出行要求。

 � 了解现有法规和政策，包括所在地区
针对电动车的一切激励措施。

 � 确定适合具体需要的车辆类型（如驾
驶路程和车辆大小）。

 � 确认车辆供应商，并与之协商，了解
车辆的充电和保养需求。

 � 确保所选车辆符合成本、交付时间、
本地维修、电力要求等限制（车辆可
逐步采购，降低初始投资）。

 

 � 确保校内有足够的充电基础设施。考
虑可否在校内安装可再生能源为基
础设施供能。

 � 订立充电流程，了解基础设施和政策
要求（如适用）。

 � 了解连接电网的影响，与电力供应商
合作以减少掣肘并进行必要升级。

 � 若充电装置向所有人开放，则需决定
应否（及如何）计算能源使用量并收
回成本。

 � 制定电动汽车过渡计划，详细说明车
辆和充电装置的安排。

 � 更新政策、保养和培训计划，确保适
合新车。

 � 向大学教职员提供附带资助（更新租
约、薪资抵扣等），推广可持续出行和
购买电动车。

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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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池
(BEB)

氢燃料电池
(HFCB)

可再生天然气
(RNG)

生物柴油 混合动力

电动机由车载电
池供电

电池由可再生能
源供电才视为零
排放车辆 。

电动机由电池供
电，使用车载氢
燃料电池充电。

氢能产自可再生
能源才视为零排
放车辆。

由低碳可再生燃
料供能。燃料由垃
圾填埋场、农场和
其他行业的有机
残渣制成。

排放尾气（但低
于柴油车或汽
油车）。

内燃机由可持续
的生物燃料供能

（生物柴油或生
物气）。

仍会由排气管排
放温室气体。

电动机通常由电
池供能，低速运行

（低于 �� 公里/小
时），内燃机则用
于高速运行。

内燃机运行时，排
气管会排出温室
气体。

这
是
零
排
放
车
辆
吗
？有
何
原
理
？

图 17.不同类型的零排放（或低排放）车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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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行可持续差旅 对于高校相关的航空旅行，使用碳信用额抵消由此产生
的碳排放是不足够的。 尽管航空公司常设有抵消航班碳
排放的方案，可供旅客购买，但难以追溯其透明度。 高校
需和教职人员携手制定可持续的差旅政策，而非一味依
赖抵消选项。
简而言之，这些政策应遵循可持续交通的优先等级：尽量
避免公务出行，转用低排放、安全和廉宜的替代方式，或
者改善每次出行的碳足迹比率。 高校或需与教职员商讨
差旅出行的要求及期望。学术推广不应依赖排放密集型
的差旅，会议差旅政策也应适时更新，彰显净零排放为本
的原则。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三排放
· 保护资源
· 节省开支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净化

空气，保障居民健康福祉
· 避免单人出行 
 

挑战：
· 寻找安全且可持续的可

替代交通方式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需权衡时机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学术表现往往取决于学

术会议及活动的出席次数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所节省开支（降低差旅成

本）
· 教职员的差旅里程（总公

里数）的减少
· 公务差旅排放强度（二氧

化碳当量/公里）的减少

想进一步了解实施可持续差旅的信息，请参
阅第99页共享资源

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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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差旅政策的考虑事项：

 � 供资源与工具，鼓励在线协作，减少
出差需求

 � 量化每种出行选项的碳排放量，以便
与低碳出行形成对比

 � 不鼓励短途差旅（一至两天），或参加
超出所需人数的差旅

 

 � 若出差必不可少，则鼓励教职人员使
用碳排放量较低的交通工具：

 ○ 尽可能乘坐火车，而非飞机
 ○ 如需飞行，尽量乘坐较新的飞

机，选择直飞航班
 ○ 优先选择经济舱而非商务舱
 ○ 到达目的地后，采用公共交通替

代租车或乘坐出租车
 ○ 如需租车，尽量选择电动车

 � 购买碳抵消是万不得已的选项

交通出行

当地出行 国内出行 国际出行

若出行
在所难免

若出行
在所难免

电话会议 / 打电话/ 发电邮 / 
视频会议

电话会议 / 打电话/ 发电邮 / 
视频会议

电话会议 / 打电话/ 发电邮 / 
视频会议

骑行 / 步行

使用公共交通

使用公共交通

共享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单人） 乘坐飞机 （仅限少数例外情况）

单独驾车

共享出租车 乘坐飞机 （仅限少数例外情况）

使用公共交通

国际出行

若出行
在所难免

电话会议 / 打电话/ 发电邮 / 
视频会议

乘坐飞机 （仅限少数例外情况）

使用公共交通

图 18.符合净零排放的差旅政策示例。来源：爱丁堡大学（2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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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往往拥有大量建筑，需妥善管理众多用于工作和教
育的基础设施，包括实验室、住宅建筑和娱乐建筑（如剧
院和体育场馆）。

这些建筑设施是碳排放的关键来源，不但能耗高，且所用
建材碳足迹高。运营时还会产生废物，进而在垃圾填埋场
释放排放物。

本节介绍一系列重点减排措施，有助保障学校建筑设施
符合净零排放的目标。为实现减排，既需降低建筑的能源
需求，也要降低建材及废物相关的排放。

材料能源
改装现有建筑而非建造新楼，尽

量减少使用新材料。

施工和装修时选择低碳材料。

确保校园设施尽量做到减少使
用、物尽其用、循环再造。

设计新设施、拆除旧建筑时采用
循环经济原则。

巧妙设计建筑，并采取能源
高效措施，为设施节能。

实现设备电气化，减少依赖
天然气。

 废物

图 19. 校园设施的减排方法 

设施 

I推行净零校园



8. 更换碳密集和能源
密集型设备

高校应使用高效能源，替换能源密集型设备，以便快速节
能。
可行举措包括升级供暖、通风和空调 （HVAC） 系统、照明、
计算及实验室设备。节能规模取决于校内设施类型。此
外，还应妥善保养设备和电器，避免损耗能源系统。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和范围二

排放
· 保护资源
· 保障高校和社区能源安全
· 节省开支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带来整体社区效益，空气

净化，保障居民健康福祉

挑战：
· 寻找易获取的替代能源
· 缺乏针对前期成本的融资
· 需配合现有校园基础设施
· 缺乏数据
· 高校技能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和/

或燃料成本）
· 初始投资回报（降低能源

成本）
· 舒适度（自然采光、通风、

温度调节）提升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计划的信息，请参阅第
100页共享资源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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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排放密集型设备，降低能源需求：

 � 升级供暖、通风和空调 （HVAC）系统：

 ○ 用节能系统替换陈旧的HVAC系统
 ○ 用电力加热或被动加热替代燃气

加热
 ○ 安装智能科技，检测并预估能源占

用率，更为妥善地管理能源需求
 ○ 制定政策，确保校园能够高效运

行，同时尽量减少使用供暖、通风
及空调系统

 ○ 在建筑系统中应用隔热材料，尽量
减少使用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 用节能产品取代现有照明系统：
 ○ 为建筑物设计窗户，不产生眩光的

情况下尽量利用自然光
 ○ 把白炽灯泡更换为节能LED灯泡
 ○ 安装运动传感照明并制定策略，确

保建筑物不运行时照明系统能自
动关闭

 � 采购具能源效益的设备：
 ○ 升级设备时，尽量选择最节能的方

案
 ○ 购买其他设备前，应先探讨是否可

以共享设备

设施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清洁高效的科技仍未普及，应用成本仍然高昂。
例如，在巴基斯坦，要获取环保高效的空调制冷剂R32有较大难度。我们一
直在与供应商紧密合作，为普及清洁能源普及铺路。

―	―米莉娅姆·库格勒（Miriam	Kugele），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全球高级经理



