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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高等教育最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是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高校是传统精神的代表，
意大利帕多瓦高校毕业典礼当中的服装和仪式，与 600 多年前的别无二致；然而，随着文化
的代代传承，知识领域的不断开拓，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亦代表了新时代的发展
方向。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如何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和
环境可持续性相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全球高校正因此而锐意求变，努力应对可持续发展带
来的复杂挑战。

我的职业生涯非常幸运——在过去的 30 年中，我能够在多个方面帮助高等教育机构成
功应对这一巨大挑战。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我曾非常荣幸地协助约翰 • 肯尼迪政府学院创
办国际发展中心（CID）并设立一个新的国际发展硕士学位（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自
2002 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以来，我有幸协助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并于 2002 年
至 2016 年担任所长。在此期间，我曾帮助设立了多个学位（包括一个可持续发展博士学位、
一个学士学位和多个硕士学位）。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下，我还与他人共同设立了一个
发展实践硕士学位（MDP），且目前已有 30 余所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自 2012 年起，我非
常荣幸能够担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负责人。

上述种种经历令我受益良多，使我能够就全球高校对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研究和推广方
式形成独特的认识。本报告亦针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增加了我对自身观点的信
心 —— 即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当代高校的一个重要知识学科和组织原则。我希望简单分享一
些高校如何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观点。在全球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签署了《巴黎
气候协定》的背景下，这些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 可持续发展 ” 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具有社会包容性和环
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活动。我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公
正和环境管理的整体概念。因此，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进行教学、研究和推广，
而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院系甚至方法。可持续发展学者或实践者需要熟悉经济学、社会公
正与社会组织的概念以及环境管理的方法。这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
例如，环境管理需要熟悉地球科学（气候、地质学、海洋学和生态学）、应用领域（农学、
保护和城市规划）和环境工程（能源系统、水文学和工业生态学）。当然，教授、研究员或
学生难以成为对上述相关领域面面俱到的专家，但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培训和研究工作需
要熟悉各学科，对专业术语轻车熟路并具备较大的知识跨度，以便能够讨论跨学科的问题，
并掌握与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同事合作的技巧。 

其次，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不仅需要涉猎多个学科，也应囊括诸多知识门类。可持续发
展需要掌握基础科学知识、应用技术知识（如工程、农学和公共卫生）、政策科学（经济和
政治）和人文科学（如心理、伦理、教育和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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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具体挑战应当能够为高校活动（包括课程和研究项目）的改革
指明方向。换言之，在设立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大学项目时，最好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希望解
决的问题。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的主要挑战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目标 1 和 2）；确
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的福祉（目标 3）、教育（目标 4）、水和环境卫生（目标 6）、
可再生能源（目标 7）、体面工作（目标 8）；环境可持续性（目标 11–15）；创建包容的社会，
减少生活条件和机会的不平等（目标 5、10、16、17）。解决上述任何一个挑战，均需掌握
各类学科知识和分析方法。

出于上述理由，我强烈建议高校至少做四件事：

第一，创建新的组织单位（院系、部处、研究所或其他组织方式），以便在高校内部设
立多个、乃至大多数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成功地设立了一个囊括科学、
工程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地球研究所，我有幸能够在这一想法诞生之初就参与地球研究所的筹
建任务。

第二，创建新的教育项目，使学生接受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培训，最好能够涵盖各个层次
的高等教育（学士、硕士、博士和高级管理培训）。这些教育项目应当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
维，使之具备多学科视角，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而有能力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挑战（贫困、
更好的公共服务、环境的可持续性等）。这些项目应包括与“外部组织”（如地方政府或国
家部委）直接合作的政策项目。此类“顶点项目”1（或毕业论文、实习科目、学年论文等）
应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工程和政策分析的基础之上，是指导学生进行实际政策设计的有效方
法。最后，这些教育项目应能够为可持续发展事业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包括地理信息系统
（GIS）、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模拟建模和其他分析技能。

第三，高校应将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分析与建议作为工作重点，并对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职
员工和学生做出奖励。我们如今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包括抗击新冠疫情、结束极端贫困、
能源系统脱碳、保护濒危物种。而政府可能在科学、工程和政策设计等方面缺乏前沿的专业
知识——政府需要学界的帮助（而其可能还未意识到这一点）。高校拥有高度专业化的人才
和积极主动的学生，他们虽然乐于协助设计解决方案，但往往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他们
认为这类工作会分散学术研究精力，甚至不会为这类工作提供机构支持（如教学时间、办公
空间、法律和行政支持等）。不过，根据我本人的经验，以及在协助启动和实施此类项目的
经历来看，这种实际政策工作不仅回报丰厚、社会效益高，而且工作本身也有助于进行更深
入、更灵活的研究。

第四，国际高校之间应结成伙伴关系，扩大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规模。我们面临严峻、紧
迫的全球挑战，而其中许多挑战都需要全球合力应对，包括控制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改造
全球能源系统，重新设计农业和矿业供应链，从而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当然，这正

1、“Capstone Projects”，这里指：建立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态度、并助力其向职业领域转变的综合性课程。
——除特别标明，本报告脚注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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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的设立宗旨：建立全球网络，结成高校伙伴关系，
促进全球问题的解决。而目前，也有新的全球网络，如 SDSN、联合国 “ 学术影响力 ” 项目、
联合国大学、英联邦大学协会、国际大学协会、世界大学网络和其他机构。这些全球网络中
的所有机构同心协力，助力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前，SDSN 的成员已超过 1300 个，包括高校、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遍布世界各地。
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他们，还要感谢编写今年精彩报告的团队成员。SDSN 为本报告倾注
了极大的热情，并希望本报告能够在 2020-2030 年的十年行动期间成为世界高校的行动指南。
本报告不仅为加速推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提供了丰富灵感，还对其做出了
有益指导。“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是当今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应是高校学
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渴望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征途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本报告，
我们将深入了解高校在完成这一全球使命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从而促使我们为包括经济进
步、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性在内的全球发展轨迹做出应有的努力。

杰弗里 • 萨克斯（Jeffrey D. Sachs）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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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帮助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下

文缩写为”SDGs”）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进行科研、教学、校园管理和社会影响力1等。

本指南重点关注高校最为重要的贡献方式：通过教学服务推动“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

（ “Education for the SDGs”，下文缩写为”ESDGs”）2，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建立思维方

式。 

距离实现 SDGs 最后期限的 2030 年只剩下十年时间，人们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而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危机也需要整个社会具备更强的能力，以便解决重大、复杂的挑战。这一需求从

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通过扩大和推行“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并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将能够针对我们所面临的“新常态”做出更及时的响应和调整。  

虽然 ESDGs 建立在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基础之上，但与 ESD 相比，其囊括了更广

泛的问题、目标和方法，并对全球高校日益高涨的助推 SDGs 的意向做出直接回应。 

本指南旨在加速高校推行 ESDGs、帮助高校内外的利益相关方了解为何高校应参与 ESDGs，如何

从管理的角度看待 ESDGs，以及应采取何种实施步骤。本指南还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工具和案例研究，

旨在鼓励和支持后续行动。 

ESDGs 是高校的关键任务，这不仅是因为高校处于向社会提供这一服务的独特地位，更是因为实施

ESDGs 可以为高校自身带来益处。 

为了有效实现 SDGs，我们需要大批具备相关技能、专业知识和良好思维的专业人员和民众。他

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职业生涯或生活方式（如下）来应对 SDGs 所提出的复杂挑战： 

● 基本了解可持续发展和 SDGs 的概念 

● 具备跨领域技能，洞悉复杂挑战的实质，提出并落实解决方案 

● 掌握具体知识和技能，使自身专业能够为 SDGs 做出贡献 

● 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态度 

在推动“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中，高校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因为高校能够为所有

