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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一．学院基本情况

二．双碳战略需求

三．创新人才培养







中国碳约束目标变迁（国际承诺）
从2009 哥本哈根～ 2021 格拉斯哥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CO2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年1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致辞时向全世界承
诺“30·60”双碳目标。



p《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21.9.22）

u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Ø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
展多式联运，提高铁路、水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持
续降低运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优化客运组织，引导
客运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发展绿色物流，整合运
输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Ø 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车船，推广智能交通，推进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加氢站建
设，促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加快构建便利高效、适
度超前的充换电网络体系。提高燃油车船能效标准，健全交
通运输装备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车船。

Ø 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
快速公交系统等大容量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运用多
种手段，加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力度。

u主要目标
Ø 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

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Ø 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

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Ø 到2060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能源利

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p《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21.7.12）

u七大举措
Ø 碳中和人才培养提质行动
鼓励高校与科研院所、骨干企业联合设立碳中和专业技术
人才培养项目，协同培养行业高层次碳中和创新人才。
加快制定碳中和领域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一批国家级碳

中和相关一流本科专业，加强能源碳中和、资源碳中和、
信息碳中和等相关教材建设，鼓励高校开设碳中和通识课
程，将碳中和理念与实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Ø 碳中和基础研究突破行动
Ø 碳中和关键技术攻关行动
Ø 碳中和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Ø 碳中和科技成果转化行动
Ø 碳中和国际合作交流行动
Ø 碳中和战略研究创新行动

u总体目标
Ø 近期目标。利用3-5年时间，在高校系统布局建
设一批碳中和领域科技创新平台，汇聚一批高水
平创新团队，不断调整优化碳中和相关专业、学
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实现碳中
和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新突破。
Ø 中期目标。通过5-10年的持续支持和建设，若
干高校率先建成世界一流碳中和相关学科和专业，
一批碳中和原创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为实现碳中和打下坚实基础。
Ø 远期目标。立足实现碳中和目标，建成一批引
领世界碳中和基础研究的顶尖学科，打造一批碳
中和原始创新高地，形成碳中和战略科技力量，
为我国实现能源碳中和、资源碳中和、信息碳中
和提供充分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我国碳中和的压力

—时间短、存量高、

减碳斜率更为陡峭，

人才技术需求迫切



交通运输能耗增长率总体高于全社会、交通运输油耗、电耗占全社会比重居高不下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的复合型服务业，耗能大、碳排放量大，碳强度持续增强

国家双碳战略重大需求 行业双碳战略重大需求

深入研究交通物流行业实现双碳战略的技术途径和人才培养策略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能源消费量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由7.7%增长至9.2%。
预计在“十四五”时期将继续呈快速上升态势。





3.1、人才培养构架

交通规划设计 交通运载装备 交通基础设施

武汉理工大学
交通物流学院

特色：以交通物流融合发展为路径，打造交通规划设计、运载装备、基础设施、港口物流等全链条专
业群，构建双碳战略下的学科、专业、课程和师资布局体系

港口物流

双碳战略下
学科建设理念

双碳战略下
专业建设融合

双碳战略下
课程群建设

双碳战略下
教师能力培养

融入到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培养大纲、教学大纲、课程教材、课程资源等建设中



• 以水为主，水陆并举，集中现代物流、

道路交通、水路交通、港口、综合枢纽

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多式联运作为交

通物流融合发展的纽带和抓手，共建物

流交通融合创新内涵。

• 围绕交通物流中的双碳战略需求，开展

碳减排、碳零排、碳负排新技术原理研

究、关键技术攻关，设立交通能源融合

与节能减排学科方向；培养交通物流行

业碳中和创新人才。

交通物流融合：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公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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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创新任务（1）：学科建设



3.2、创新任务（2）：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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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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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物流融合的“新工科和新文科双翼齐飞”

交通强国战略

交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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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
物流工程
机械设计
油气储运
交通设备
……………

融合新工科、新文课的教学研究范式，探索物流交通融合创新的多学科交叉新路径

3.2、创新任务（2）：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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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创新任务（3）：课程建设



能源类部分课程作为交通大
类专业的通识课程、个性课
程选择

在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大纲中融入碳
中和理念和实践 智慧物流+零排放

智慧交通+零排放

课程思政（双碳战略）

双碳战略下的交通物流融合下的特色创新人才培养

《氢气储运与热化学利用》
《液化天然气储运与应用技术》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
…………………………………………

《智慧港口与自动化码头》
《绿色物流》
《生产实习》
《毕业设计》
……………..

建设服务交通物流的双
碳特色课程群

特色课程、教材及教学
3.2、创新任务（3）：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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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成立了
交通物流融合的虚拟教研室 “四个自信”的虚拟教研室

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

共享精品课程 优秀教学案例

优秀教师培训教师学术交流

激发教师动能，体现专业
性、统领性和发展性

3.2、创新任务（4）：师资建设



n双碳战略将对交通物流行业的转型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n交通物流行业作为能耗和碳排放的大户，未来减排的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需要从全链条的角度考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n交通物流行业的人才培养需要从学科、专业、课程和师资上积极作出

应对，充分结合低碳或零碳动力、能效控制、排放控制、碳捕捉、封

存和利用等先进技术；

n实现交通物流行业的双碳，需要产教协同开展创新人才培养。

结束语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https://stle.wh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