9. 改装校园建筑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范围二/范

围三排放
· 保护资源
· 提升高校和社区应对气候变

化的韧性
· 改善供暖、制冷、通风/照明系

统，提升校园设施的舒适度
· 鼓励教职人员和学生积极参

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造就

业机会

挑战：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需在无人使用设施时动工
· 需解决前期成本的融资问题
· 或需配合校园现有设施
· 寻找易获取的建筑材料及技

术替代品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革阻

力
· 高校尚未具备所需技能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时）
· 所节省开支（降低电力和/或

燃料成本）
· 初始投资回报（降低能源成

本）
· 舒适度（自然采光、通风、温度调

节）的提升

想进一步了解改造工程的注意事项，请参阅第100页
共享资源

为达成校园净零排放，校内建筑需要升级或改造以减少排
放。

为此，应着重提升建筑的能源性能，为大学带来双赢：一方
面减轻电网压力，节省学校能源开支；另一方面可用最低
成本实现零碳校园，让教职人员和学生拥有更为舒适的校
园体验。

高校固然可推行单一的改造翻新工程，但更应当结合现有
设施，考虑如何综合拓展建筑用途。高校通过改造方案，在
实现校园净零排放目标的同时，还可令现有建筑与现代工
作环境更为匹配。此外，可通过共享设施或调整现有设施
用途，造福广大社区民众。

通常，对建筑进行相对低成本的简单改装，便能节省大量
能源，有效促进校园朝净零排放转型。近期，随着在线工作
及学习兴起，校方或可拓展改造计划，令校园中的老建筑
得以持续适应新需求、新用途。

设施

60  //  净零校园指南



净零校园指南 // 61

参考以下范例以改造校园建筑，并提升
净零潜力：

 � 增用隔热材料、双层玻璃窗或提供适
当遮阳设施，降低建筑物对供暖制冷
的能源需求

 � 升级供暖、制冷和照明设备，提高能
源效率

 � 研究潜在节能方法，如打开天窗使用
自然光，或在教室和工作空间采取其
他措施

 � 把独立办公室改造成灵活的开放式
办公室，工作空间既可因地制宜，也
能节约能源

 � 把可再生能源系统融入建筑，例如在
屋顶上安装可连接电池的存储系统，
或可输回电网的太阳能电池板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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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造新型可持续建筑

开展新建设项目前应探讨能否改造现有建
筑、调整其现有用途。更改用途或推行联合
设施可减少使用高碳强度的建筑材料。 此
外，共享或共建设施也能造福广大社区。

若新建设施仍为必要选项，高校应遵从可
持续原则，确保新建工程符合净零排放目
标和大学运营模式。 强烈推荐采用信誉良
好的绿色建筑认证计划和设计标准，既可
长期节约开支，也能增强校园应对气候变
化的韧性。

新建工程的注意事项：

嵌入被动式设计以节约能源

在校园新建设施时，高校应努力采用被动
式设计原则，打造能源需求极低的设施。被
动式设计建筑既可实现优越的能源效率，
也能产生极好的热舒适度。 在当今设计及
建筑行业中，被动式设计公认为达到了最
严格的自愿能源与热能，与传统建设相比，
能够减少建筑90%的供热和制冷能耗。被
动房（Passivhaus）高性能建筑标准几乎适
用一切建筑类型或设计，是一项国际公认、
经科学验证的建筑标准32。

 

主动选择低碳材料

传统建筑材料，如钢筋混凝土，携有非常高
的碳足迹。 这种隐含碳排放包含建筑材料
生命周期的所有排放，即在提取制造、交通
运输、现场安装、后续运营和最终报废过程
中产生的碳排放。

为减少隐含碳排放，可采购当地材料、使用
回收材料（如含有再生钢的钢筋）、选择可
持续的木结构建筑或使用低碳的替代品 

（例如含有粉煤灰的混凝土）。

由于运用低隐含碳材料需要熟练的专业人
员和工人操作，藉此也能推动大学举办更
多技能发展活动。

保护绿色景观是设计关键

考虑在校内兴建新建筑时，应配合周围环
境和气候适宜的景观。 确保原生植物（森
林、灌木和草原）与地貌（集水区和季节性
溪流）得到保护，与人造建筑和谐共融，从
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校园的自然碳汇
能力。

融入城市绿化（如绿墙/屋顶绿化）也有助
于提高建筑性能，降低能源需求。另一个好
处则是降低校园的热岛效应。

结合这些元素还可以创造研究机会，加强
当地社区互动。

想进一步了解被动房设计，请参阅第100页
共享资源

设施



建筑内不同种类的碳排放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隐含碳
建筑材料在制造、运输及安装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隐含碳
建筑材料在制造、运输及安装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营运碳
建筑物耗能导致的碳排放。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范围二

和范围三排放
· 保护资源
· 提升高校和社区应对气

候变化的韧性
· 鼓励教职员和学生积极

参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鼓励民

众积极参与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

造就业机会

挑战：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解决前期成本的融资问

题
· 或需配合校园现有设施
· 寻找易获取的建筑材料

及技术替代品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高校尚不具备相关技能
· 当地工人尚不具备使用

新材料的建造技能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能耗减量 （千瓦小时）
· 舒适度（自然采光、通风、

温度调节）的提升
· 建筑材料的排放强度的

降低

图 20. 建筑物中的碳类型。来源：碳固化（日期不详 )33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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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若某样材料或产物对产出者没有进一步的用途，
即视为废物。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部门定义为废物的材料
往往可成为另一个部门的关键投入。 而最终被送往垃圾
填埋场或焚烧厂以及其他用途的废物构成了校园相关的
范围三排放。

减少废物排放或难以控制，但通过遵循废物分层管理、避
免采用产生废物的产品和工艺、减少材料浪费、以及在校
园运营中循环利用材料，可大幅减少废物产生的排放量。

由于碳捕捉和废弃物转化能源的方案目前在世界大部分
地区尚难以推广，因此废物产生者仍有责任减少其产生的
废物量。

垃圾填埋场的排放：
垃圾填埋场的厌氧分解过程会产生强效温
室气体，包括甲烷和二氧化碳。在长达一百
年的时间范围内，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值
是二氧化碳的25倍。 减少废物排放可以从
高校开始，先把有机废物与其他材料分离，
再将其转移到堆肥坑。

焚烧排放：
合法的焚化炉及非法的废物燃烧都会产生
热量和有毒烟雾。 焚烧过程不仅产生温室
气体，还会可能加重世界许多地方的空气
污染，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

废物如何形成范围三排放

減少使用 物尽其用 循环再造

图 21.废物分层管理旨在先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和循环再造，最后再将其送往垃圾
填埋场或焚烧

废物减量和回收  

I推行净零校园



11. 规划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概念主张改变目前经济的线性进程，即从提取
材料、到消耗材料制造产品、再到处理废弃材料的过程。
循环经济强调消减废物及污染，最大化循环利用产品和
材料，并促进自然再生。34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三排放
· 节省成本
· 保护资源
· 提升高校和社区应对气

候变化的韧性
· 鼓励教职员和学生积极

参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

造就业机会
 

挑战：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建立可扩展的商业供应

链，支持循环经济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缺乏政策和制度支持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废物填埋减量（吨）
· 材料再利用率的提升

想进一步了解校内建立循环经济的信息，请参阅第
100-101页共享资源

废物减量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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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校园内推动循环经济：

 � 校园内的循环经济包括材料回收、负
责任的采购或从垃圾填埋场转移废
物

 � 可以在校园中孵化由教职人员、学
生或当地社区发起的循环商业模式 

（如闲置物品交换店、折价出售校园
家具、捐赠旧书和旧衣服、租用机器
和工具）

 � 高校可以通过改变行为和树立对浪
费和消费的正确观念来影响广大社
区

 � 通过科研教学工作鼓励学生设计方
案，以减少校园活动中的废物

原料

残留
废物

循环

设计

再制造生产

收集 配送

消费、使用、
重用、修理

循环经济

图 22.只要经济上和功能上可行，循环经济能增加经济内部的物质循环。
资料来源：农业、水资源和环境部 （2021）35

废物减量和回收



12. 推行校园材料回
收计划

高校应通过“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和“循环再造”计划
来清除校内废物。 其中，材料回收再用是循环经济的一个
关键概念。

