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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应关注和开发“绿色技能”
◆刘育锋

党的十八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报告提出要 “大

力 推进 生 态 文明 建 设”，十八 届 三 中 全会 通 过 的《中 共 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 “加

快 生 态 文明 制 度 建设”。 这 两 份报 告 要 求的 目 标 是 要 将

我 国建 设 成 为“资 源 节 约型、环 境 友 好型 社 会”。 基 于 我

国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 国际发展趋势， 以及我国高职

院校教 育 教学 现 状，我国 高 职 院校 急 需 关注“绿 色 技能”
开 发 问 题 ，应 该 依 据 “绿 色 技 能”内 容 ，调 整 高 职 院 校 教

学 目 标、专 业 设 置 和 课 程 内 容 ，使 “绿 色 技 能 ”成 为 学 生

的 基 本素 质 和 专业 能 力，从而 为 促 进我 国 社 会可 持 续 发

展做出贡献。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呼唤开发“绿色技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走出了“贫困陷阱”，
实现了经济的第一次飞跃；2010年， 我国 人 均GDP 超过

42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经济的第二

次飞跃。 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
但由于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我国在经

济发展进程中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急剧消耗的沉重代

价。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

严重，已对人们生活与工作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空气

和水是环境问题中的两个重要内容， 它们都受到了污染，
有的污染十分严重。 我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上半

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指出，2013年上半年，我国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共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4.8%，超标

天数比例为45.2%。 即：以上城市中，几乎每两天中就有一

天的空气质量不达标，而且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天数比

例占到10.3%。 空气污染中一个重要指标是PM2.5的浓度。
按年均值PM2.5浓度的二级标准（35μg/m?）评价，不达标城

市占94.6%，达标城市仅占5.4%。 水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但2013 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 地表水中

属于Ⅰ类 水质 的 仅 占3.2%，II类 和Ⅲ类水 质 分 别为30.7%
和29.8%。 IV类及以下水质的水不能饮用，而我国1/3以上

的地表水为IV、V、和劣V类水。 其中，IV类水质占20.5%，V
类占4.3%，而劣V类占比很大，占到11.5%。 为此，在一定意

义上说，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健康问

题与生活质量。
我国能耗效率总体偏低。 由于技术和工艺水平总体不

高，生产相同生产总值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要消

耗更多的资源。 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十二五”
规划》中指出“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是目前我国在节能

减排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该规划指出，“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约占世界的8.6%， 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而且在一些重要行业，我国的单

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要高。 如，2010年我国钢铁、建

材、 化工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
20%。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国家能

源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

均水平2.5倍，美国的3.3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

国家。 ”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统一。 可持

续发展是我国政府顺应国际趋势和本国发展要求选择的

国家发展战略。 1996年，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

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此后，我国几个重要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规划纲要中， 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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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要求。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提高我国的“持续发展能

力”。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在先前文件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要通过“绿色发展”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 尽管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我国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

出”。 因而，今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与要求。 实现这一目标，
重要的是要培养大量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劳动力，即

“绿色技能”的劳动力。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

业教育提供者，高职院校急需关注并采取行动，开发“绿色

技能”。

二 、国 际 社 会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经 验 ：开 发 “绿 色

技 能”

“绿色技能”又称“可持续发展技能”，是指劳动力支持

并促进工商业和社区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

而需要的技术、知识、价值和态度。 “绿色技能”是通用性技

能，包括：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使用、能够认识能源和资源

利用效率的机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回收利用、使用环保

产品、保护自然环境等内容。 “绿色技能”又是专业技能，主

要体现在从事“绿色工作”或“绿色职业”所必须掌握的技

术、知识、价值和态度之中。
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绿色技能”开发问题，将其视为保

护环境与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2012年

5月在 我 国 上海 举 办 的联 合 国 教科 文 第 三届 世 界 职 教 大

会将“绿色技能”列为大会的专门议题。欧盟“2020战略”提

出了至2020年，欧盟成员温室气体排放至少比1990年减少

20%、提高可再生能源最终消费比例20%的目标。 为实现

这一目标，欧盟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开发“绿色技能”、
培养绿色意识的倡议。 一些国家也将“绿色技能”开发与

本国发展战略相结合，对绿色经济、绿色职业或工作进行

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开发“绿色技能”的具体需求。 在此基

础上， 职业教育与培训开设了相关专业， 修订了课程内

容。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澳大利亚

政府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与行动计划

从而促进“绿色技能”的开发。 2009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

委员会批准《绿色技能协议》。 该协议旨在提升职业教育和

培训（VET）部门在培养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 能 力。 协 议 认

为，职业教育和培训部门在支持国家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

和未来的经济繁荣，推动全面创新迈向低碳经济转变的进

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为此，协议提出四大目标：在国家规则

框架内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技能指标；提升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的技能，使他们能够开展旨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

训；检查和修改国家培训包，将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技能和

原则纳入进来；执行过渡战略，对处于社会不利群体工人

进行再培训。 该协议还提出了有关内容的时间表。 如协议

要求，2010年3月底之前，要检查并明确培训包在可持续发

展技能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对培训包进行修订，
并于2010年12月完成此项工作。 2010年6月，澳大利亚公布

了《2010-2011年绿色技能执行计划》。 该计划列出了实现

每一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 如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审查澳

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 在此基础上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
使之能够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实践和教学；国家行

