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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武传燕　赵海谦　王忠华通讯作者

（东北石油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000  ）

摘要：为满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实现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优化升级，发挥专业课程育

人功能，本文以“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研究对象，对正在执行的培养方案目标及课程体系进行了分析，给

出了“双碳”背景下培养方案目标及课程体系改进建议，以实现本专业对“双碳”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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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中国向世界做出实现“双碳”目标的

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 年 12 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

碳中和作为 2021 年要做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并明确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中国之前的高能耗快增长的发展模

式已经无法持续，因此需要教育从不同维度推动发展模式和产业

结构的转变。

为了实现碳中，教育方面应当聚焦在能源转型和技术创新两

个方面。由于国情原因，目前中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的使用比

重仍然非常高。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在 2060 年大幅降低

化石能源的比重，同时将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到能源消费的 80%

以上，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脱碳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在

技术创新方面，要强化“双碳”目标下的专有人才的培养，同时

要加大研发的力度，在风光发电和储能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推

动实现能源结构的根本转变。

为满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专业人才

培养需求，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方案》中的重点任务内

容要求，加快传统能源动力类、电气类、交通运输类和建筑类等

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培养转型升级。以一次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为重点，加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专业人才培养。以二次能源

高效转换为重点，加强重型燃气轮机、火电灵活调峰、智能发电、

分布式能源和多能互补等新能源类人才培养。以服务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为重点，以智能化、综合化等为特色强化电气类人才培养。

以推动建筑、工业等行业的电气化与节能降耗为重点，加强交通

运输类和建筑类人才培养。

如何培养出符合国家需求的“双碳”人才？多地高校已有具

体行动——围绕“双碳”陆续成立相关学院，为人才培养打下坚

实基础。

本文以“双碳”人才的培养为目标，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对

能动专业培养方案进行研究，将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进行优化升

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慧。

一、“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方向建设的基本特

征

（一）“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对专业人才要求

1.“双碳”人才应具有开阔的视野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顺应全球低碳发展大势，实现

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2022 年 5 月“双碳”人

才市场调查 “双碳”人才需求火爆，一季度同比增长 408.26%；同时，

“双碳”人才首次进入《成都人才白皮书》的需求清单。社会对“双

碳”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符合国家需求的“双碳”人才，首先

要对“双碳”有深入理解，“双碳”不仅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

的范畴，而且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升级转型，也涉及每个人的生活，

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进程。这需要“双

碳”人才具有开阔的视野，使其思想、心胸和所具有的知识不局

限在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领域，能够把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领域扩大，以更稳妥地达成目标。

2.“双碳”人才应该具备扎实的基础科学素养

“双碳”转型是基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必须立足于科学技术，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追求“双碳”目标的达成过程中，“双碳”

人才可以利用自身所学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技术对社会

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不断甄别可行的技术和模式。

3.“双碳”人才需要有创新意识

“双碳”是中国提出的两个阶段碳减排奋斗目标，要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双碳”人才必须能够打破以

往的思路框架，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的培养要求各高校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

需求，发挥地域特色优势，依托高校优质资源，聚焦双碳目标和

能源革命，大力开展以碳减排为目标的创新创业活动。

4.“双碳”人才需要更多跨界的能力

低碳发展涉及交通、建筑、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双碳”人才不仅应具有能源和

碳减排等相关的理工科专业知识，还要具有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

而这一能力的培养要求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更多的交叉学科建设。

（二）“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基本特征

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绿色经济体系来实现。因此，能源与动力

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这一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

多学科知识，这是由“双碳”背景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特性所决

定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跨界能力，对产业发

展与未来技术能够起到引领作用。因此，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不

仅要求学生具备传统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扎实的热功转换理论基

础、传热学基本知识、能源转换所涉及动力设备的基本工程知识

等，还需要加入新能源储能、氢能以及碳普及等方面的知识。因此，

传统的“设置院系—开设专业—培养人才”的以学科建设为基础

的课程设置已不能满足“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

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专业方向必须响应国家号召、紧随行业

趋势、紧扣行业需求，聚焦行业前沿、适应行业发展、多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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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融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要以专业为本，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能动学科

优势，不断创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慧。

二、“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研究

本科教育是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最基本最重要

的体现，是学校各类教育之本。高校培养人才的统领性文件是人

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的制订、课程的设置等直接影响着高校人

才培养的方向与内容。

（一） 现有人才培养方案存在问题

要保证“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

实现，必须根据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的产业发展需求、结合应用

型高校办学特色和对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目前，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工程领域相关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

能够适应行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且要求学生具有宽广的国际化

视野、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较高的道德素质

和文化素质，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毕业后能在

石油石化行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及新能源等能源动

力领域从事工程设计、科学研究、教学、施工及管理等工作。

通过对现有人才培养目标研究发现，现有人才培养着重于传

统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并未体现出在新能源

储能、氢能以及碳普及等领域对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不符合“双

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现有方案课程

结构以学科知识及能力素养为体系，这与“双碳”背景下多学科

交叉融合特色不符。

（二）“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的设置

1. 现行专业课程设置问题分析

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主要由必修课、选修课、

通识教育选修课、实践环节来构成。其中，必修课学分占最低毕

业学分的 60%，选修课与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占最低毕业学分的

22%，实践课学分占最低毕业学分 20%。

现行的培养方案中必修课主要为思政课、综合基础、外语、

计算机、体育、学科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具有代表性的课程为：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计算机语言、大学英语等。本专业学生的

基本能力和素质的课程开设比较完整。

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包括：学科基础、专业技术基础、通用模块、

热能动力工程方向。具有代表性的课程为：线性代数、工程基础

化学、工程制图、锅炉原理、汽轮机原理、热力发电厂等。

实践课的课程设置见表 1。

表 1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修读学期

军事技能训练 2 周 1 1

能源与动力工程创新创业实践 32 2 7

认识实习 1 周 1 4

大学物理实验 48 3 5-8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40 2 8

工程实训 2 周 2 4

汽轮机原理课程设计 40 2 10

锅炉原理课程设计 40 2 10

热电厂系统课程设计 40 2 12

生产实习 2 周 2 12

热交换器课程设计 40 2 14

能源与动力工程毕业实习 3 周 3 15

能源与动力工程毕业设计 14 周 9 15 － 16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实验 16 1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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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课程设置比较分析可以看到，

对于提高学生跨专业技能的相关课程较欠缺，开设的课程很少涉

及甚至没有提到储能、氢能、循环经济、碳汇、国际政治经济等

相关内容。

2. 专业课程设置建议

建议减少必修课学分增加选修课学分，在选修课中添加储能、

氢能等新能源相关内容；加强重型燃气轮机、火电灵活调峰、智

能发电、分布式能源和多能互补等新能源类课程；为学生提供循

环经济、碳汇、国际政治经济等课外学习内容，突出课程设置的

前沿性和交叉性，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学生按照自己

的兴趣爱好、学习计划进行选择，且完成相应课程学分。实践教

学课程设置中应充分利用学校、专业现有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

中心，鼓励专业联合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中试基地、产教融合

创新平台等，在校内外平台基础上开设“双碳”人才培养实践课程，

通过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培养出满足国家需求的“双碳”人才。

三、结语

在“双碳”背景下，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必须积极进行教育

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推动专业的升级改造研究，合理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通过对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合理设计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突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在“双碳”背景下人才培养的

优势，主动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才能让能源与

动力工程专业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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