学科专业提供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全球拥有数亿人在高校的平台学习。因

此，高校在这一领域的独特地位（及其肩负的重要责任），应当在其影响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向学习

者提供 ESDGs。 

此外，ESDGs 对高校还有其他重要的益处，如向现在及未来的学生、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行业展示

高校（和行业）的影响力；在高校内部和外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协作方式。 

                                                           
1 原文为“External Leadership”，此处根据概念内涵意译做“社会影响力”，以强调高校之于校外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2 此概念为本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引申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缩写为“ESD”），这一全新概念更加侧重于为了推动 SDGs 落实的教育，因此，本报告中暂译作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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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 ESDGs，高校需扩大现有活动规模，实践新型项目，全面拓展原有的活动范畴。 

尽管高校已通过传统教学活动为 ESDGs 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仍有必要扩大现有活动规模，推行

新的活动项目，使原有活动范畴得以全面拓展。 

根据自身环境、能力和起点的不同，高校可通过多种方式推行 ESDGs。但应重点考虑以下几点： 

• ESDGs 关乎于全体公民，因此高校应致力于向尽可能多的“学习者”传播 ESDGs，并应采取

“就近原则”：优先向与本校关系最为紧密的“学习者”（即“传统”定义里的学生和教职

人员）传播。 

• SDGs 覆盖范围很广且跨越领域较多，因此可将 ESDGs 与高校现有的正式和非正式教学活动进

行有机结合，让高校现有教学活动更具价值。 

• 高校还需开发新的“转化学习”活动，通过跨学科实践、行动式学习和多主体参与等举措来

帮助学习者培养跨领域的技能与能力和开阔的思维。 

鉴于上述因素，高校目前采用的常见“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方法包括：科普活动、

跨学科介绍性教学模块、改造现有课程、项目式学习、课外活动、领导力项目、学生主导的活动、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以下简称“慕课”）和其他在线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位项目。  

然而，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 ESDGs 各维度的适用性等方面，这些方法效果不尽相同；同时，

也不存在唯一的万能方法。因此，高校需要结合多种方法推行 ESDGs。 

推行 ESDGs 可能面临组织工作上的困难，但是高校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予以解决。 

对于高校而言，确定和实施适合其自身的 ESDGs，是一个涉及高校方方面面的战略和管理问题。

这并非易事，因为在推动 ESDGs 的过程中，需要高校在整个校园范围内增加新的活动或更改现有的

活动。此外，其中一些活动将对现有教学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方式提出新要求。 

为了促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的实施过程，高校可以遵循以下五个步骤： 

1. 规划现有的工作 

2. 进行 ESDGs 能力建设，并确定该项工作的负责人 

3. 确定优先事项、机会和不足 

4. 整合、实施和嵌入 SDGs 

5. 监督、评估和沟通 

 

众多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高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以及高校的外部合作伙伴等）可

通过各种方式做出贡献，事实上，各方的努力奉献对取得最终的成功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高校仍然可能会遇到各类个人、组织和外部的困难与挑战，这些涉及 ESDGs 的困难

和挑战将为我们提出复杂的新工作议题。虽然不一定能全部解决，高校仍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尽

可能地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  

为了克服在实施 ESDGs 中遇到的困难、确保 ESDGs 的推行工作足够迅速和深入，高校可能需要对自

身的运作方式进行变革。 

SDGs 涉及方方面面，因此也需要将 ESDGs 推行至各行各业，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而上述渐

进式方法可能不够充分或迅速，因此，高校首先需要对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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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提出的转变方法之一，是在高校内部建立一个“第二操作系统”，该系统将仅专注于

创新的机制和方法的开发，从而支持 ESDGs；同时，将对高校现有的管理模式做出有益补充。该系统

可与高校的传统管理系统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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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2017 年，SDSN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区域网络与“澳大拉西亚校园促进可持续发展组织”

（ACTS）和 SDSN 全球总部合作，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校行动指南》[1]。该报告旨在帮助高校 
1 了解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可以通过科研、教学、校园管理和

社会影响力等多种方式做出贡献。 

其中一种方式是高校利用其教学职能成为“SDGs 的实践者”——向学生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提供知识、

技能，并广义上“赋能”所有人，通过他们的职业或行为助力践行 SDGs。在本指南中，我们将这一

方式称为“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ESDGs）”。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校行动指南》中，虽然有一个关于高校推行 SDGs 的简短章节，但自该报告发

布以来，我们意识到对相关章节做出更深入探究以及阐明具体的实践路径和所需资源的必要性。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日新月异、错综复杂的 21 世纪，ESDGs 对于所有的学习者都极为重要，而高

校也拥有广泛提供 ESDGs 的独特能力。因此，高校对 ESDGs 的兴趣明显增加，纷纷展开讨论并筹措

资源；此外，科研机构、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创新和实验的兴趣也显著增加。然而，就整个高等

教育行业而言，ESDGs 仍然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方向。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在高校推动 ESDGs 过程中

所采取的活动和方法，已经跳脱出传统的学习和教学方法，高校需要以新的方式教授新的事物，并

考虑如何彻底转变自身的运作方式，以期更好地支持 SDGs。 

本指南旨在帮助高校内外的利益相关方了解高校推动 ESDGs 的原因和路径，从而助力高校以及整体

环境的转变。此外，本指南希望利用新的资源、工具、思维，以及高校在实施 ESDGs 过程中所获得

的经验，对之前指南[1]提供的信息进行扩展、更新和完善，以便深入思考 ESDGs 对高校的意义。本

指南将涉及 ESDGs 的相关教学工作，即此类教学工作将如何影响 ESDGs 的制度设计，但并不会对高

校的 ESDGs 与制度设计进行全面审查。 

本指南概述了高校推行 ESDGs 的概况，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和效果，以及高校为支持 ESDGs 工作而采

取的措施和行动。本指南还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实用的资源和相关案例，激励高校采取行动并深化

实践。 

第 1 章介绍了高校需要加快实现 SDGs 的原因（尤其在 ESDGs 领域）。 

第 2 章揭示了 ESDGs 对高校的意义，包括高校提供 ESDGs 的方式及其加速实施的方式。第 2

章指出， ESDGs 的某些方面将难以在高校的传统结构中实施。 

第 3 章和第 4 章就高校如何支持实施 ESDGs 提供了指导意见，包括为推动 ESDGs 的整体方法

和工具。第 3 章提出了一种基于现有高校结构和管理模式的阶梯式方法，而第 4 章则讨论了

机构转化概念，以使高校能够大大加快落实 ESDGs 过程。  

本指南将适用于任何能够促进或影响高校实施 ESDGs 的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 

• 在高校所有领域提供教学的工作人员，如教师、助教、教务人员以及教学相关的支持人员 

• 高校领导与各级管理层 

• 参与到高校的运营与服务、国际参与和筹款、学术研究的相关团体和机构 

• 学生、学生社团等 

                                                           
1 虽然在该指南，及本报告中均使用了“高校/大学”一词，但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广义的高等教育院校，包括学院、职

业培训学校、具有教学职能的研究机构等。（此处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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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参与或支持高校活动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国际组织、大学网络、专业学会与

协会、企业与其他行业的合作伙伴等 

我们希望，高校及其利益相关者能够在实践过程中以本指南为依托，因地制宜地在其各自的机构加

速推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 

 

案例研究 
 

在制作本指南的过程中，我们邀请了世界各地的高校提交案例研究，介绍自己是如何实施和支持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的。我们收到了许多耳目一新又富有启发性的案例，并在本