大学需了解所在地区的回收机会，并采用不同以往的创
新方式，以增加校内物品的重复利用和再生材料的使用。

回收不仅是将塑料瓶或纸板箱分类归放，以便在垃圾填
埋场处理，也意味着寻找合作伙伴，发掘旧产品的新用
途，例如将老旧的技术产品捐赠给学校，或将食物捐赠给
食品银行。

在很多地区，零废物运动正蓬勃发展。这一运动不限于循
环再造，更包括可持续采购商品和服务，即从源头上避免
制造废物。

材料回收计划的关键策略在于将大部分废物从填埋场转
移至多个废物流中，即通过再利用市场、混合废物、供应
商回收材料、现场再利用等途径进行回收。 此外，高校制
定废物管理计划（包括建筑和拆除废物）以明确废物分流
方式、目标和目的地，也有助于在校园内开展循环经济和
材料回收工作。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三排放
· 节省成本
· 保护资源
· 提升高校和社区应对气

候变化的韧性
· 鼓励教职员和学生积极

参与
· 与社区分享经验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

造就业机会
 

挑战：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或需配合校园现有设施
· 前期成本融资
· 寻找提供替代报废的服

务方（例如回收厂）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废物填埋减量（吨）
· 废物填埋比例的降低
· 所节省成本（减低废物处

理成本）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计划的信息，请参阅第
101页共享资源

废物减量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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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校园废物 36﹕

 � 最大程度按回收源头分类：确保大学提供足够的科
普教学及设施，以确保有效回收可重复使用、循环利
用或用于堆肥的废物

 � 避免制造厨余：通过正确的培训、鼓励措施和采购政
策，可以减少厨余。 选择减少食品包装的供应商为大
学提供餐饮服务，以减少填埋废物。确保多余的食物
能够分发给有需要的学生团体或社区

 � 赋予学生组织权力：鼓励和授权学生组织设立食品
储藏室，收集不易腐烂的剩余食物，或建立食品警报
系统，引导学生和教职人员前往有提剩余食品的活
动。 这些系统也适用于分发食品以外的用品。 此外，
创造教育机会，让学生（和教职人员）了解不同种类
的食物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师生改变行为习惯。
例如，学生主导的“无肉星期一”，可让师生了解动物
产品对碳排放的影响

 � 区分处理有机废物：在按照上述建议推行再利用系
统之后，请确保任何有机物料得到妥善收集和分流，
避免填埋。 垃圾填埋场的有机废物会排放大量甲烷，
这种温室气体的影响是二氧化碳的25倍。 大学可直
接在校园内堆肥有机废物，或者与校外服务机构合
作

 � 鼓励物尽其用：支持推行饮品续杯系统和其他再利
用系统，并确保大学供应商效仿。 支持二手店、维修
咖啡馆、废物处理单位和其他零废物计划。 响应口
号“变己之废为他人之宝”

 � 展现领导力：向社会各界推广和分享减废措施，如废
物管理合作伙伴或学生组织，扩大倡议的实施范围，
在大学环境之外采取行动。 如果大学能够解决废物
输出问题，并有效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和循环再造，
这些经验和影响就可以扩大到整个社区

废物减量和回收



13. 推行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采购政策针对运营活动产生的排放，以及产品价
值链上游的排放。 这涵盖了高校使用的各类设备和用品，
涉及教学材料以及实验室、住宅区或校园中一般使用的
大型设备。 全面的供应商政策也应涵盖校内安保人员或
代理机构等服务提供方。 采购政策也可作调整以适用于
使用高校资源运营的租户、承租人和校内零售商。
多数高校可更新现行供应商政策，以确保有关政策合乎
净零排放原则。 例如，高校可阐明会优先选择使用可再生
能源或材料的供应商，或具有完善废物处理政策的供应
商。 可持续采购政策通过关注排放问题，可确保高校与经
审核的供应商合作，保证相关供应商符合可持续发展要
求。
若与秉承相同价值的供应商合作，高校便可在更大范围
的供应链中推动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构建日益稳固的良
性循环。
当然，只有少数供应商能达到净零排放标准，且供应链透
明度较低，达成上述计划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向合作伙
伴传达净零排放的期望对高校至关重要。

好处：
· 有效减少范围一和范围三

排放
· 节省成本
· 保护资源
· 与其他企业共享并实现净

零价值
· 提升高校和社区应对气候

变化的韧性
· 与社区分享经验
 

挑战：
· 难以测量排放量
· 供应链中难以寻找合适的

合作伙伴
· 促使现有供应商作出改变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革

阻力
 

衡量影响：
· 减排量 （二氧化碳当量）
· 本地产品采购比例的提升
· 供应链透明度的提升

想进一步了解供应商参与
和采购政策，请参阅第102
页共享资源

价值链 

I推行净零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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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采购需考虑下述事项：

 � 使用温室气体清单，以识别处于高排
放价值链的产品或服务

 � 评估内部生命周期有助识别哪些产
品在萃取原料、能源消耗、运输、运营
和废弃回收等过程中产生高排放量

 �  对供应商的审核应综合考虑净零排
放要求，以及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供应
商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 与主要供应商合作，设计更好的流程
来满足关键要求

 � 联系行业和客户群体，以建立游说团
体

 � 确立并强调标准和核证机制有助评
估供应商是否符合要求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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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实现净零排放需考虑的因素

选择原材料

生产制造

消费

分销与零售

运输

选择可回收材料制造产品或通过可再生能源提取原料的产品

努力打造零毁林供应链

创建高校流程，即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及能源需求

使用可再生能源加工

运输

运输

采用具环保意识的包装

与供应商商讨其净零排放承诺

采购本地产品以减少运输需求。

选用低碳物流公司，即运输过程中使用电动汽车或其他方式（如货运自行车）。

购买新产品前，应考虑以下六个原则，包括三思后行、拒绝滥用、减少使用、
物尽其用、维修保养、循环再造。

图 23. 净零排放产业供应链中的关注要点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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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

14. 购买碳抵消

针对难以减排的碳排放，应准以碳信用或
碳抵消作出补偿，从而提高净零排放计划
成效。 此类排放之所以难以移除，往往因为
经济成本高昂，或当前技术水平有限。 航空
差旅产生的碳排放即其中一例。
要获取经核证的碳信用，需资助气候友好
行动，例如投资世界其他地区的重新造林
或可再生能源项目。 由于可能因出现重复
计算问题，而产生无额外价值的信用额和
虚假信用额，高校应确保购买经核证的有
效碳抵消。
然而，若净零排放计划严重依赖碳抵消，将
不利于实现大幅减排和改善极端气候变化
的目标。 因此，高校应在探索所有可行措
施后，再考虑是否采纳抵消机制。 此外，应
仅用于涵盖难以减排的残余排放。

