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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人才缺口大，高校布局研究院

“双碳”人才市场需求大
就业职位扩增

“双碳”发展涉及多个自然

学科和社会学科，相对于已经有

一定发展基础的欧美国家来说，

我国“双碳”工作涉及的环节更

多、时间更近、任务更重。因此，

更需要一大批具备高素质、高水

平的人才来支撑。

我国“双碳”人才的缺口较

大。领英全球发布的《2022年全
球绿色技能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指出，绿色人才在全球劳动

力占比正逐渐上升，由 2015年
的 9.6%上升到 2021年的 13.3%，
其增长率高达 38.5%。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公布的一组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

需要的“双碳”人才在 55万—100
万名左右。而目前的相关从业者

仅为 10万名左右，存在较大的
人才缺口。

人才培养需要一定周期，我

国 2021年起增加的“双碳”人才
需求遇到了供应瓶颈。为着眼

“双碳”人才培养，新的顶层设计

也已全面展开。

2021年 10月 24日，国务院
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提到培育一批节能

降碳和新能源技术产品研发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碳

达峰、碳中和人才体系，鼓励高

等学校增设碳达峰、碳中和相关

学科专业。

2021年 10月 26日，国务院
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指出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鼓励高等学校加快新能源、储

能、氢能、碳减排、碳汇、碳排放

权交易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建设一批绿色低碳领域未来技

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和示范性

能源学院。

2022年 4月 29日，教育部
印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

案》，以推进高校碳中和的紧缺

人才培养，并提高“双碳”相关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

2022 年 9 月 27 日，人社部
公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其中，新增

的绿色职业就有 134 个，约占
职业总数的 8%，碳排放管理
员、碳汇交易师等均为新增收

录的职业。

从近两年公布的政策文件

中不难看出，国家将强化高校

“双碳”学科能力建设，加快培养

低碳行业人才，为我国低碳转型

发展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

人才保障和专业支撑。

“双碳”专业的就业前景如

何？从求职网站公布的两份报

告中可得出答案。猎聘网此前

发布的《2022Q1 中高端人才就
业趋势大数据报告》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的热门细分领域

中，新发职位增长最多的是碳

中和领域，同比增长 408.26%。
同时，求职招聘社区发布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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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数据显示，2022 年企业招
聘总职位量同比减少 21.67%，
但碳中和行业职位量扩张态势

明显，增长了 296.9%。

高校纷纷布局研究院
相关专业面向社会招生

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布局

“双碳”学院及研究院建设，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涉及碳中和的

“双一流”高校就有 21所。
比如，厦门大学设立碳中和

创新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设

立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北京工业

大学设立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培育

科研高地，孵化人才。

除开设“双碳”相关学院、研

究院外，部分高校在与“双碳”相

关的新专业获批与招生方面也

动作频频。

与“双碳”相关的新专业有

哪些？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2
年度及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专

业包括碳储科学与工程、氢能科

学与工程、可持续能源、智慧能

源工程、生物质能源与材料、资

源环境大数据工程、湿地保护与

恢复等。

其中，设置碳储科学与工程

专业的学校较多。重庆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所高校为我国首批获批碳储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高校。2022年已
面向社会招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华

北电力大学、长安大学、华北理

工大学、东北石油大学、西南石

油大学成为全国第二批获批碳

储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校。计

划陆续在 2023 年秋季开始招
收本科生。

另外，数字经济、建筑电气

与智能化、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汽车工程、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生态学、能源互联网工程、