指南中精心挑选了一些代表案例（详见 blogs.upm.es/education4sdg 网站）。虽然相关章节介绍

了具体的案例研究示例，但这些示例也适合其他章节。您可浏览网站获取所有的案例研究。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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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高校的关键使命 

 

在助力全社会实现 SDGs 方面，高校发挥着极为关键而又独一无二的作用。本指南将关注于对于高校

而言“大有可为”但又鲜有实践的方面，即通过“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培养“SDGs 的

实践者”。这意味着，要向学生及更广范围的公众传授知识、技能和思维，进而在当下或未来实现

SDGs。 

距离实现 SDGs 最后期限的 2030 年只剩下十年时间，人们已经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2]；与

此同时，全人类正面临新冠肺炎危机，这更加突出了环境、经济和社会福祉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因

此，整个社会需要具备更大的能力，以解决重大而又复杂的挑战。这一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通过扩大和推行“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ESDGs）”并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

校将有能力应对“新常态”所带来的挑战。  

本章解释了为何 ESDGs 是高校的一项关键使命，概述了 ESDGs 的各个方面、介绍了推行 ESDGs 的重

要性以及高校能以何种方式为之做出贡献。本章同时阐述了，高校在建立 ESDGs 过程中能够发挥重

要作用的原因，并强调了高校发展和推行 ESDGs 所能收获的重要益处。 

1.1 ESDGs：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推动因素 

2015 年 9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一致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

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雄心勃勃、意义最为重大的全球协议之一。该《议程》的核心是 17 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及其下设的子目标（图 1），其旨在指导所有国家在 2030 年前共同努力解决世界

上最为紧迫的挑战，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保护地球，避免环境退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确保所有人

都能享受富裕、健康和充实的生活；构建一个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恐惧和暴力的滋扰。  

SDGs 涵盖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改变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方式以

及我们与地球的互动方式。而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各行各业间的互动、协作、系统而负责任地运作

[4]。 

为了有效实现 SDGs，我们需要大批具备相关技能、专业知识和良好思维的专业人员和民众，从而助

推全社会的改变。 

人们在制定 SDGs 的过程中意识到，为了实现这一全球目标，为各行各业和广大学习者赋能就变得相

当重要。因此，这类内容被明确纳入多个 SDGs 中（如附件 B 所示）。可持续发展目标 4.7 对此作出

了重要强调，其呼吁“到 2030 年，确保所有学习者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全球教育界就如何实施这一议程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同时，高校作为

社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促进 SDGs 的实施过程不仅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

有着重大的机会和责任。然而，正如即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解释的那样，ESDGs 的许多方面目前并未被

纳入标准的教育体系，在高校开展相关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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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 

1.2 高校在提供 ESDGs 中的作用 

在提供 ESDGs 时，高校能够发挥至关重要而又独一无二的作用。众所周知，高校是利益相关方实现

所有 SDGs 的重要伙伴[1]。高校在教育、研究和创新方面所具备的能力，及其对民众和社会影响力的

贡献，意味着其在帮助社会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见图 2）。可以说，没有高校的

参与和贡献，任何 SDGs 都无法完全实现。 

                                                           
1  图片来源：联合国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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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高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概述（摘自[1]） 

如图 2 所示，虽然高校已经在“日常”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开展了许多活动，但在实施 ESDGs 的过程

中，高校不仅需要扩大现有活动的规模，还要不断创新。 

自 2015 年以来，高校对 SDGs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开了大量活动，包括制定相关政策、开展相关举

措，以使高校在所有学术和服务职能领域能够为 SDGs 做出更大贡献，以及开发新的工具和资源，从

而推进落实 SDGs。同时，高校通过发表与出版物、网络活动与线下会议、制定一系列报告框架和供

资计划，使自己的活动围绕 SDGs 展开 1。许多高校也将 SDGs 视为一个能够引入不同运作方式的机会，

其中既包括教师、研究人员或学生的个人活动，也包括将 SDGs 纳入高校的战略使命。 

尽管人们对 SDGs 的兴趣日益浓厚，相关的创新、实验和活动的数量与日俱增，但高校在为 SDGs 做

出充分贡献方面，仍然大有可为，如本指南重点提到的：推行 ESDGs，培养 SDGs 的实践者。  

在支持 ESDGs 方面，高校具有天然的道义和责任——因为这恰恰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社会使命之一。

在学生成为公民、专家、消费者、企业员工、管理者等社会角色之后，他们在高校里学到的知识和

拓展的能力将对其产生直接影响。高校应帮助学生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最终成为负责任的社会一员来应对全球挑战。 

高校因以下特性而拥有着独特能力、肩负着重要责任，并使之通过 ESDGs 助力社会实现 SDGs： 

● 广泛的影响范围：2015 年，全球共有 2.14 亿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

字，代表着一个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和领导者的机会。 

● 责任：按照教育使命，高校有责任为人们提供专业技能和能力，便于其顺利就业，并对社会

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1 此处不胜枚举，请参见附件 C 了解更多精选资源。（此处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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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接触到各阶段的学习者：高校能够接触到各个阶段的学习者（包括已经工作的学习者），

并有机会扩大受众规模，包括并不仅限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职业培训、专业培训、高管

和继续教育、老年大学、在线学习、外联活动和社区参与。 

● 教学：高校在教学方法方面拥有专业实践知识，有能力进行教学研究并尝试新的方法和手段。 

● 广博的专业知识：高校设立了为数众多的院系，可提供涵盖 SDGs 的各个方面的学术与经验。 

● 承担社会重任：与所有行业联系密切，关注公共使命和社会影响。 

虽然上述能力和责任足以说服高校采取更多的 ESDGs 行动，但开展 ESDGs 还会带来诸多附加收益： 

● 社会声誉：SDGs 正在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多边组织、供资机构、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

日常沟通和业务的组成部分。对 ESDGs 的投入，将为高校带来更多的合作空间与知名度。 

● 增加高校的吸引力，吸收有志于成为变革推动者的学生。 

● 推动与其他行业的深化合作，为高校参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提供途径。 

● 促进高校各院系和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展示高校的重要作用、影响力和社会责任。 

● 面向未来：ESDGs 将有助于构建新型的高校教育与管理模式；并传授未来雇主想要/需要的新

技能。 

● 竞争力：人们会逐步按照 SDGs 的完成度对高校进行衡量、比较和排名。 

● SDGs 为将“可持续发展教育”（ESD）纳入正规教学活动提供机会（动力和资金）。 

● 融资：资助者——包括政府机构、国际银行和慈善组织——日益频繁地围绕实现 SDGs 发声。 

● 行动承诺：执行 ESDGs 的各个要素是 SDGs 或气候行动承诺（许多高校已经签署了承诺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见第 3.1 节和附件 C.6）。鉴于全球对 SDGs 和气候变化行动进展缓慢的担忧日

益加剧，高校需要证明，自身正在摆脱循规蹈矩的束缚，全力履行这类承诺。 

● 吸引/留住人才：对于 SDGs和地球面临的挑战，高校教职员工具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并希望有

所作为。如果高校能够在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纳入 SDGs 相关的创新计划，将对教职员工

和学生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 生活实验室1：要实现 SDGs，需要在消费、生产、投资、住房和互动等实践中进行诸多变革。

而高校中的“生活实验室”就是很好的实践方式。 

                                                           
1 “Living Labs”， 即可在校园中设计、实践、测试和共享新的解决方案的综合教学方法，如学生设计社区节能装置并安装在

校园中测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发的无人测温门禁等。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有助于科

研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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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伙伴关系：SDGs 要求我们在生态衔接的过程中适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应对这

种新的需求，高校可以提供未来的工作培训，同时协助雇主改造工作场所。 

不可否认地，高校有充分的理由和独特的机会来引领 ESDGs。本指南对其中的部分机会进行了阐述，

以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在高校工作的读者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 