采纳碳抵消应遵循以下原则：

 � 碳抵消须跟其他减排措施作一并考
虑

 � 如某些行业缺乏其他可行减排方案，
可利用碳抵消减少其碳排放

 � 应优先考虑大学所在地抵消项目，增
加教育及合作机会

 � 使用高质量和经核证的抵消（可查
证、长期运行和保持信息透明）

 � 选择碳抵消项目时，要确保存在正常
运营以外的额外抵消，即如果没有当
前碳抵消投资，减少或移除碳排放的
潜在额外项目就不会存在

 � 抵消项目被撤销的可能性较小。例
如，卖家将新植造林作为抵消项目售
出后，不应将树林毁除

 � 确保抵消合乎道德和可持续发展，并
且不会对原住民或边缘群体产生负
面影响。 例如，开发用于碳抵消的土
地并从中牟利，致使原住民面临粮食
短缺及遭到驱逐的风险

 � 确保当前的排放量和核算方法、净零
排放目标公开透明

好处：
· 应对难以减排的碳排放
· 提早减少更多排放量
 

挑战：
· 合乎道德且正当使用抵

消额度
· 购买经核证的抵消

衡量影响：
· 透明及可核实的碳抵消

影响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购买碳抵消的信息，请参阅
第102页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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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着重介绍的措施均可在校园推行，从而减小排放，
并实现高校的净零排放承诺。
在高校实施净零排放倡议的同时，发掘校外机会，在社区
推进更系统全面的改革也十分重要。
大学地位独特，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发挥影响力，促进减排：
推动改变：大学可通过其合作伙伴和自身声誉，鼓励并调
动社区扩展减排规模。 本指南中讨论的措施，可先行在校
内测试，再推广至周边社区。
学生参与：学生的参与对制定由下而上的倡议至关重要，
并能将其热情、活力和创新带到减排项目之中。 学生也能
进一步将脱碳的行为实践和专业知识，带入职场和社区。
知识拓展、研究和创新：大学在推动创新解决脱碳问题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可对基础研究作出贡献，结合现有知识
培训参与者并培养未来领袖，创造供开放探索的思想空
间，以及投身社区开展行动。
当承诺净零排放大学有意扩大其影响力时，亦需要将下述
其他几个方面的气候行动列入考虑之中。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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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担当推动变革的
角色

高校不仅有机会在校内引导师生转变行为模式，还能在
校外与私营和公共运营商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变革。 净
零排放倡议为高校创造了机遇，使高校能在更大的社区
背景下，提升其在技术、社会和政策制定方面的知识与专
长。
此外，高校可充当“生活实验室”，在校园生活中大规模测
试不同方案。而从中汲取的知识、得出的行为模式和创新
想法又可随后应用于广大社区，形成雪球效应。
高校也有必要推动关于气候变化和适应的教学研究。 身
为思想领袖，高校有能力与不同利益攸关方接触，在推动
本地社区积极变革方面独具优势。 因此，在迈向净零目标
的过程中，高校应当鼓励利益攸关方参与制定净零倡排
放倡议，并确保倡议产生积极影响，令双方获益。
高校也可组成示范联盟，以更有效的办法适应并减缓气
候变化。 结盟也反映了汇集知识和相关资源的迫切性，以
及高校在脱碳方面所能发挥的领导潜能。 走在气候行动
前沿的大学，还可以在全球社区分享最佳做法和具体措
施，以支援新近开启脱碳进程的大学。

好处：
· 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

影响政策及有关气候变
化的社会行为

· 建立高校品牌及声誉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创

造就业机会。

挑战：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变

革阻力
· 避免“漂绿”现象（指将气

候意识作为宣传卖点, 但
在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方面无显著作用的措施）
。

 

衡量影响：
· 以 每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tCO2e）为单位的总排
放减量

· 成为气候变化联盟的成
员及实现净零排放的承
诺

· 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的课
程、研究和创新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大学领导的气候变化联
盟，请参阅第103-104页共享资源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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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验室

用户
目标群体和行为指标

公共行动
长远战略和
监管角色

私人行动
实用知识和
相关资源

院校机构
专业知识和
科学依据

图	24.	生活实验室参与者。来源：阿姆斯特丹高级都市解决方案研究院(AMS Institut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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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有效的净零排放计划不仅仅是简单
的碳核算。	 若研究人员和学生（潜在的未
来政策制定者）在净零排放计划的指导下
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得以发现和修复不当
措施，修改适得其反的法律，并改变公共
和私人投资导向，那么产生的影响可能会
远超净零排放本身，甚至带来更多益处。

―	―莱珂·安德森博士（Lykke	E.	
Andersen），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玻
利维亚执行主任，玻利维亚普利瓦达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切关注气候危机，并会
采取刻不容缓的行动。潜在的净零排放
解决方案可以首先在中大校园试行，并
进一步在本地社区推广应用，或给其他
地区推行的举措提供启示。

―	―杨诗诗，香港中文大学可持续发展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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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加强与学生团体
合作交流

学生占高校人口大多数，也是高校的首要服务对象，可成
为推动气候行动变革的主力军。 学生的参与有助于制定
由下而上的举措，而此类举措对高校实现系统性脱碳至关
重要。
同时，学生参与校园脱碳工作也能促进其专业发展，从而
让学生有能力为高校综合目标做出贡献。
为此，高校可为学生提供具有意义的体验式学习活动，例
如让学生开展研究、参与实习、管理项目，为校园工作带来
积极影响。 校园脱碳项目可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设计、
运营和监管。
· 这些由学生主导的措施包括：
· 举办节能竞赛
· 成立气候大使团，组织宣传活动，推广可持续的校园

生活
· 鼓励学生、教职人员发表个人气候宣言
· 在迎新入学计划中加入气候素养培训
校园脱碳项目也可采用学生-教师-后勤团队的模式推进，
以促进各方合作。 这类合作让学生得以接触到更复杂的
项目，例如在不同部门的指导下，部署可再生能源基础设
施和规划校园发展。 学生可负责支援跨团队之间的沟通
协作，开展研究和外展工作，并从学生自身的视角分享观
点。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学生参与的信息，请参阅
第105页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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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
· 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

用，影响政策以及关于
气候变化的社会行为

· 建立高校品牌及声誉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

创造就业机会

挑战：
· 难以和学生建立协作

和平等的伙伴关系
· 避免“漂绿”现象（指将

气 候 意 识 作 为 宣 传 卖
点,

· 但在减缓或适应气候
变化方面无显著作用的
措施）

衡量影响：
· 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t CO 2 e）为 单 位 的 总
排放减量

· 校园项目学生的参与
情况

· 对学生主导和设计项
目的资助

如何在制度层面促进学生长期参与校园脱碳活动：

 � 将学生参与纳入现有网络，并放宽要求以降低参与门
槛：允许气候行动合作列为学生课程的一部分，发展关
注气候问题的学生组织，发起与气候问题相关的服务
学习和社区服务活动，并将温室气体清单或校园环境
审计列入学习项目

 � 将学生参与列入系统管治中：邀请可持续发展学生领
袖出席董事会和委员会会议，邀请学生充分参与校园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包括气候行动计划工作组），在可
持续发展和其他办公室提供学生职位，创立学生会气
候小组，设置学生可持续发展协调员职位，以促进行政
部门、教职员和学生组织之间的合作

 � 为学生主导的项目提供财务支持：为有助高校候承诺
的创新学生项目提供资金，举办气候解决智能方案竞
赛，在可持续发展办公室或学生会预算中加入该类资
金。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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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为学生提供了独特机会来测试和试验可持续城市转型的创新科技。学生还可
以参与设计、实施、运营和维护等各个阶段，以熟悉校园脱碳工作各项过程和结果，
从而有益于学生在未来实践这些原则。通过科学研究、能力建设和实践活动等，净
零排放的创新举措便能在日后得以推广并产生更大影响。

―	―	阿莫尔·曼格鲁卡尔(Amol	Mangrulkar)，印度人居研究所，校园发展高级顾问

学生是大学的中坚力量，且大多时间都在大学度过，因此是大学各类活动举措
的直接受益人。为确保大学成功脱碳，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最新进展，并积极参
与脱碳行动。我校学生在入学前两年会投入社区工作，这段经历会促使学生在
日后通过可持续发展项目和所收获的新知识，来改变大学周围的社区。而学生
的脚步也没有就此停下，他们还会将收获的知识带回家园，在自己的所属社区
产生积极影响。

―	―	伊尔姿·乌克曼(Ilze	Ueckermann)，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设施管理部可
持续发展专家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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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提倡合乎净零排
放理念的教育、研
究和创新项目

世界各地的高校可以大力开发进阶课程、制定计划、推动
能力建设和跨学科合作机会，以支持学生对气候变化的
深入学习，从而影响社会 38。
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高校，尽管意识到自身在气候变化
的教研工作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往往仅关注自己所
在区域。这些一流高校不妨扩展视野，向深受气候变化影
响地区的大学伸出援手。 

