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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广西高校绿色校园
建设现状调研及建议

●韦彩洋　李春梅　彭德辉　陈嘉鑫　张倩勉∗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其绿色校园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次

调研覆盖了广西８９所高校及９９３位在校师生,重点考察了新能源利用、节能减排、环保教育及校园管理等方

面的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广西高校在建设绿色校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如６６％的高校使用了太阳能路

灯,８９．９％的高校贴有节约类标识.然而,广西高校在建设绿色校园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４３．８％的高校未

实施水电使用限制措施,２０．２％的高校未进行垃圾分类,以及近六成受访者有剩饭剩菜习惯,超七成受访者常

使用一次性筷子等.基于这些现状,本文提出了加强环保意识宣传、完善绿色校园建设标准体系、推广绿色

技术应用等建议,以期推动广西高校建设绿色校园的持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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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设绿色校园的必要性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首次提到“绿色校

园”的含义：学校在实现其基本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将可持

续发展理论作为导向，在全面的日常工作中将可持续发展思

想纳入管理中。 学校通过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开展有效的

环境教育活动，创设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促进师生、家长

和专家参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行动，全面提高师生的

环境素养。

高校绿色校园建设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绿

色校园建设有助于高校应对气候变化。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高校能够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工作，并履行

社会责任，获得政策支持和认可。 其次，绿色校园转型注

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

生态系统。 绿色校园建设有助于高校合理利用资源，提高

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并为学生提供更健康的学习和工作环

境。 最后，绿色校园转型还具有教育意义和经济效益，能

够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绿色校园转型还可

以降低学校的运营成本，实现经济效益，并促进学校在教育

和管理上的创新。

广西高校绿色校园建设现状调研及结果分析

(一)调研方法

为了研究在“双碳”背景下广西高等院校是否将绿色低

碳机制、节能降碳等落实到位，本研究以８９所广西高校、

９９３位在校师生作为调研对象，从设备设施使用、校园管

理、教师和学生的行为等方面进行调研，设计了“广西高校

绿色校园调查”问卷并进行调研。

(二)调研结果及分析

１．广西高校环保实践调研结果

本研究针对广西８９所高校的太阳能路灯、环保节约类

标识、限制水电用量、校园垃圾分类等情况进行调研，调研

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广西高校环保实践调研结果

图１结果显示，所调研的８９所高校中，６６％的校园路

灯采用了太阳能作为电源，而剩余的３４％则未采用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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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凸显了广西高校在照明设施能源利用上的环保趋