然而，正如第二章将揭示的，在将 ESDGs 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克服许多挑战。第二章更为详

细地阐述了 ESDGs 的定义，以及高校应以何种方式实施 ESDGs；同时，第二章还指出，ESDGs 的许多

方面并不适用于高校目前的教学和管理结构。因此，第 3 章则为高校提供实际实施指南，包括在现

有结构内如何克服向 ESDGs 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此外，第 4 章就高校如何仔细思考深层次变革，进

而成为 ESDGs 的社会领导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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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在高校开展“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 

 

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施“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ESDGs），而 ESDGs 这一概念本身

也包含了可影响各类学习者的众多方法。因此，高校实施 ESDGs 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模式，每所高校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本章旨在列出高校实施 ESDGs 过程中可能所面临的各种情况，以期开拓视野、振奋斗志，引发各方

深入思考如何贡献一臂之力，并找到最合适的方案和途径。 

为了确定高校潜在的 ESDGs 实施方案，我们首先要考虑 ESDGs 具有哪些不同的方面，以及这些方面

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第 2.1-2.4 节涵盖了这些内容。第 2.5 节概述了进行方案选择的一般原则，并总

结了高校主要的 ESDGs 实施方法。本章结构脉络见图 3。 

虽然本章涉及了 ESDGs 的教学方面，例如其涵盖的学科和教学方法（特别是在第 2.1 节和第 2.2 节），

但本章的重点更在于：它们是如何对 ESDGs 的体系产生影响的。因篇幅有限，本指南未能对 ESDGs

的教学方面进行全方位审查，但为读者提供了一些重点材料的索引，详细资料参见附件 C。 

 

图 3：确定高校主要的 ESDGs 实施方法 

2.1 ESDGs 的要素 

如前所述，我们将 ESDGs 定义为一种向人们提供技能、知识和思维的教育（无论他们选择了何种职

业和人生），帮助他们应对 SDGs 带来的挑战，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许多现实挑战因其复杂性、不确定性、自身矛盾性和价值冲突等特点仍被公认为难以解

决，部分原因是人们（和机构）的倾向使然，例如，不够开阔的思维、各自为政的态度和忽视客观

存在的不确定性。教育需要为个人、群体和机构赋能，使之能够了解、适应和应对这些挑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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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SDGs 包含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人们普遍认为，ESDGs 与“可持续发展教

育（ESD）”这一更为普遍和成熟的概念[7、8]近乎一致，并且在许多方面建立在 ESD 的方法和手段

的基础上。ESD 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应成为开展 ESDGs 的支柱[7]。 

尽管 ESD 是 ESDGs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特意在本指南中使用更为宽泛且未被定义的 ESDGs。主要

出于两个原因：第一，除 ESD 外，还有一些教育方法被视为对 SDGs 至关重要，因此 ESDGs 纳入了更

多的问题、目标和方法，如全球公民教育[9，10]，面向未来的工作[11]，创新和创业[12]，课程的本

土化和去殖民化[13]，U 型理论[14]，以及社交和情感学习[15]。第二，本指南旨在对整个高等教育行

业如雨后春笋般的 SDGs 教育实践做出响应和推动，而 ESDGs 这一概念则恰好反映了这种独特的情况

和机遇。 

基于 ESD [7]和上述其他教育方法，ESDGs 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要素： 

● 在实现 SDGs 的过程中，对于所有学习者至关重要的是跨领域技能和“核心胜任力”，例如

（但不限于）：系统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自我意识、反思、综合问题解决能力，以及预测

能力、规范能力、战略能力和协作能力；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人为

本的设计思维；社会责任；跨学科能力；批判性道德分析能力；变通性；洞察力；跨文化交

流能力；同理心；沟通能力。 

● 能以基本的“跨领域”视角看待关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此类问题涉及所有学科和专业的学

习者。其中包括，了解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相关概念，如人权、社会公正、环境承载力极限、

自然-社会-经济互动和依存模式、多样性、性别平等、可持续性、全球公民身份和不平等问

题。同时还包括，了解全球和局部地区突出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及其

成因、动态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关联[16]。 

● 了解 SDGs 框架及这一框架的利用方法，以便应对长期、棘手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包括 SDGs

和 2030 议程的定义、它们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及其与其他全球承诺的关系；SDGs 对所有国

家的普遍性和相关性；SDGs 的关键概念，如“不让任何人掉队”、目标间的关联、协同作用

和权衡取舍，以及不可分割性；各个参与者在现阶段如何不同程度地利用该框架；以及如何

将该框架作为工具，以期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特定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了解 SDGs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为何与特定专业（或学科、科

目）相关；以及其他有助于学习者推进 SDGs 的特定知识和技能。例如管理[17]、工程[18]、

公共政策[19]、科研[20]、卫生[21]、教学[22]、信息和通信技术[23]等。 

● 思维方式和推动力：仅仅学习 SDGs 框架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并不能确保实现 SDGs。

ESDGs 还必须能够激发和增强学习者的能力，使之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中积极作为，并

成为变革推动者。 

● 合作网络：为了普遍实现 SDGs 和应对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需要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进行

广泛合作。可通过同行和专家组成的人际网络大力促进此类合作；同时，学生在接触这一领

域时亦可利用这些网络。高校可在帮助学习者发展此类网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高

校的规模庞大、能力多样、学科众多且彼此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 

尽管跨领域技能和思维方式的数量庞大且种类众多，但其中许多可以（事实上也需要）通过转化式

学习方法获得，第 2.2 节将对此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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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针对 ESDGs 的转化式方法 

高校在开展 ESDGs 时很难采取与其他学科或研究课题类似的方法，这是因为 SDGs 涵盖的主题（学科）

非常广泛，这些主题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在不断变化；这些主题均属于人类的

前沿知识，其虽具有普遍性，但也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些主题要求我们掌握各类跨

领域的技能（第 2.1 节），要求跨部门、跨行业协作。此外，ESDGs 的目标是增强和激励学习者，使

之成为塑造可持续未来的积极参与者[7]。 

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上述问题，ESDGs 要求我们采用转化式方法进行学习，但这些方法目前并

不是高校的标准做法[24]。转化式方法要求跨学科、行动式学习和多方参与。本节简要概述了为何这

些方法对于实施 ESDGs 至关重要，并描述了其在高校环境中的呈现方式。 

高校不会经常使用这些方法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很难通过大多数高校的线性和筒仓式管理方法来实

现。第 3 章和第 4 章讨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和策略。 

2.2.1 跨学科 

跨学科方法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学至关重要，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 SDGs 涵盖的主题范围广泛，远远超出了某一学科的传统范围，因此，即使是对 SDGs 框架进

行基本的概述，也需要利用其他学科的专门知识，而这些学科分布于不同院系。 

● SDGs 中的每个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每个目标都会受到其他目标的积极影响（协同作用）

和消极影响（权衡取舍）。这意味着，成功实现某一目标需要了解和控制其他目标的结果

[25]。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 ESDGs。上述情况为高校提供了多种 ESDGs 实施方式，例如将不同

院系进行创新整合，从而更好地满足教育需求，并为未来社会制定解决方案。 

因此，ESDGs 即使只侧重于 SDGs 的一个领域，也应自始至终努力将不同研究领域进行有意义的联系，

探索与其他目标间的关联，并对相关问题形成整体、系统的观点。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可根据具体主题邀请其他学校或外部专家进行讲座，开展联合项目或举办不同

院系和项目之间的跨学科活动，及其他能够培养学生系统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思维的活动或课程。 