好处：
· 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

用，影响政策以及关于
气候变化的社会行为

· 建立高校品牌及声誉
· 发展社区居民技能和

创造就业机会
· 获得补助金和新的融

资机会
· 产出具有创新和实用

价值的研究论文，以建
立个人和机构声誉

挑战：
· 教职员尚未具备相关

技能
· 体制和个人层面存在

变革阻力
· 可持续研究通常需要

跨学科协作，或面临组
织和融资难题

衡量影响：
· 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

课程、研究和创新
· 对高校知识和研究的

认可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鼓励净零排放的教育和
研究，请参阅第105页共享资源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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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与气候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创新： 
参考Filho 等人 （2021）（略有改动）38

 � 在各级别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设置受认可的课程
 � 组织针对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培训活动
 � 开展公共项目，与社区交流如何科学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 与公有及私营部门合作，建立政策和创新中心

没有人可以在气候危机中独善其身。	 大学肩负教育重任，培养未来领
袖，从而为地球家园提供气候解决方案。	因此，大学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通过推进科研、教学并孕育责任文化，以减少碳足迹，为脱碳做出贡献。

―	―	杨诗诗，香港中文大学，可持续发展总监

校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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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案例   方式     受众
汉堡应用科技大学 研究与技术转让可持续性

和气候变化管理
· 组织气候变化培训
· 编写气候变化丛书

· 3000余名学术
人员

· 15余本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气候行动蓝图2030》及
研究

· 教职人员和学生参与 
《气候行动蓝图2030》

中的各项行动，并发表
多篇研究生论文

· 教职人员和学生

多伦多大学 气候变化政策和实践 · 开设终身学习项目课程 · 学生及终身学习
项目参与者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多元行动 · 开设本科和研究生课
程、开展研究项目（研究
中心研究生发表多篇
论文 ）

· 学生、研究人员

科伦坡大学 多元行动 · 开设课程、举办“气候变
化与环境管理”研究生
项目、参与校园管理（废
物管理和减少碳足迹）、
发表多篇本科生和研究
生论文、参与学术会议

· 大学社区，包括学
生和公众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碳素意识培训”以及“可
持续发展实践（SiP）证书”
在线课程

· 培训、合办在线课程 · 250名学生及120
名员工

· 共计34,000名学
生在线参与，其中
6233人完成全部课
程内容

皇家理工学院 多元行动 · 职员参与及学术人员
培训（指导教学人员将
可持续意识融入教学
计划）

· 教职员和学生
· 对不支持气候行

动的利益攸关方
撤资

麻省理工学院 化石燃料撤资日 · 撤资 · 行政人员和学生 

拉脱维亚大学 多元行动 · 开设课程，发表多篇研
究生论文，参与学术会议

（持续更新）

· 参与课程的500多
名学生和研究人员

· 从事气候变化立
法工作相关人员

费尔南多·比索阿大学 多元行动 · 设置地球科学博士项
目、开展研究、发表多篇
研究生论文、参与学术
会议

· 学生和研究人员

福特哈尔大学 “风险和脆弱性科学中心”
（研究中心）

· 开展研究、举行工作坊、
发表多篇研究生论文

· 研究人员、农村及
当地社区

印度理工学院罗克分
校

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其
中20篇论文以气候变化为
主题

· 开展研究、发表多篇研
究生论文

· 研究人员

表3.大学如何开展气候变化教育。 来源：Filho 等人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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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校应当再接再厉，继续开发进阶课程、促进能力建
设、推行各项倡议、创造跨学科合作的机会。
为了在本世纪中叶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各高校须通力合
作加快脱碳进程。
尽管每所院校的净零排放之路各不相同，本指南及配套在
线资源，连同实践净零倡议的全球社区，都会助全球高校一
臂之力，支持各校在关键的行动十年中，实现校园运营脱
碳，并发挥自身优势，承担推动全球变革的重任。

图 25. 2022 年“奔向零炭”运动缔约方：在 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大学数量 6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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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科学、风险和解决方案 气候行动科普资料

什么是净零排放？

麻省理工大学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SDSN)(2017)

此互动式网站以人为造成的气候变
化为主题，总结了相关证据，并讨论

了所涉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世界顶尖可持续发展专家提供的免

费科普资料。

高阶

中阶

初阶

资料来源

图示说明

发布者/所有者

所需净零排放经验

共享资源将如何帮助
贵校向净零校园转

型？

高阶
该校在气候变化研
究和创新方面担当

领导角色，并在校园
内实施净零排放措

施。

中阶
该校已采取初步行
动按净零排放目标

转型，并已制定长期
计划或战略 。

初阶
该校尚未承诺实现

净零排放，或于最近
立下承诺但尚未采

取实际行动。

共享资源
此网站也包括本节列出的所有资源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climateprimer.mit.edu/
https://sdgacademy.org/courses/?g=1140
https://www.unsdsn.org/our-work/net-zero-on-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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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源

《气候变化2022：影
响、适应和脆弱性》 

报名参加

“奔向零碳”运动
国家层面目标概览《巴黎协定》 《2021排放差距报

告》

为何净零排放至关重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 2022 “奔向零碳”运动气候行动追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了解更多有关气候变
化对自然和社会的影

响。

报名参加此项全球运
动，与教育界领袖携手

行动。

了解更多国家层面基于
《巴黎协定》的承诺。

了解更多全球温控承
诺，确保升温远低于
2°C,最好控制在1.5°C

以内。

此年度报告概述了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
的预测值与为避免气
变最坏影响应达到数

值之间的差距。

《可持续发展目标
大学行动指南》

2021年度世界大学
影响力排名：气候

行动

高校是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
案网络(SDSN) 2017

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此指南概述了一般概
念、步骤和范例，以
助制定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方法。

了解如何就气候影响
力进行全球大学排

名，评估指标包括气
候变化研究、能源使
用情况和应对气候
变化后果的方案。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youtu.be/SDRxfuEvqGg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sign-up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1
https://ap-unsdsn.org/wp-content/uploads/University-SDG-Guide_web.pdf?_gl=1*1q37dux*_ga*MTEyMjk0NjExOC4xNjUxNTM2NjY0*_ga_S0FTLYCY58*MTY2MTI3Nzc3OC4yNi4wLjE2NjEyNzc3NzguMC4wLjA.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22/climate-action#!/page/0/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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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编制方法

企业就价值链（范
围三）的核算和报

告准则

碳排放范围一、范
围二和范围三相关

解释

全球化石燃料撤资
承诺数据库

简化版温室气体排
放计算工具

可持续发展指
标管理及分析
平台（SIMAP）

（UNHSIMAP.ORG）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计算各类排放量

塔夫茨大学（2002）

世界资源研究
所 (WRI)、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现场气候新闻报道, 
2022

Stand.earth 和  
350.org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新罕布什尔大学可
持续发展研究所

世界资源研究
所 (WRI)、世界可持
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此指南供学术机构
参考，介绍了便捷且
低成本的方法，用以
编制运营相关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

编制和报告价值链
活动间接接排放的

标准。

了解更多有关范围
一、范围二、范围三

碳排放的资料。

此综合数据库涵盖
参与化石燃料撤资

承诺的全球机构（包
括大学在内）。

此简化计算工具可免
费使用，有助小型企
业和低排放组织估
算温室气体清单。

提供会员制工具，
核算碳排放和氮排

放清单

有关企业的报告和
核算标准。为企业
和其他类型的机构
编制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提供标准和指

南。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https://sustainability.tufts.edu/wp-content/uploads/InventoryMethods.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Corporate-Value-Chain-Accounting-Reporing-Standard_041613_2.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3uW0bA78k
https://divestmentdatabase.org/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www.epa.gov%2Fsystem%2Ffiles%2Fother-files%2F2022-09%2Fcalculator_tool.xlsm&wdOrigin=BROWSELINK
https://unhsimap.org/home
https://www.wbcsd.org/eng/contentwbc/download/2670/33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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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校园！高校气候
行动指导手册》