能源化学工程等专业，也是备案

热点。

已经审批的“双碳”新专业，

除了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外，氢

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华北电力

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安徽工业

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有开设；

可持续能源专业在上海交通大

学和福州大学有开设；智慧能源

工程专业在北京交通大学和上

海交通大学都有开设；生物质能

源与材料在大连工业大学和陕

西科技大学有开设；资源环境大

数据工程专业河北地质大学有

开设；湿地保护与恢复专业西南

林业大学有开设。

2022年 8月，教育部在答复
“关于建立健全碳中和教育相关

一流课程与教材体系的提案”中

也有介绍，全国共设置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21
个与碳达峰和碳中和领域直接

相关本科专业，布点 2223个。
（据《中国环境报》）

14
２０23．7.1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安大、合工大
均设“双碳”专业

目前，“双碳”相关的有十大

专业，分别为储能科学与工程，

氢能科学与工程，碳储科学与工

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可持续能源，智慧

能源工程，电动载运工程，智能

建造与智慧交通，生物质能源与

材料。在安徽，安徽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相关专

业，聚焦新能源偏多。

记者调查获悉，目前合肥工

业大学与安徽大学均开设相关

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合肥

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开设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安徽工业大学则开设有“氢能科

学与工程”与“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总体看来，安徽高校“双碳”

专业重点聚焦“新能源”行业。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中国

科技大学虽然没有专门的“双

碳”本科专业，但其建有碳中和

研究院，围绕“双碳”从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科技创新、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等方面推进多领

域、多学科交叉研究，推动节能

低碳技术的集成创新和应用创

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

国家首批“新能源”专业
招生人数逐年递增

合肥工业大学的“双碳”专

业来自材料工程与科学学院，与

之相关的专业名称为“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专业。该校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周如龙教授

告诉记者，该专业自 2010年开
设，并于当年开始招生。“当时正

是为了适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需求，向国家申报了这个

专业，它也是我们国家获批的首

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

每一年，这一专业都会招收

两个班约 90人。“从招生的录取
分数线以及填报的第一志愿来

看，新能源专业一直是近年来较

为热门的专业。可见其对家长和

学生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周如龙表示。

此外，该专业的考研录取率

较高，可以达到 50-60%。
安徽大学材料工程系系主

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负责

人李鹏老师表示，该专业同样开

设于 2010年，2011年开始招生。
从招生人数来看，是逐年递增

的。“2011年招生时，只招 40人，
但随着国家对‘双碳’的重视，

2021年到 2022年已经增加到 95
人，今年计划招生 100人以内。”

就业：专业方向与
产业链息息相关

采访中，记者发现，安徽当

地高校开设的“双碳”专业发展

方向多为化学电源、新型光电

材料及器件、太阳能等，而毕业

后就业的单位更是与合肥的新

能源汽车、芯片、节能环保等产

业链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些

当地高校培养的“双碳”相关毕

业生可以直接向合肥相关企业

输送。

杨健是合工大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专业 2020 届毕业生，研
究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

生毕业后，他再次选择回到合肥

就业。

为什么再次选择合肥，这位

山西小伙告诉记者：“大学四年

对合肥的感情很深，合肥算是我

的第二故乡。”杨建说，其实最重

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学的专

业与合肥的产业关联度紧密。

“我现在从事的是半导体设计，

特别是车载芯片的设计，与新能

源汽车、自动驾驶都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而合肥对这一块产业

有着清晰的布局，且非常重视新

能源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与我职

业规划很契合。”

专家：建议“校企共建”
培养专业人才

“全国目前共设置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等 21个与‘碳
达峰’和‘碳中和’领域直接相关

本科专业。”安徽省人力资源管

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永胜

认为，“双碳”会和 20年前的互
联网一样，成为解决就业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领域。

此外，“双碳”专业都是理工

科为主，人才培养的方式应以实

际操作能力为主，相应地需要配

置各类实验室、实验器材以及具

有实际动手能力的指导老师。王

永胜建议，本土高校和当地政府

应当联合，建立起校企共建、共

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模式。

（据《合肥晚报》）

安徽多所高校开设“双碳”相关专业

西南石油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是我国能源类高校和地矿油类高校
中第一个成立的碳中和研究院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志

愿填报工作的开

启，如何报考合适的学校和

专业，便成了各位学生和家

长眼下最关心的话题。

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提出以来，业界对“双碳”人

才需求激增，金融、能源、教

育、环保等多个行业都急需

“双碳”人才。行业多位专家

预测，“双碳”领域未来 10

年—15年间都将处于蓬勃

上升阶段。“双碳”行业就业

前景如何？高校新开设的“双

碳”专业有哪些？记者对此进

行了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