2.2.2 行动式学习 

在面对复杂而多维的 SDGs 相关问题时，不能仅仅通过讲座和授课的方式来解决。高校可通过 ESDGs

来开展实际项目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学生生活、校园、社区、本地组织或其他环境中的问

题），这一方式将带来诸多益处，包括： 

● 让学生亲自寻找解决方案，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洞察潜在的问题。 

● 让学生深入探究并分析 SDGs 的相关问题，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SDGs。 

● 为学生创造有益的机会，不仅有助于他们获取技术或专业知识，而且能够锻炼其跨领域技能

和能力。 

● 帮助学生了解 SDGs 对其生活和未来职业的重要性，并请他们参与制定解决方案。 

● 为教职员工和其他教学辅助人员提供职业发展机会。 

● 在高校内部促进多学科合作，为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课题与机会，并与更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 使学习内容契合时下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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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切实可行的想法和倡议，应对校园内外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可由高校或学生实施此类想

法和倡议。 

高校可在各类教学活动中纳入上述行动，包括课内外教学与活动、学生主导的活动等，并且可采取

多种形式： 

● 通过实习、行动式学习和研究生实践项目等方式，为合作机构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和指导性

建议，进而实施 SDGs 的各方面工作。  

● 各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和项目，如校园项目和社区“生活实验室”[26，27] 

● 创客马拉松和创业倡议，帮助学生就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大胆设计和实践 

● 游学、模拟联合国活动以及与其他国家高校开展交流 

2.2.3 多方参与 

与那些“现实世界”中奋战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前线的参与者积极合作是 ESDGs 中相当重要的一点。

这些参与者对现实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了如指掌，能够引导学习者将课堂知识灵活应用于复杂的实际

场景，为高校外的 SDGs 挑战提供解决灵感，填补教学资源中的知识缺口，从实际问题入手，使教学

与时下热点相契合。这些参与者的加入，还可帮助高校拓宽内外部的网络、增强其影响力。 

上述参与者可以是政府、民间团体或私营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社区成员以及高校其他院系的专家，

例如，关注高校可持续性、社会包容、创业和产业关系的专家。 

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例如： 

● 在制定学习材料的过程中提供专业知识、建议或案例研究；担任客座教师；或者作为课程设

置、在线资源或学生项目的顾问 

● 提供项目创意、指导、反馈，或评估学生项目 

● 提供实习机会 

● 在生活实验室或其他相关方的合作研究和项目中担任项目合作伙伴或团队成员 

 

案例研究：转化式学习 

• 开发课程和辅助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 

•  Honey Bee 倡议（乔治梅森大学） 

• 介绍可持续发展训练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西悉尼大学） 

• 掌握全球实践，利用本地知识（哈佛大学） 

• 培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创造者和创新者（日内瓦大学和清华大学） 

• 积极能源基金（米勒斯威尔大学） 

•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评估工具（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创新和社会影响（Thiagarajar 工程学院） 

• 巴西 Newton Paiva 大学智能校园（巴西 Newton Paiva 大学） 

• 可持续解决方案：费城学生在本地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宾夕法尼亚大学） 

• “ Your move”——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游戏化（都柏林城市大学）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developing-coursework-and-supplementary-activitie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the-george-mason-university-honey-bee-initiativ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introducing-the-sustainability-bootcamp-and-the-sdgs-western-sydney-university/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leveraging-local-knowledge-through-global-practic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8/making-the-makers-and-innovators-for-the-sdg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millersville-universitys-positive-energy-award-program/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dg-impact-assessment-tool/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dgs-in-practice-innovation-and-social-impact/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4/24/dghxdfhsxfg/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ustainable-solutions-students-localize-the-sdgs-in-philadelphia/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your-move-the-gamification-of-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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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者 

第 2.1 节中提到了 ESDGs 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SDGs 相关挑战的影

响，因此每个人——无论是专家还是公民——都能够为解决此类挑战做出贡献。事实上，可持续发展

目标 4.7 呼吁“确保所有学习者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 

本节旨在明确高校可影响的“学习者”范围，帮助高校拓展思维，以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如何最大限

度地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 

高校的组织结构繁复且规模庞大，具有多种职能，与地方、国家和全球社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因

此可以接触到各类潜在的“学习者”，包括： 

●  “传统”的高校学生，包括本科、硕士或博士生。他们是高校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学习群体。

这类学生在帮助高校实施 ESDGs 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 高校教职员工，包括教师、职员、技术人员和高校领导。他们能否深入了解 ESDGs 至关重要，

因为这一群体在高校实施 ESDGs 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能够通过个人地位和专业能力更

为广泛地推进 ESDGs。 

● 高校非学位项目（如高管教育或暑期学校等）的学生和参与者。他们可以是政府、私营部门

和民间团体等其他行业的专家，也可以是学术界人士和其他高校（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高校）

的学生。 

● 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社区等其他行业的高校合作项目伙伴。 

● 社区，包括高校所在地的社区，以及其他通过学术/高校网络或行业伙伴关系与之联系的社区。 

 

案例研究：整个社区 

•  EduKid-CE：用循环经济激励年轻一代（联合国大学和开罗大学） 

• 帮助社区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作地方发展参考框架（圣加仑应用科学学院） 

• ODSesiones（穆尔西亚大学） 

• SDGs 大使计划（汉堡大学） 

 

2.4 实施 ESDGs 的途径 

第 2.3 节描述的学习者范围十分广阔，而接触他们的途径也非常多样。鉴于 ESDGs 相关的知识、技能

和思维方式具有的广博和跨领域性质，ESDGs 的要素极其适合于高校的大多数正式和非正式教学活动，

并能够增加其价值。 

表 1 总结了前一节所描述的不同学习者群体及影响他们的不同途径。 

通过这些途径实施 ESDGs 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向[28]： 

1. 开发新的科目、项目或倡议，尤其应关注 SDGs 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

这有助于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了解所有 SDGs 的实施现状，并进行跨学科或跨高校合作。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8/edukid-ce-inspiring-young-generations-with-circular-economy/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3/26/enabling-communities-to-use-sdgs-as-reference-frame-for-local-development/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odsesione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dgs-ambassador-programm-at-universitat-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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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ESDGs 的相关要素纳入现有课程和其他活动。这一选项能够减少时间进度压力，亦有助于

利用现有的专业课程，同时证明和加强 SDGs 与大多数研究领域的相关性。 

表 1：高校潜在的 ESDGs 学习者，以及影响他们的途径 

学习者 影响途径 

 “传统”高校学生 通过课程接触，如课堂材料、作业、班级活动和项目、游学等。 

基础课程或慕课 

课外活动和学生活动 

社团以及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 

迎新活动 

志愿服务项目 

校园内外的生活实验室 

研究生培训 

奖学金、实习和交换项目 

创客马拉松和创业倡议 

高校网站与学生间的交流小组 

课程与项目手册/介绍 

教学辅助的服务，如图书馆 

校园设施标语 

高校教职员工 新员工入职培训 

专业发展 

员工可持续发展计划 

高校网站与员工间的交流平台 

校园设施标语 

关于 SDGs 的员工参与活动 

高校非学位项目的学生和参

与者 

高管教育、专业发展、成人教育等 

职业培训 

语言能力课程 

桥梁课程 

暑期学校 

慕课 

整个社区 公共活动、社区活动 

表演和展览 

在高中的 SDGs 推广计划 

校外生活实验室 

研讨会、会议 

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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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高校实施和推行 ESDGs 需考虑的因素 

第 2.1 节至第 2.4 节明确了 ESDGs 包含的一系列要素（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以及各类潜在的学

习者及其影响途径。虽然高校的目标应当是推行 ESDGs，但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独自完成这项任务，