为可持续发展打造商
业案例

为打造低碳校园规
划蓝图筹备气候行动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

机遇和财务影响

长期执行、系统思
维、以公平为本的反

思模式(FLOWER)

基于现有组织韧性
框架制定气候变化

适应策略

明确领导架构和整合资源 净零排放计划的收益和成本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促进协会 (AASHE) 

2009

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导
联盟（EAUC)落基山研究所(RMI)第二自然

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TCFD)
气候互动

可持续发展教
育领导联盟（EAUC)、
英国高等教育业务持
续性联盟(HebCoN)

这是一本关于制定气
候行动计划的早期

指南，如今仍具参考
价值。

此指南旨在协助可持
续发展领袖打造具

说服力的商业案例，
以推动大学的气候

行动。

此指南主要说明学
校政策、规划及参与
人员在校园净零排
放计划中的作用。

“第二自然”组织发
表的 《公约手册》，

其中一节着重探讨
了如何建构领导及

体制架构，以便制定
和实施气候行动计

划。

该组织就评估和披
露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提供建议。

此工具可用作评估气
候行动和政策中潜

在的共同效益。

此指南介绍了如何
利用现时组织韧性

的专业知识、流程和
管控方法，来制定气

候行动计划。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www.radford.edu/content/dam/departments/administrative/Sustainability/Documents/Cool-Campus-Climate-Planning-Guide.pdf
https://www.sustainabilityexchange.ac.uk/files/eauc_business_case_guide_final.pdf
https://rmi.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CampusGuide_Digital-V6.pdf
https://secondnature.org/signatory-handbook/organizing-for-action/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climateinteractive.org/themultisolvinginstitute/flower/
https://www.sustainabilityexchange.ac.uk/files/_resilience_framework_to_develop_a_climate_change_adaptation_plan_-_eauc_hebcon_-_september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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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碳目标倡议企
业成员净零排放

标准

线上课程《净零排放
标准》

线上课程《设定科学
碳目标》

1.5°C国际路径检索
工具

订立清晰明确的里程碑和目标 为净零排放倡议寻求创新融资方法

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
织和科学碳目标倡议

联合国全球契约
组织 气候分析

了解如何设定符合
科学原则的目标。虽
然此倡议适用于大

型企业，但当中原则
也适用于大学。

此线上课程采用互
动教学模式，介绍了

净零排放标准。

此线上课程介绍了为
实现净零未来，如何
设定以科学为基础的

目标。

了解更多有关国家层
面的脱碳途径。虽然
并非为大学专设，但
其为地区脱碳计划
提供交通、电力、工

业和建筑等方面的背
景资料。

融资、成本效益分析
导论和绿色融资

可再生购电协议 
(PPA)工具包

筹集资金校园气候
行动工具包

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瑞德福大学

评估成本和收益。

概述可供采纳的融
资方案。

该大学为大型
能源用户、能源消

费者、采购团体和地
方政府提供免费工

具。这些工具可助上
述电力用户经可再

生购电协议，与异地
可再生能源项目签订
合同，以实现其可再
生能源和碳排放的

目标。

这些工具还有助监
控参与方是否遵从

购电协议。

指导学生和行政管
理人员选择适合校
园可持续发展计划

的集资机制。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Net-Zero-Standard.pdf
https://info.unglobalcompact.org/net-zero-standard
https://info.unglobalcompact.org/SBTi
https://1p5ndc-pathways.climateanalytics.org/
https://secondnature.org/financing/
https://www.ceem.unsw.edu.au/renewable-ppa-tool
https://www.radford.edu/content/dam/departments/administrative/Sustainability/Documents/raise_the_funds_tool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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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循环基金

实施和管理指南
投资公平、低碳和可

再生经济
《您知道吗？2分钟

了解绿色债券》
挑战：十亿美元绿

色挑战 剑桥大学捐赠基金 校友和社区团体可持续捐赠研究所

为净零排放倡议寻求创新融资方法

可持续捐赠研究所和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促进协会
责任意识捐赠基金网络

（IEN)
亚洲开发银行 

 (ADB)可持续捐赠研究所 剑桥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可持续捐赠研究所 
(SEI)

此实用指南介绍了如
何设计、实施和管理

绿色循环基金。.

该机构采用同伴互
助学习网络，支持并
鼓励高校采用投资

策略，以创造一个符
合公平、低碳和可再

生原则的经济。

绿色债券等新型金
融产品提供创新

途径以应对气候变
化。

“十亿美元绿色挑
战”鼓励北美州的大
学、城市、学校、医

疗机构、机场和其他
组织投资自管的绿

色循环基金，以期为
提高能源效率提供

资金。

想了解更多有关该基
金的运作方式，可浏
览相关信息，包括该
基金向剑桥大学、各
学院及与大学相关慈
善信托及长期资本，

所提供捐赠及其所
持有款项。

列明校友可向哪些
大学主导的项目提供

财务捐助。

可持续捐赠研究所
进行研究、教育和外
联工作，以推动机构
对气候变化做出弹性

反应。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greenbill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GRF_Full_Implementation_Guide.pdf
https://www.intentionalendowments.o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wPnciVnRwo
https://greenbillion.org/the-challenge/
https://www.cam.ac.uk/about-the-university/how-the-university-and-colleges-work/cambridge-university-endowment-fund
https://alumni.uq.edu.au/give-uq/sustainable-world
https://www.endowment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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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绿色倡议
基金会

鲍尔州立大学和雪佛
兰汽车公司

操作指南：推行校园
绿色基金

碳定价
指引城市气候行动

计划的原则：用以校
园层面评估的工具包 

制定气候指标、目
标和转型计划的参

考指南

哈佛大学：绿色贷
款基金

为净零排放倡议寻求创新融资方法 监测、评估净零排放措施并从中吸取
经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第二自然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促进协会（AASHE）

ACCIONA 
Sustainability Sage软件开发公司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工作组 (TCFD)
可持续捐赠研基金

究所

了解更多关于学生主
导基金的信息。此基
金通过赠款向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提

供资金，助其推行校
园可持续发展项目的

工作。

鲍尔州立大学网络
研讨会分享了与雪佛
兰汽车公司合作的试
点经验，提及如何通
过专门研发的碳信用
抵消方法，来推行 “

碳减排倡议”。

了解更多关于校园
绿色基金的信息。这
些基金可用于培育项
目，并为实施符合可
持续发展的教育、研
究、运营、规划、行

政和培育人才等工作
提供资金。

了解碳定价，包括碳
水及自愿性影子价格

等不同方式。

该校园评估指南提
供了可供参考的指

标汇总表。

该指南向有关机构
介绍了如何按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 

制订指标、目标和转
型计划。

了解哈佛大学绿色循
环基金案例研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https://tgif.berkeley.e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86&v=bqO6SF06p98&feature=emb_logo
https://hub-media.aashe.org/uploads/AASHE_CGF_Guide_final-updated-2018.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A19HajQ_4&t=7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A19HajQ_4&t=7s
https://sustainable.sdsu.edu/_resources/files/2018-09-07-toolkit-for-campus-level-reviews.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5/2021-TCFD-Metrics_Targets_Guidance.pdf
https://greenbill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Harv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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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能源的快速
修复方法和长期

方案

哈佛大学能源
效益

VM0025校园清洁
能源和能源效率
模块化方法（维

拉 1.0版本）

绿色助推手册|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

减少校园能源需求

友善能源组织 哈佛大学 维拉 (Verr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该组织就高校管
理能源成本提供