势，显示出高校对太阳能这一可再生能源的高度重视和广泛

应用。 太阳能路灯的普及不仅有助于减少高校对传统电力

的依赖，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为构建绿色、低碳的校园环

境贡献力量。 ８９．９％的学校在校园贴有诸如节约用水、节

约粮食等标识，这表明这些学校正通过实际行动引导学生树

立节约意识，助力低碳生活。 ４３．８％的高校尚未实施水电

使用的限制措施。 此外，调研显示有约２０．２％的高校未进

行垃圾分类，这反映出在垃圾分类这一环保行动上，部分高

校仍存在不足之处。

２．广西高校师生环保行为调研结果

本研究针对广西高校中的９９３位在校师生进行调研，调

研覆盖四个关键环保行为，包括剩饭剩菜，使用一次性筷

子，随手关灯关风扇习惯，参与绿植种植养护活动及意愿，

调研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校师生环保行为调研结果

调研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有剩饭剩菜习惯，这反映

出校园内食物浪费问题较为突出；超七成受访者常使用一次

性筷子，这表明便捷性仍是高校师生选择的重要因素，其环

保意识有待加强；近九成受访者有随手关灯关风扇的习惯，

这显示出高校师生有较高的节能环保意识。 此外，绝大多

数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或已参与绿植种植养护活动，这体现

了高校师生对低碳绿色校园建设的积极态度。

３．广西高校师生对绿色校园转型认知的调研结果

针对“绿色校园转型的必要性”问题，接受调研的师生

持不同的观点，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高校绿色校园转型必要性调研结果

图３数据显示，８６％的受访者认同绿色校园转型的必要

性，而１４％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 笔者通过分析反对意见

的原因可知，持反对意见的师生中，认为目前他们所在校园

已达到绿色校园标准以及不了解绿色校园概念的均占了

６％。 数据表明，绿色校园转型在广西高校中获得了广泛支

持，但也面临部分师生对绿色校园转型认知不足和存在理解

差异等挑战。

高校绿色校园建设的建议

(一)加大绿色校园宣传力度，增强师生环保意识

第一，高校需要进一步推广太阳能路灯的应用，逐步淘

汰旧有的传统路灯，从而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校园能源结构中

的占比。 第二，高校需要设定并执行一系列水电使用的规

定，激励师生节约使用水电资源，进而提升能源的利用效

率。 第三，高校要提升垃圾分类的教育力度，增强师生的

环保意识，确保垃圾分类工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第四，

高校要倡导节约粮食的精神，降低食物浪费现象，并推广使

用可循环使用的餐具，以此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消耗量。 第

五，高校要加大对绿色校园理念的宣传力度，深化师生对绿

色校园转型的认识和理解，形成共同的环保理念，携手推进

绿色校园的建设。

(二)构建绿色校园建设标准体系

高校可以根据 GB/T２４４２１．２Ｇ２０２３《服务业组织标准化

工作指南 第２部分：标准体系》，综合考虑绿色校园的发展

现状及其内在要素，构建标准体系框架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绿色校园标准体系框架图

该框架图的顶层由标准化方针目标、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文件以及指导标准构成，为下层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

整个体系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研、绿色生活、绿色管理与

制度以及绿色评价与反馈五大子体系。 高校构建绿色校园

标准体系，能够对绿色校园建设有总体的规划，为绿色校园

建设指明建设方向。 同时，绿色校园标准体系能够为绿色

校园的建设提供建设路径。 当高校需要扩建或新建校区

时，可以侧重于绿色生活、绿色科研方面，通过采取节能环

保措施以及在建设中采用绿色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等，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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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校园的建设。 此外，绿色校园建设路径有助于高校在

建设校园时，侧重于绿色教育与管理制度，通过开设绿色课

程、制定有助于节能降碳的管理制度来增强高校全体师生的

环保意识。

标准体系的实施是绿色校园建设的核心。 首先，高校

可以根据SMART原则设定绿色校园建设目标并制定详细

的实施计划，包括成立专项小组、制定方案、宣传动员等。

其次，在标准体系的实施过程中，高校应强化环境教育、校

园绿化、能源优化、垃圾分类与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评

估机制可以采用PDCA循环，即计划—执行—检查—改进，

确保对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高校应根据评估机制，定

期监督检查标准体系的实施情况，组织专家评估验收，并总

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实施方案，以推动绿色校园建设的深

入与持续发展。

高校绿色校园建设调研结论及展望

(一)高校绿色校园建设调研结论

(１)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在广西高校中，超过一半数量

的高校在照明设施用电来源以及节约意识建设方面呈现出了

较良好的环保趋势。 然而，在水电使用限制与垃圾分类方

面，高校还需在节能减排和环保行动方面进行改进。

(２)在个人行为习惯方面，师生在剩饭剩菜、一次性筷

子使用等环保方面没有树立有效的环保意识。

(３)对于绿色校园转型，虽然大部分师生支持向绿色校

园转型，但仍有部分师生对于绿色校园的概念缺乏深入了

解。 此外，高校在推进绿色校园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资源短

缺、资金不足等问题。

(二)高校绿色校园建设展望

(１)高校在绿色校园建设的道路上需持续努力，如完善

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础。 加强学校管理

和环保教育，提升师生环保意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校

园，是高校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人才的关键。 同时，

高校鼓励师生参与绿色环保的社会实践，将绿色低碳理念融

入教育体系，有助于高校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环保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的人才。

(２)高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绿色校园标准体系，确

保标准体系与实际建设需求相契合，推动其在校园建设中的

实际应用和完善，提升绿色校园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３)高校需要鼓励和支持科研团队在相关领域进行技术

创新和研发，推动绿色技术在校园内的广泛应用，为绿色校

园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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