因此高校在推行 ESDGs 中需要“多管齐下”。本节内容旨在确定一些常见且行之有效的 ESDGs 实施

方法，并为高校提供一个总体框架，便于其从战略角度评估和确定最优方案。   

2.5.1 常见的 ESDGs 实施方法 

高校一直在尝试各种实施 ESDGs 的方法，以下是一些最常见的路径，当然此处并未列举全部做法。

虽然这些方法主要针对“传统”学生，但仍然适用于其他的学习者。 

• 认知提升：包括社交媒体活动、标语、教职员工或学生出版物上的文章、公共活动等，通过

以上方式可以向教职员工和学生传达 SDGs 的基本信息，以简单的方式强化对 SDGs 的认知，

并进而推动高校履行 SDGs。 

• 跨学科的介绍性课程：校际的、或者是跨学科的介绍性课程/教学模块，可以在跨学科背景下

向任何学生（或教职员工）简要地介绍可持续发展现状和 SDGs。这类课程可以是短期的非正

式/选修课程，例如，在学生入学指导或员工入职培训时提供，也可以是整个学期的学分课程。

这类课程可以通过在线[29]、混合方式、面对面或网上互动的方式提供。为了支持 ESDGs的推

行，课程应作为所有新“学习者”的必修课，或者强烈推荐他们参加——比如作为核心选修

课，或者作为学生/员工申请领导力项目的先决条件等。 

• 围绕 SDGs的学科和项目：课程或整个学位项目可关注于：学生如何通过其自身专业或职业来

推进 SDGs。它可以包括介绍性的课程或核心课、选修课、项目式学习和完整的学位项目等。 

• 与现有课程相结合：可将核心的 ESDGs 概念、原则和示例结合至最合适的学科中。与 ESDGs

相结合并不一定意味着在课程大纲中增加更多的科目，而可以通过将课程融入 SDGs 要素的方

式来实施，例如，使用 SDGs 相关的案例和实际问题、在作业中鼓励对 SDGs 进行反思等。与

某一学科相关的 ESDGs 基础内容，也可以使其与学科核心知识相结合。同时，为了支持这一

整合过程，应在毕业成绩和学习成果中也纳入 ESDGs 的概念。  

• 以 SDGs 为重点的项目式学习：包括将可持续性和 SDGs 嵌入一般项目式学习、顶点项目或工

作实习安排。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须参考可持续性标准或某些 SDGs，并思考项目的最终目的、

产生的结果和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教育者还可通过学生降低项目的负面影响并取得更大的

正面影响给予奖励。  

• 以 SDGs为重点的课外活动：创业挑战、校园改善项目、生活实验室等课外活动，对于培养学

生的 SDGs 技能和思维方式尤为重要，因为课外活动允许一定程度的设计创新，而这很难通过

正规课程实现。 

• 以 SDGs为重点的领导力项目：无论是单一专业还是跨学科，这种课外项目侧重于培养学生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推动者并获得领导技能。 

• 学生主导的活动：通过“SDSN Youths’ SDG Student Program”之类的项目或通过自己提出的倡

议，世界各地的学生一直在努力发起、筹划和领导相关活动，促使学生们（和高校教职员工）

参与到 SDGs 事业之中。学生自发且服务于学生的活动，经常推动学生的创新创业、激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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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与使命感、理想与抱负吗，而这些对学生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高校可以支持和鼓励这

类活动，例如，提供指导、专业知识、培训、资金、活动空间及开拓合作伙伴等[30，31]。 

• 慕课和其他在线内容：高校可以使用慕课和其他基于网络的内容来接触众多学习者，包括高

校以外的学习者。同时，高校亦可使用其他机构（如 SDG Academy）开发的在线内容来填补

自身 ESDGs 中的空白，并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些内容，以自身师资为基础，

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位项目：开设相关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传授可持续发展专业知识，

囊括所有 SDGs，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组织在一起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

的能力，并使其成长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专家。 

 

案例研究：常见方法 

认知提升 

● 可持续发展目标宣传活动：“设定你的 SDGs！你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瓦伦

西亚理工大学） 

● 剧院中的 SDGs（布雷西亚大学） 

课外项目 

● 不让任何人掉队（莫纳什大学） 

● 积极行动：将 SDGs 纳入社会服务社区项目（墨西哥 Tecmilenio 大学） 

● SDGs 的传播和全球公民宣传计划（马德里自治大学） 

● 可持续性挑战（维也纳经济大学） 

学科课程 

• 呼吁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采取 SDGs 行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连点成线！积极学习、促进行业参与，将 SDGs 引入课堂（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 在现有课程中嵌入 SDGs（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 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算、审计和问责（纳瓦拉公立大学） 

• 重新设计商业目的：嵌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1（消除贫困）（悉尼大学） 

• SDGs 探索——以 SDGs 为指南，新设可持续发展课程（瑞士洛桑商学院） 

• 全球健康权（坎塔布里亚大学）   

跨学科课程 

• 为跨学科教学敞开大门：将 SDGs 作为课堂跨学科对话的途径（布里斯托大学） 

• 将 SDGs 纳入跨院系跨学科硕士课程（莫纳什大学） 

• 实现跨行业目标的跨学科学习（詹姆斯·库克大学） 

• 将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工具（秋明国立大学） 

• 研讨会：大学的可持续性——为 17 项 SDGs 采取的行动（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大学）  

• 可持续性：标准和决策课程（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 “ Sustainable Sainji”：亲身体验 SDGs（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 洛杉矶难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通过人权手段在洛杉矶实施 SDGs（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 SDGs 的价值创造者、转化性学习和跨学科方法（荷兰温德斯海姆荣誉学院）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communication-campaign-on-the-sdgs-set-your-sdgoals-you-are-part-of-the-chain-towards-sustainability/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dgs-at-the-theater/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leave-no-one-behind/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positive-action-incorporat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social-service-community-projects-in-higher-education-at-tecmilenio/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8/sdgs-mobility-program-and-global-citizenship-awarenes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ustainability-challeng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calling-future-educators-to-action-through-the-sdg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8/connect-the-dots-bring-sdgs-into-the-classroom-through-active-learning-and-industry-participation/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embedding-sdgs-content-in-existing-course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national-sdgs-budgets-audit-and-accountability/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8/transformational-learning-approach-to-embedding-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1-no-poverty-in-business-curricula/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dg-explorer-a-new-course-on-sustainability-using-sdgs-as-a-guid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the-right-to-health-in-the-global-world/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embracing-interdisciplinarity-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s-a-route-to-cross-disciplinary-dialogue-in-the-classroom/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integration-of-the-sdgs-in-a-cross-faculty-interdisciplinary-masters-cours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for-intersectional-goal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dg-index-as-a-tool-to-learn-about-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eminar-sustainability-at-the-university-actions-for-the-17-sdg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ustainability-criteria-and-decision-making-course/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sustainable-sainji-experienc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first-hand/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ustainable-solutions-to-los-angeles-wicked-problems-using-human-rights-to-implement-the-sdgs-in-la/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value-creators-transformative-learning-and-transdisciplinary-approach-to-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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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内容 

• 调整可持续发展学院课程，与大学课程相匹配（Kepler） 

• 知识民主化- MITx MicroMasters 项目（麻省理工学院） 

• Whakawhitinga Kōrero：通过制作视频开展 SDGs 的跨学科教育（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2.5.2 评估 ESDGs 实施方案的框架 

在实施 ESDGs 时，第 2.4 节中提到的不同途径在适合性和有效性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表 2 列举了不同