建议。

了解该大学如何
实施其能源效益

项目。

此模块化方法通
过提高美国各级
学校校园的能源
效率和可再生能

源部署，为温室气
体减排量提供量

化框架。

了解如何引导师
生和校园社区践

行环保行为。

Advanced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Starter Starter

“WHY HEAT PUMPS 
ARE ESSENTIAL 

FOR THE FUTURE – 
EXPLAINED “

加州大学

脱碳战略替代天然气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转型成为电气化校园：校
园运营方案和成本估算

更换化石燃料型电器

Matt Ferrell on Curiousity 
Stream

Alex Andriatis（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研究生）

视频解释了热泵如何为
建筑物供暖和制冷。

大学若致力在运营过程
中淘汰天然气以达深度
脱碳，该资料具借鉴意

义。

此报告详细介绍了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转型
成为电气化校园的方案

和关键指标 。

AdvancedAdvanced

Proficient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

加州大学能源效率研究所
和国家生态分析与综合中心

（2018）

初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https://esource.bizenergyadvisor.com/article/colleges-and-universities
https://green.harvard.edu/topics/climate-change-energy/energy-efficiency
https://verr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vmd0038-campus-wide-module-v2.0-24-sep-21.pdf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publication/little-book-green-nudges
https://youtu.be/73qzU8vOc4U
https://www.nceas.ucsb.edu/sites/default/files/2020-02/UC_TomKat_Replacing_Natural_Gas_Report_2018.pd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e/2PACX-1vQituXFBpATW-eU-SXtkfK80NpO1X1TJTytTbih8ca3SoWe69FoRWLkFWFVodsT2NKY5Y0v9T6llsp5/pub


共享资源

98  // 净零校园指南

气候教室 101：

可再生能源

净零倡议：“工具箱”

（蒙纳士大学官网）
什么是物理购电协议

（PPA)可再生能源了解更多有关微电网的信息 什么是虚拟购电协议
（PPA)

建立校园
（或片区）微电网

采购可再生能源

国家地理杂志蒙纳士大学
义电集团

(Enel Power)
国际能源协会（IEA)微电网相关知识

义电集团

(Enel Power)

有助于了解更多贵
校有关替代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信
息。

此在线资源由蒙纳士大学
净零倡议创建，介绍了有关

微电网的信息。
可浏览物理购电协

议的解说视频。
浏览不同可再生能
源的详细分析和跟

踪报告。
该文用显浅笔触解释了何

谓微电网。
可浏览虚拟购电协

议的视频解说。

Advanced Advanced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Starter StarterStarterStarter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高阶

初阶

高阶

初阶

高阶

初阶

https://youtu.be/1kUE0BZtTRc
https://www.monash.edu/net-zero-initiative/toolbo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DwiRxu4ds
https://www.iea.org/fuels-and-technologies/renewables
https://microgridknowledge.com/microgrid-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HxfApxE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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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交通服务 运输需求管理

通过公私伙伴关
系发展可持续城

市交通系统

提倡可持续通勤方式

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

维多利亚交通 
政策研究所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和沙克蒂可持续 

能源基金会

该网站提供了
多个校內外的

交通方案链
接，包括屡获
殊荣的自行车
骑行计划。

相关资源为运
输问题提供创
新管理解决方

案。

此报告指出了在
交通基础设施领
域中建立公私伙
伴关系有何关键
障碍，涉及兴建
和运营公交车站
点、公共自行车
共享、私营城市
公交车、街道基
础设施和智能交

通系统等。

报告背景涉及南
亚和南半球国

家。

AdvancedAdvanced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将车队转型为电
动汽车

实施车队电气化
核查清单

汽车成本计算
工具

转型为零排放车队

智能追踪 
(Smartrack) 美国能源部美国能源部

这本免费电子
书概述了企业
可如何将车队
转型为电动汽

车。

此清单可用于
确保车队已准
备好使用电动
汽车和充电基

础设施。

该工具根据您驾
驶习惯的基本数
据，来计算车辆
的总拥有成本和
排放量。大部分
品牌和型号的车
辆也可用此工具
进行计算，包括
使用替代燃料

和先进技术的车
辆。

Proficient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Starter

世界自然基金会 
差旅政策

减少范围三排放﹕ 

公务差旅

推行可持续公务差旅

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美国）

此政策指引详细
说明世界自然基金
会在以下三方面如
何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包括差旅、通
勤和私人旅行。

此网络研讨会内容
丰富，气候专家和
商界领袖分享了辨
别、测量和减少范
围三排放量的最佳

方法。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https://taps.ucdavis.edu/
https://www.vtpi.org/tdm/
https://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ites/ppp.worldbank.org/files/2022-04/Final-Report-PPP-Models-for-Sustainable-Urban-Transport-Systems.pdf
https://smartrak.com/transition-your-fleet-to-electric-vehicles/
https://afdc.energy.gov/files/pdfs/ev-fleets-checklist.pdf
https://afdc.energy.gov/calc/
https://www.wwf.org.uk/sites/default/files/2020-09/SUSTAINABLE_TRAVEL_POLICY_2020.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W6r8HR2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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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现有建筑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能

源绩效 
大学引领循环经济

的十种方式循环经济采购框架如何符合被动房设
计原则能源工具包 东南亚国家联盟节能建

筑和建设路线图
在大学校园内推动

循环经济

更换碳密集和能源密集型设备 改装校园建筑
建造新型

可持续建筑
规划循环经济

《整体建筑设计 
指南》

循环合作社 (The 
Circular Collective）

艾伦·麦克阿瑟 
基金会被动房加速器国家适用技术中心 

（美国）
国际能源协会 

（IEA）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和麻省理工学院

此指南罗列了改
造项目要考虑的
关键建建议。 

此网页罗列了大学
可将循环经济原则
纳入其日常运营的

方式。

循环经济采购框架
有助企业在采购流
程中迈出第一步，
以推行循环经济

倡议。

该机构官网简洁明
了阐释了“经典五
大”被动房设计原

则。

一系列专为建筑业
主和管理者而设的
实用能效工具包。

此路线图可为东盟成
员国提供参考，用于
决定哪些节能和低

碳行动方案可行。相
关方案预计到2025

年、2030年或之后落
地实施，有助东盟各
国朝净零碳建筑目

标进发。

此项案例研究及相
关资料分享了麻省
理工大学推动循环
经济采用的方法，
及确保该校新废物
处理合同支持校内
循环经济而制定的

对策。

Advanced AdvancedAdvanced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Proficient Proficient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Starter StarterStarter

中阶

初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高阶

中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https://www.wbdg.org/resources/retrofitting-existing-buildings-improve-sustainability-and-energy-performance
https://www.thecircularcollective.com/post/10-ways-how-universities-can-lead-the-way-towards-circular-economy
https://emf.gitbook.io/circular-procurement/-MB3yM1RMC1i8iNc-VYj/
https://passivehouseaccelerator.com/passive-house/passive-house-design
https://www.ncat.org/energy/energy-toolkit/
https://www.iea.org/reports/roadmap-for-energy-efficient-buildings-and-construction-in-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executive-summary
https://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rticles/driving-the-circular-economy-on-a-university-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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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迈向节约资源型
生活方式 以物换物商店 |学生项目

规划循环经济

萨布丽娜·查克丽

TED与昆士兰大学合办演讲
佐治亚大学

萨布丽娜·查克丽创立了
布里斯本工具图书馆。这
是一家旨在减少家庭垃圾
和共享经济消费的社会企

业。
演讲号召大家重新思考消
费成瘾问题，并寻求有助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行

方案。

这所大学以物换物商店
鼓励大学师生在无需付
费的情况下，再利用和
维修旧物和实践循环经

济。

Advanced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

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
文化科学

零废物助实现净零排放
的重要性

绿色实验室﹕ 
最佳实践指南

不浪费、不愁缺：创建
零废物大学校园学生

手册

推行校园材料回收计划

我的绿色实验室 无废城市昆士兰大学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
分校

提供各种资源让实
验室的设计更加可持
续。当中包括一个数
据库，涵盖实验室所
用产品和设备为环境

带来的影响。

了解高校如何通过减
少排放废物来应对气

候变化。

此指南为昆士兰大学
实验室人员提供可持

续实践的参考。

报告详细介绍了一项
可持续发展学生项目
如何为大学校园带来

持久的变革。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中阶 中阶

初阶 初阶

https://www.ted.com/talks/sabrina_chakori_sharing_economy_towards_a_resource_light_lifestyle
https://sustainability.uga.edu/student-programs/swap-shop/
https://www.mygreenlab.org/
https://zerowastecities.eu/the-importance-of-zero-waste-in-helping-achieve-net-zero/
https://sustainability.uq.edu.au/files/5115/GLBestPracGde.pdf
https://scholarworks.umas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3&context=sustainableumass_student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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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采购指引1.5°C升温限制﹕ 
供应商参与指南