业技能委员会与国家质量委员会合作，开发可持续实践的

新指南，等等。
加拿大系统地分析了绿色职业或工作，明确了绿色职

业或工作的具体职责、必须掌握的技能或经验，以及需要

获得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开设了绿色专业，并对原有课程

进行了修订。 加拿大经过分析后提出了一系列绿色职业的

具体职责。 如提出能效审核员是一种在家庭或营业地点进

行检查和评估能源效率水平，并在检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

节约成本提高能效的建议的工作。 风力涡轮机维修技术员

是帮助安装和维护风力涡轮机的技术人员，其主要职责包

括：装配风力涡轮机、材料管理、故障排除、服务于防护检

修、高空作业、现场清理，等等。 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必须

具有安全执行职责的能力，掌握基础性计算机技术，具有

较高的数学能力和精确意识。 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还应该对

可持续生活概念感兴趣，具有坠落阻止证书（坠落防止证

书），愿意长时间工作、身体健康（必须能够爬、跪、平衡性

好，等），具有与电相关的技能，等等。 目前，加拿大很多社

区 学 院 都 开 设 了 与 绿 色 技 能 相 关 的 专 业 或 课 程 。 如 ，

Lethbridge学院开设了风力涡轮机技术员课程， 为期6个月

至1年。 北Alberta技术学院开设了生物科学技术-再生资源

专业课程和可替代能源技术专业课程，课程学习期限均为

1至2年。 Selkirk 学院开设了一体化环境规划课程，为期1-
2年。 Douglas学院开设了建筑能源和资源管理证书专业课

程，Nova Scotia 社 区 学 院开 设 了 环境 工 程 技 术—水 资 源

课程， 为期1-2年。 Fleming学院开设了可持续建筑设计课

程，为期1-6个月。 加拿大还对原有课程进行了修订，增加

了绿色要素的内容。 如Cambrian学院向平面设计专业的学

生提供了全球变暖方面的在线课程，在化学工程技术高级

文凭课程内补充了水及废水处理的内容。 George Brown学

院增加了平面设计专业学生完成可持续项目设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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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此外，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绿色技能”

的开发。 美国开发了“能源与环境设计”资格证书，注重培

养水资源保护、风能、生物燃料、光电、环境系统技术、能源

保障和绿色建筑技术等“绿色工人”，大力资助高中、社区

学院及技术学院开展“绿领工人”培养项目，并针对教师开

展“可持续性产业”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德国2010年修

订了新的专业目录，其中增设了82个新专业，修订了219个

旧专业，修订后的专业目录更加重视与环境保护和低碳经

济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内容。

三、开发“绿色技能”：高职院校急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

做出了努力，如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列有环保类专业。 我

国还开设了一批专门的环境保护类的职业院校。 但总体说

来，我国高职院校对“绿色技能”开发的重视度还很不够，
并且缺乏整体设计。 绿色技能开发，是我国高职院校急需

关注的问题。 有必要依据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实

际需求， 基于我国职业院校现实基础， 借鉴国际经验，将

“绿色技能”作为教育教学目标的基本内容，使“绿色技能”
成为学生的基本素养； 开设与绿色职业或工作、“绿色技

能”相关的专业；并依据绿色技能要求，修订课程内容，使

绿色技能开发成为教学过程中的总体要求。
系统梳理绿色工作或职业，设置相关绿色专业。 发达

国家已存在很多绿色职业或工作， 如纳米技术工程技术

员、环境工程师、能源审核员、交通车辆排放监督员、太阳

能光伏安装员，等等。 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对绿色工作

或职业也有越来越多的需求。 虽然我国已经有一些高职院

校开设了与绿色工作或职业相关的专业， 但数量很少，且

覆盖面不宽。 很多绿色职业在我国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没

有得到反映。 为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已经出现的绿色工作

或职业进行系统梳理， 依据绿色工作或职业设计新专业，
进而将它们补充进高职高专专业目录中，以指导高职院校

尽快对绿色工作或职业的目前及未来的需求作出快速反

映。
将可持续发展或“绿色技能”理念融入每一专业教学

目标，使之成为学生的基本素质。 现代社会要求可持续发

展，要求每一公民具有“绿色技能”或可持续发展概念，能

够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绿色技能”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公

民的基本素养。 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目标中包括道德

要求、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但并没有包括“绿

色技能”或可持续发展技能方面的内容。 有必要将绿色技

能作为通用性技能， 成为高职院校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
并落实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之中。

明确绿色职业相关专业与现有专业和教育层级之间
的关联，使绿色职业相关专业成为终生教育体系内的整体
部分。 从事不同种类的绿色工作或职业的人员要掌握相关

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因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需要

通过分析，明确绿色职业相关专业与现有教育层级与种类

之间的关系。 国际社会在这些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经验，
提出了绿色职业相关专业的教育要求。 如成为能源审计师

的教育要求各国不同。 在意大利，需要获得大学学位，并接

受相关课程的培训；在希腊，需要获得工程学士或硕士学

位，或有10年工程师的工作经验；在荷兰，需要获得高等职

业学校相关领域的文凭， 特别是在建筑工程方面的文凭；
在匈牙利， 需要获得建筑或工程方面的文凭或补充性培

训。 应明确绿色职业相关专业的入口要求与未来发展的路

径，为选择绿色职业相关专业的学生接受终生教育奠定一

定的基础。
开展以绿色技能为专题的广泛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与交流。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现可持续

发展，国际组织和很多国家注重开发“绿色技能”，并形成

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 有必要与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英国、德国等国在内的国家建立以绿色技能为主题的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明确新出现的绿色职业、与绿

色 职 业 相应 的 新 专业，以 及 开发“绿 色 技能”的 途 径 与 方

法，改革我国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从而能够有效开发学生

的“绿色技能”，为实现我国可持续社会发展做出高职高专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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