方案的比较原则，有助于高校确定具体的 ESDGs 路径。 

表 2：不同 ESDGs 实施方案的比较原则 

优先事项 高校应优先考虑向第 2.3 节提到的学习者推行 ESDGs，因为这一群体不仅最容易接

触，且高校对其也负有最大的教育责任。这一群体依次为“传统”学生、高校教

职员工、非学位项目的学生和参与者、合作项目伙伴以及社区。当有余力时，高

校应积极为其他“学习者”提供 ESDGs。 

适合性 有些教学方法和途径可能更适合实施 ESDGs 的某些要素（第 2.1 节）。比如： 

• 一般知识，包括以“跨领域”方式了解关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 SDGs。此类

“可持续发展素养”教育可以包含多种方式，如校园标识、讲座和课外活动。 

• 特定的专业知识，最适合在特定语境/专业中获得（无论是通过正式教学、课

外活动还是学生主导的活动获取）。 

• 转化式学习（第 2.2 节）对于培养学习者跨领域的 ESDGs 技能、能力、思维方

式和交际网络非常重要。正如第 2.2 节论述的，上述能力最好通过亲身实践，

以跨学科、多方参与等方式开展的项目活动来实现——例如课程相关项目、课

外活动、实习、生活实验室等，而非通过授课材料。 

深度 

 

第 2.4 节描述的途径，在帮助学习者获取知识、技能和思维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通过认知提升活动和可持续发展专业学位获取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水平，

就全然不同。 

虽然一些活动并不密集，且深度也不够，但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不仅可

以接触到更多的“学习者”，而且有助于加强高校对可持续发展和 SDGs 的重视。

当然，这些“知识普及型”活动尚不足以培养专业的“SDGs 的实践者”。 

一些颇具深度的方式（如学位项目）则有助于培养 SDGs 领域的未来专家，而这些

活动在本质上却只适合少数学生。 

广度 不同途径在学习者的接触量方面也不完全相同。影响的范围（广度）往往与深度

成反比，比如转化式学习就是广泛推行 ESDGs 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 2.5 节前半部分讨论的 ESDGs 常见方法与不同方法间的比较原则，表 3 则进行了指示性的评估。 

评估强调了一些关键点，对如何在高校推行 ESDGs 具有重要指示作用： 

●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学习者、或可以向学习者提供所有 ESDGs 的要素。每种方法都

有不同的优缺点。因此，高校需结合多种方法推行 ESDGs。 

● 从可以提供 ESDG 要素这一点考虑，相对普适（但非全部）的方法是，将 ESDGs 与所有相关

学科的现有课程相结合。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adapting-sdg-academy-course-to-the-institutional-learning-curriculum/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whakawhitinga-korero-interdisciplinary-education-on-the-sdgs-through-place-based-video-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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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式学习是平衡广度和深度的最好方法，由于该方法对于有限数量的学生效果更好。因此，

为了增加参与这些项目学习者的数量，高校应相应增设这类项目，或者开发能够取得相同

（甚至更好）结果的创新项目。 

最终，推行 ESDGs 的最佳方式是采用涵盖整个高校的战略方法，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表 3：对高校推行 ESDGs 的各类常见方法之广度和深度做出的指示性的评估，由于很多方法的成效

完全取决于他们具体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因此下表中有一些较为模糊的“评估”。 

方法 广度 
深度 

普通知识 专业知识 转化式学习 

认知提升 高 中 低 低 

跨学科的介绍性课程 
低/中（必修课

除外） 
高 低 中/高 

与现有课程相结合 高 高 高 低 

以 SDGs 为重点的项目

式学习 
低 中 高 中 

以 SDGs 为重点的课外

活动 
低 中 低/中 高 

学生主导的活动 低/中 中 低 高 

慕课 非常高 高 高 低 

以 SDGs 为重点的领导

力项目 
低 高 低/中 非常高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学

位项目 
低 非常高 高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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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扩大和深化高校的 ESDGs 工作 

 

如第 2 章所示，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 ESDGs，而且许多高校也已有所实践。然而，正如第 1 章

所述，要使全社会顺利落实 SDGs，高校则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机会——以最大的广度和深度，在影

响范围内向尽可能多的学习者提供 ESDGs。  

毫无疑问，这项任务异常艰巨。为了扩大 ESDGs，高校需要在校内增加新的活动或调整现有的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许多方法（如第 2 章所述），但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普适于所有的学习者，

并为他们提供所有的 ESDGs 要素的，因此每所高校都需要因地制宜。同时，将一些必要的关键要素

——行动式学习、跨学科和多方协作——整合在一起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这预示着目前的教学的组

织和产出形式需发生重大转变。 

本章旨在帮助高校扩大和深化 ESDGs 工作，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校行动指南》[1]中确定的五

个步骤，提出一个高校可以循序渐进的分步流程（第 3.1 节）。此外，本章还指出了高校可能遇到的

一些常见障碍和挑战，及其潜在的解决方案（第 3.2 节）；并概述了高校内外利益相关者将如何支持

这一工作（第 3.3 节）。 

本章建议的五步流程是建立在高校目前的传统运作方式基础上。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方

法无论在速度还是持续性方面均不够理想。因此，高校的运作方式应当发生转变[14]。第 4 章讨论了

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的方式并建议了实现途径，而这种途径可以且需要与本章所述的传统方法并

行开展。 

3.1 实施 ESDGs 的步骤 

《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校行动指南》[1]确定了高校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的三个层面——承认、整

合机会和组织原则。在根据 ESDGs 调整后，这些目标是： 

● 认知：了解高校在 ESDGs 的现有举措。 

● 整合机会：高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承认 ESDGs 的实用性和重要性，同时，在尚未制定高校

整体战略的情况下，通过整合分散孤立的活动和项目，寻找机会来推进 ESDGs。 

● 组织原则：高校各层管理需承诺将 ESDGs 作为高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并将这一承诺纳

入所有相关的高校治理结构和框架中，进行战略规划，确定如何最大限度地为 ESDGs 做出贡

献，同时，高校需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支持。 

考虑到上述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高校行动指南》曾提出深化参与 SDGs 的五个步骤，如图 4 所示。

这五个步骤也可以应用于 ESDGs 的实施工作，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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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深化和扩大 ESDGs 实施工作的分步流程概述（改编自[1]）。 

步骤 1：规划现有的工作 

确定高校已经在 ESDGs 中做了哪些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其了解自己在 ESDGs 进程中的起

点，查漏补缺，评估现阶段的方法，并确定能够支持这一进程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了解现有工

作及其互补性，也有助于高效地完成现有工作，并扩大影响力。 

例如，高校可以进行 ESDGs 自评估，以确定： 

• 已经开始的工作：实施主体（单位、教授、院系、研究小组、教育创新小组、学生小组等），

以及结果（技能、内容、关键能力、学习目标、毕业生成绩等）。 

•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学活动中，已经推行了哪些 ESDGs 要素（普及性知识、专业知识、转化

式学习），和覆盖了多少学习者（及其身份）（第 2.5 节）。 

• 高校内部有哪些与 SDGs、ESD 或 ESDGs 高度相关的工作、转化式学习等方面的专家和关键资

源，及其可用情况。 

• 在学生、员工和社团中的 SDGs 拥护者和盟友。与这些人积极联系，努力在他们的工作中扩大

影响力。 

• 以学生和员工的素养水平（如 Sulitest[16]）与认知水平（如调查[32-34]）为基准，跟踪 ESDGs

的实施进展。 

自评估将为其日后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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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培养 ESDGs 能力和 ESDGs 工作的负责人 

要使高校成功扩大和深化 ESDGs，需要广大高校内外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协作和参与（见第 3.3

节）。其中包括与 ESDGs 直接相关的群体，如高校教职员工、学校领导（需要提供大力的机构支持

和 ESDGs 的任务授权）；大多数院系的教学和课程开发人员（需要确定在课程中引入 ESDGs，并将其

付诸实践）；但同时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学生和参与相关工作的学生（支持、协助 ESDGs 工