净零挑战﹕ 
供应链商机

衡量可持续发展﹕
环境影响

推行可持续采购

香港中文大学指数成长路线图
倡议 世界经济论坛 圣克莱尔全球服务

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通
过采用该指引，尽
可能确保校内使
用可持续的产品

和服务。

此指南为所有公
司提供实用指

导，帮助公司与其
供应商共议如何
制定和实施符合
1.5°C温控承诺的
目标，并立即着手

行动。

此报告详细介绍
了公司为实现净
零供应链可采取

的九项措施。

详细说明“生命
周期评估标准”
对环境影响如何
作出分类。相关
信息可为创设可
持续采购政策提

供指引。

AdvancedAdvancedAdvanced

Proficient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StarterStarter Starter

碳抵消是一种拖
延策略吗？ 黄金标准

2020年牛津大学
净零排放适用的

碳抵消原则

比较碳抵消标
准﹕解析资源碳
市场运作方式

购买碳抵消

半岛电视 黄金标准牛津大学 
（2020） 世界自然基金会

此视频提及与碳
抵消相关的挑

战。

详细了解有关气
候行动和发展干
预措施成效评估

的黄金标准，包括
量化、核证和成
效最大化三个方

面的要求。

此指南概述了如
何着手碳抵消工
作，以确保碳抵
消有助实现净零

排放。

此报告指出自愿
碳市场在减排当

中有何作用，并概
述了目前最重要
的碳抵消标准。

Advanced AdvancedAdvanced Advanced

Proficient Proficient

Starter Starter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中阶

初阶

高阶 高阶

初阶

https://www.srsdo.cuhk.edu.hk/images/documents/policies/sustainable-procurement-guidelines.pdf
https://exponentialroadmap.org/supplier-engagement-guide/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Net_Zero_Challenge_The_Supply_Chain_Opportunity_2021.pdf
https://cdn.scsglobalservices.com/files/resources/COM_ECS_INF_MeasureSustainability_v2-4_071912.pdf
https://youtu.be/ca-ewn4bWfc
https://www.goldstandard.org/
https://www.smithschool.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2-01/Oxford-Offsetting-Principles-2020.pdf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vcm_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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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等教育协作
提高能源效率 英联邦气候适应网络气候领导力网络

“奔向零碳”运动

(RACE TO ZERO)
大洋洲高等教育机

构永续联盟协会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

案网络全球气候中心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促进协会 
（AASHE)

担当推动变革的角色

芝加哥桥梁钢铁公司、
落基山研究所和芝加

哥教育改革联盟
英联邦大学协会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导
联盟（EAUC)和“第二

自然”组织

大洋洲高等教育机构
永续联盟协会

雅典大学和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网络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促进协会

此案例研究关于如
何联同其他教育机

构、市政府和公用事
业公司建立联盟。

英联邦大学协会成员
与更多社区团体所

组成的联盟。

“第二自然”组织针
对北美大学和高等
教育机构提出的标

志性项目。

此项联合国支持的
全球运动，召集高等
教育机构等非国家

行为体。参与运动各
方须严格执行其碳
减排计划，以期到

2030年达成全球排
放量减半的目标。

此非营利组织与大洋
洲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领导者合作。

此中心的使命是提
供以科学为基础的
建议，助应对气候

危机，并防止进一步
恶化。

可浏览网页了解更多
协会信息。此协会致
力引领高等教育领域
的可持续发展。协会
成员主要分布在北

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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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lobal-philanthropy.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Driving-EE-Through-Higher-Ed-Proof-09.pdf
https://www.acu.ac.uk/get-involved/commonwealth-climate-resilience-network/
https://secondnature.org/climate-action-guidance/network
https://www.educationracetozero.org/
https://www.acts.asn.au/
https://unsdsn.globalclimatehub.org/
https://www.aas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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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气候而
改革大学”项目 
（CLIMATE-U)

解决方案中心肯尼亚绿色大学
网络

国际可持续校园
网络

教育界可持续发
展领导联盟： 
国际大学气候

联盟

研究人员和独
立非政府组织

（RINGO)

解决方案高等教
育机构气候框架 

气候联盟：国际大
学气候联盟

担当推动变革的角色

“为改变气候而改
革大学”项目 第二自然肯尼亚绿色大学

网络
国际可持续校园

网络
可持续发展领导联

盟（EAUC)
研究和独立非政府

组织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

案网络（北欧）国际大学气候联盟

此联盟拥有多个目标，
详情如下：一、专注于
支持中、低收入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二、评估大学联盟成员
现时课程、研究和社区
参与活动中涵盖多少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
容；三、促进高等教育
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
发展影响的理论发展

和理解，并帮助成员建
立和加强所在国家、地
区和全球大学网络的

联系，以此增加有关气
候变化的知识交流。

查看更多在校园
内实施碳减排

和节能的活动示
例。

此功能网络由肯
尼亚高等教育机
构组成，旨在教

育、培训、校园运
营和学生参与方

面，将环境考虑、
低碳气候适应能
力发展策略和可
持续发展三方面

融入其中。

此网络覆盖六大
洲逾30个国家的

90间大学。

此联盟是英国和
爱尔兰两地持续
和高等教育的环
境和可持续发展

的倡导者。

了解更多关于九
个非政府组织的
信息。这些组织
皆获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认

证。

建立此网络的出
发点是为北欧或
瑞典的大学制定
具体气候行动策

略。

此联盟代表全球
在气候研究领域
领先的研究型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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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imate-uni.com/
https://secondnature.org/solutions-center/
https://www.kgun.org/
https://international-sustainable-campus-network.org/
https://www.eauc.org.uk/home
https://ringosnet.wordpress.com/
https://www.unsdsn-ne.org/our-actions/initiatives/climate-framework-for-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https://www.universitiesforclim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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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气候数据库
在大学教授气候变化知识：针
对持续变化的气候改造大学 

（工作论文系列编号：8）
“净零与我”先导计划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青年网络 全球科学界友好协作指引

   加强与学生团体合作交流 提倡合乎净零排放理念的教育、研究和创新项目

碳简报和牛津气候新闻网络
“为改变气候而改革大学”项
目；特里斯坦·麦考恩教授的

论文
蒙纳士大学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自然—生态与演化》期刊

此公开数据库可让公众进行检
索，用以联系气候科学、气候
政策和能源三个领域的科学

家和专家。

此论文为探讨气候问题对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的潜在影响，对
本体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
互依存）、认识论（有效知识、
学术范畴和不同传统知识的来
源）和价值论（气候正义、政府
的权威局限和美好生活本质）

三个论说进行研究。

此计划让学生参与在内，旨在
提高学生对蒙纳士大学气候行

动倡议的关注。

该机构为可持续发展解决方
案网络的分支，动员青年实现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气

候行动。

此论文就国际合作提出指导
原则，期望科学界的国际合

作更加包容和公平，并最终惠
及合作各方，产出更富意义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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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global-south-climate-database
https://www.climate-uni.com/_files/ugd/f81108_9a47d83d005745b0bdf3bbab98680a54.pdf
https://msdi-education.edu.au/news/net-zero-me-pilot
https://www.sdsnyouth.or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21-01496-y?pro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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