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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院校关于海洋碳汇产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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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如何有效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问题。首先，深入分析了海洋碳汇产业在减缓

气候变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和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接着，讨论了应用型本科

院校在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方面的现状，指出当前在培养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与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路径的创新策略，包括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创新，加强跨学科知识的融

合；深化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同时，强调政府

的引导与支持作用，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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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technical talents required by the marine carbon sink industry. Firstly, the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rine carbon sink industry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uniqu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talents. Th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in cultivating technical talents for the marine carbon sink industry, poin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faculty, and teaching resour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the cultivation 

path, including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deep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jointly establish practical teaching ba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culty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meanwhile, it emphasizes the guiding and support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viding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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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海洋碳汇作为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海洋碳汇

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土壤固碳等方式，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海洋碳汇产业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也愈发广阔。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在海洋碳汇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充分发挥其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等方面的优势，为海洋碳汇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助力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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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碳汇产业概述及其技术人才需求

（一）海洋碳汇产业及其技术特征

海洋碳汇产业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土壤固碳等方

式，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并将其储存在生物圈或

地质圈中的产业。[3] 海洋碳汇产业的主要类型包括林业海洋碳汇、

农业海洋碳汇、土壤海洋碳汇等产业。海洋碳汇产业技术具有综

合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等特点。综合性体现在海洋碳汇产业技术

涉及生态学、林学、土壤学、气象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需要跨学

科知识的融合和应用。前瞻性体现在海洋碳汇产业技术需要紧跟

全球气候变化和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

级。[4] 创新性体现在海洋碳汇产业技术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海洋碳汇

方式和提高海洋碳汇效率的方法，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海洋碳汇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二）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需求分析

目前海洋碳汇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随着碳

交易市场的逐步完善和海洋碳汇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海洋碳汇计

量评估师、碳排放管理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这

些专业技术人才在海洋碳汇产业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海洋碳汇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等。未来，随

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碳交易市场的不断扩大，海洋

碳汇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特别是随着海洋碳

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升级，对具备跨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

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将更加迫切。[6] 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

应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加强海洋碳汇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为海洋碳汇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海洋碳汇产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现状

（一）培养体系与课程设置

当前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开设了与海洋碳汇产业相关的

专业，如林学（海洋碳汇方向）、环境科学（海洋碳汇管理方向）

等。这些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涵盖了海

洋碳汇产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核心技术，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与海洋碳汇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当

前的培养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海洋碳汇

产业相关专业设置较为单一，缺乏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和应用。这

导致学生在掌握海洋碳汇产业核心技术的同时，难以具备跨学科

的知识视野和创新能力。还有，当前课程体系与海洋碳汇产业技

术需求的匹配度还有待提高。一些课程的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

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难以满足海洋碳汇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

的实践需求。

（二）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的重

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可以深入了解海洋碳汇产业的实际

运作过程和技术应用情况，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然

而，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海洋碳汇产业实践教学方面的探索与

实践还存在一些不足。[7] 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缺乏与海洋碳汇产业

相关的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训设备，难以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机

会和条件。此外，校企合作在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与海洋碳汇企业的合

作不够紧密，缺乏深度的产学研合作和项目合作，难以实现人才

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三）师资队伍与教学资源

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技

术人才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海洋碳汇产业

相关专业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

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缺乏具备海洋碳汇产业实践经验和跨学科知

识的师资力量。一些教师虽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经验，

但缺乏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难以满足海洋

碳汇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需求。另一方面，教学资源（如

实验室、实训基地等）的配备和使用情况还有待改善。一些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资源相对匮乏，难以满足学生实践学习和创新

实验的需求。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路

径创新

（一）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创新

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了适应海洋碳汇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应

对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进行创新。首先，应根据海洋碳汇产业的技

术特点和要求，调整课程体系设置，增加与海洋碳汇产业相关的跨

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例如，可以开设生态学、林学、土壤学、气

象学等跨学科课程，以及海洋碳汇计量评估、碳排放管理、林业海

洋碳汇项目规划等实践课程。其次，应引入跨学科知识，增强海洋

碳汇产业专业技术的综合性和前瞻性。[8] 在课程教学内容上，应注

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和应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例

如，可以在课程中融入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和方法，使学生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综合能力。

（二）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深化

实践教学是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的重要环节。应用型

本科院校应加强与海洋碳汇企业的合作，共建海洋碳汇产业实践

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条件。可以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共同开发实践教学课程和项目，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入

了解海洋碳汇产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技术应用情况。同时，应推

动产学研合作，促进海洋碳汇产业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

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以与海洋碳汇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长期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活动。通过产

学研合作，可以使学生参与到实际的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中，提

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资源优化

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是培养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保

障。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加强海洋碳汇产业相关专业师资队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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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引进具备海洋碳汇产业实践经验和跨学科知识的师资力量。

可以通过引进优秀人才、培养现有教师等方式，提高师资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9] 同时，应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

况。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加大对海洋碳汇产业相关专业教学资源的

投入力度，建设和完善实验室、实训基地等教学设施。通过优化

教学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学习和

创新实验条件。

（四）政策引导与支持

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海洋碳汇产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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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0] 为了促进这一领域人才的

高质量培养，政府应当积极出台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政

策，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提供有力的引导和支持。具体而言，政府

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海洋碳汇产业相关的

科研项目和教学改革活动提供资金保障。这些基金可以用于支持

教师进行前沿技术的研发、教学课程的创新以及实验实训条件的

改善，从而提升学校在海洋碳汇产业领域的教学科研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