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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路径探究 
易  敏 1.2 

（1.广西科技大学  柳州  广西  545006；2.菲律宾克里斯汀大学国际学院  马尼拉  菲律宾  1006） 

摘  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走科技创新生态化发展之路，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必然趋势。地方高校作为科

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对其实现科技创新生态化路径进行探究，不仅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要求，也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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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road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universities explore the ecological pa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but als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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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是人与自然相处

的新境界。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党代会报告，

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正式确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伴随着对环境和

资源的污染和破坏不断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决议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科技作为第一

生产力，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亟需依赖科技进步。为适应

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科技创新需要实现“生态

化”。走科技创新生态化发展之路，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中科技

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意义 

（一）哲学意义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科技发展导致生态危机

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呼唤着科技的“生态化”转型。一方面，

人类狭隘的科技价值观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单一

的实证主义科技方法论严重破坏生态平衡。[1]科技创新生态化，让

人们重新塑造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减少因科技发展引起的自然侵

害，利用科技改善生态、保护大自然，从而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 

（二）现实意义 

科技创新生态化与传统科技发展理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将生态

文明理念引入到科技创新工作中，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强调把

保护环境、爱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纳入到科技创新体系之中，既

注重科技的实用性与创新性，也注重科技的生态性，协调好人与自

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2]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存在不少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

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仍很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

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我国经济发展想要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摒弃长期以来依靠大规模投人、高资源

消耗以及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要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

化中,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态环境需要。我国少数生态污染问题根深蒂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还要下大力气，要有持续的生态技术创新支撑。通过开发和利用新

能源、新工艺等方式升级改造高能耗、低产出的传统产业可以推动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也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可

持续社会的建立。 

高校作为科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聚集着科技创新人

才和专家，在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等方面具有天然

优势，是科技创新生态化的主力军，高校要适应新时代发展形势，

勇挑重担，释放高校的基层研究、科技创新的潜力，聚焦国家战略

需求，捕捉科技前沿核心技术，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科技创新发展

的全过程。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生态化建设，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化的

引领，不仅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要求，也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二、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基本情况 

（一）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缺乏顶层设计。虽然早在 2008

年，北京大学就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开设环境技术市场化示范课，

成为我国首个跨学科研究气候变化的专题课程。2018 年 5 月，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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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３所高校首次倡导的中国高校生态文

明教育联盟正式成立。[3]但是我国地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起步晚、

发展慢，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形成相应的保障制度、

相关法律法规和建设标准，在操作层面缺乏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与

监督考核机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生态教育缺乏明确的指

导，对高校绿色校园建设也缺乏实际的要求，对科技创新生态化的

政策指导更是缺乏，目前与科技创新生态化相关的的仅是在部分科

研项目申报分类上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项目分类。 

（二）地方高校缺乏科技创新生态化理念。目前地方高校对生

态文明建设认识不足，从地方高校管理层面到教师层面缺乏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视，一方面，“粗放式发展方式”对生态文明教育产

生负面影响，我国经济近 40 年高速增长，缺乏很好地处理经济建

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走过“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

治理”的弯路。另一方面，“应试教育模式”对生态文明教育产生

消极影响。我国教育长期存在功利性倾向，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

响致使生态文明教育徘徊于国民教育的边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

重视。[4]地方高校对于生态教育理念、生态教育课程及师资方面没

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导致学校师生生态意识提高缓慢。生态教育意

识淡薄、缺乏生态理论与行为的良好结合；课程体系建设滞后、师

资水平参差不齐、教育不系统、教材内容陈旧等问题也同时存在。
[5]生态教育的滞后也导致了高校对生态科技创新的缺乏重视,不能通

过政策和搭建平台促进学校科研工作者开展生态科技创新工作。 

（三）地方高校生态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运行

机制和理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地方高校科技生态创新

的意识还很薄弱，与发达地区高校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教师缺乏生

态科技创新的能力。高校教师的知识范围往往局限于其研究领域的

专业知识，对生态知识和生态文明内容缺乏了解。特别是在关键领

域、关键生态技术方面创新创造能力有待进一步地挖掘与提高。生

态科技发明专利数量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产业化及市场化应用率

低。特别是对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生态科技创新能力和组织管

理能力亟待改进与提高。[6]如果教师缺乏对生态文明的深刻认识和

生态知识的储备，就必然无法承担起生态科技创新的重任。 

三、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路径探究 

（一）树牢生态文明理念，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

一系列发展理念,党和政府相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

一系列战略方针政策，开启了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

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

方面发展提供美丽的环境和清洁的能源，筑起生态发展的屏障和底

色，也是我国参与治理全球环境，提升我国环境竞争力的核心优势。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生态化的重要实施主体，要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形

势和要求，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构建高校科研体系中，融入

生态文明理念，以生态文明科研体系的完善性保证生态科技创新的

常规、系统化和效果的长效化。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把生态文明理

念引入到科技创新工作中来，遵循生态发展规律，各项科研成果要

紧紧围绕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人

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二）做好顶层制度建设，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保障。

首先，国家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发展方向，加强对科技创新生态化的政

策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人、财、

物的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高校积极开展生态科技创新活动。其次，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生态化的主体，要提高对科技创新生态化建设的

重视，主动承担科技创新生态化的重任。将生态科技创新纳入高校

生态文明教育、科研工作等系统中，制定政策鼓励支持开展生态文

明教育，引导教师主动参与生态科技创新工作。此外，高校始终要

把建设生态文明这一任务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鼓励学校各部门提

升生态文明意识、学习借鉴国外新技术、进行环保技术交流，以提

升生态科技创新水平，加大绿色校园建设，从而影响学校教师的生

态文明意识。 

（三）加大生态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

生态化的关键。首先，要加强高校科研工作者的生态文明教育。没

有对高校科研工作者的生态文明教育，就很难推进科技创新生态化。

通过生态文明教育，深化高校科研工作者的科技意识和环境保护意

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其次，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生态科

技创新型人才。人文社科类的科研工作者可以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和

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规律，重视和加强对生态学、环境

科学等学科的研究，为人类更好地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科研成果；理工类的科研工作者要积

极参与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绿色发展和智能技术等学科研究，面

向绿色制造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着力

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科技理论创新、技术变革。此外，高校在开展

生态科技创新研究中,要为生态科技创新型人才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

科研创新共享平台，加强高校科研工作者科研，促进生态文明教育

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有机联合。 

（四）加强与企业项目合作，是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长效支

撑。高校与企业进行合作既是高校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

企业等谋求特色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更是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支撑。高校与企业通过整合校企优质生态文明和生

态技术教育资源，在生态环保项目方面加深紧密合作。通过对接企

业，及时把高校的生态科技成果转化成绿色能源产品，这不仅能有

效地推进绿色能源开发和绿色生产活动，更是对高校教师开展生态

科技创新的肯定和支持。同时在新时期，绿色创新型技术已经成为

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谋求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高校和企业合

作过程中需要注重高校与企业的在生态资源方面的优势互补和信息

资源共享，比如能够从事生态项目研发的企业通常具有强大的资金

实力，而高校具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可以实现

资金变为技术，技术变为资金，推动生态项目、生态产品研发以及

高校科技创新生态化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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