作的开发与产出）。 

为复杂的议程（如 ESDGs）确定负责人可能具有一定挑战性，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行动意识和/或行动

能力不足。第 3.2 节讨论了这些行动障碍，并确定了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法。 

步骤 3：确定优先事项、机会和不足 

第 1 步中的规划工作可以作为一个坚实基础，以便高校明确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例如，提供全

面的 ESDGs 要素或最优的组织框架（如 Laloux [35]提出的框架）等方面）。让高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参与这一讨论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能力建设和确定负责人的方式，同时也有助于获得更理想的结果。 

在开展 ESDGs 前，应指出预期目标和具体工作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源自 ESDGs 相关的内容和

技能，也可能源自高校促进 SDGs 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工作。 

步骤 4：整合、实施和嵌入 SDGs 

在高校明确了工作起点和终点之后，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改善组织工作的路线图（包括优先级、具

体策略和顺序），并使用相应工具（如构思、测试、试点和升级）来具体实施。 

高校可根据其特点、起点、优势、劣势和优先顺序等条件采取多种 ESDGs 实施途径。一个能够符合

机构需求与具体实践、且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将是提高 SDGs 认知度、推动多方参与已落实 ESDGs 的

好方法。 

以下是高校在制定 ESDGs 实施路线图时可以考虑的示例。各个高校可权衡利弊、自行取舍以寻找适

合自己的最优路径。 

● 解决障碍和挑战：如第 2 章所述，在扩大和深化高校的 ESDGs 过程中，需要高校以新的方式

——通常不符合高校现有管理模式——并以更大力度采取新的举措。因此，高校很可能会遇

到一系列涉及个人、组织和来自外部的障碍和挑战，它们势必阻碍 ESDGs 的实施进度。其中

一些障碍很容易预测，另一些则在实施过程中会很容易识别，对于这两种情况，高校均应立

即确认并迅速适应。有时，可能需要提供额外的资金或创新资源，调整内部流程，审查相关

鼓励措施以促使个人成为变革参与者，必要时甚至需要采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以提升

SDGs 认知度，从而增加对 ESDGs 的了解和接受度。第 3.2 节描述了高校在实施 ESDGs 过程中

一些常见的障碍和挑战，并提供了这些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法。 

● 全局的方法：高校可以使用 SDGs 来构建整体愿景，将研究、管理运作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囊

括其中。此外，校园治理也是体现机构 SDGs 承诺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相应的

组织架构不仅可以让人们更为确切地了解机构（高校）开展了哪些工作，而且还有助于吸引

外部资源。 

● 高校承诺：高校管理层对 SDGs 做出公开承诺或倡导，这将为高校整体推进这项工作创造条件

并提供动力。这也是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展示高校在实现 SDGs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种方式。

对于高校而言，并没有一个“官方”SDGs“协议”，因此，高校可以选择自行制定或签署现

存 SDGs 相关的非正式“协议”（见附件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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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性战略措施：部署标志性战略措施可以提升高校中的 ESDGs 认知度，并有助于吸引新的

同道者。 

步骤 5：监督、评估和沟通 

追踪和总结前文提到的 ESDGs 相关工作的实施进展是非常重要的。在跟踪进展、强化问责机制、评

估具体实施路径的过程中，高校可通过报告的形式展示其工作与影响力。 

对于高校应如何在总体上衡量、报告其在实施 SDGs 4.7 和 ESDGs 方面的进展，全球没有统一标准。

这是因为，人们对 ESDGs 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且它的许多方面可能难以衡量——或者至少难以

大规模衡量。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契合 SDGs 的报告框架（其中许多是专门为高等教育机构创建的），都试图为推

动 ESDGs 的进展制定有效措施（详见附件 C.5）。这些框架中用不同方法衡量了 ESDGs 的不同方面，

它们各有优缺点。大多数措施试图衡量 ESDGs 的实施程度，而非学习成果。但不可否认的，通过对

比不同的框架，高校可更好地找到或改进适合自身的 ESDGs 路径。 

 

案例研究：推进 ESDG 的实施 

• 在 STEM 教育中整合和促进全球问题案例研究（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 可持续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大学网络 (RUS) 倡议（都灵理工大学/ RUS） 

• 加快实现 SDGs，改善大学治理（都灵理工大学） 

•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与现有课程结合：学校教育工作（牙买加西印度大学） 

• 在教育工作者培训计划中介绍 SDGs：将 SDGs 融入短期课程（坎塔布里亚大学） 

• 一个月，一个 SDG：可持续“天线”项目（马德里理工大学） 

• 马德里自治大学 SDGs 实验室园区（马德里自治大学） 

• 组建大学社区，为 SDGs 做出初步贡献（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 覆盖整个大学的 SDGs 项目（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3.2 常见的障碍/挑战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 

本节描述了高校在尝试实施本指南的方法时可能面临的一些常见障碍和挑战。明确这些障碍和挑战

将助于我们找到解决方法，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最终使 SDGs 成为高校的行动方向。 

大多数障碍和挑战出现的原因是，可持续发展和 SDGs 是一个复杂的议程，即使在高校内部也不广为

人知；与此同时，ESDGs 还要求高校和个人以新的方式采取新的举措。 

我们发现，有必要将这些障碍和挑战分为三种主要类别：个人、组织和外部。我们对此进行分类讨

论，并提出了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或方法，当然这些解决方案或方法也需要因地制宜。 

3.2.1 个人障碍 

正如在 3.1 节讨论的，在高校中扩大和深化 ESDGs 需要广泛的个人支持和合作，包括大学领导、教职

员工以及学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对此并不感兴趣，或是无法提供相应的

支持与合作。因此产生了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 思维，包括对变革的抵制，意识不到 ESDGs 与自身益处的相关性。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case-studies-to-integrate-and-promote-global-issues-in-stem-education/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education-for-sustainability-initiatives-from-the-ru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improving-university-governance-by-accelerating-progress-towards-the-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e-polito-case-study/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infusing-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o-curricula-efforts-of-the-school-of-education-at-the-university-of-the-west-indies-mona-campus-jamaica/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introducing-the-sdg-on-the-educators-training-plan-short-course-on-how-to-introduce-sdgs-in-lectures/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one-sdg-at-month-sustainability-antennas-project/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09/sdglab-campus-uam/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the-formation-of-the-university-community-as-a-first-step-for-the-contribution-to-the-sdgs-the-case-of-universitat-politecnica-de-valencia/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rmit-wide-sdgs-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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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包括缺乏开展新工作的时间和资金；不了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不了解 ESDGs 及

其实施要求；对可持续发展或 SDGs 相关性存在误解；无法获得适当的资源；缺乏技能和获取

创新教学方法的途径；缺乏接触适当伙伴的机会。  

以下是一些高校可以用来解决这些障碍的方法： 

• 阐明/展示实施 ESDGs 的益处，如： 

o 将 ESDGs 作为实现机构/学校目标或个人目标（例如，发展重要的新技能和助力职业

发展，提高个人影响力和满意度）的机会。 

o 展示高校内现有的 ESDGs 活动及其成果（例如，通过论坛、提交奖项、交流）。 

o 招募员工和学生中的 SDGs 倡导者。 

• 围绕 ESDGs 为个人发展提供资源和支持，例如： 

o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以及设计和开展 ESDGs 工作的培训课程。 

o 为员工和学生领袖提供新的培训和支持方法（如指导），帮助其以积极、协作和个人

参的方式设计 ESDGs 相关活动；共同设计活动的跨学科小组；参与 SDGs 相关项目，

分享知识和经验；与同行网络或群体分享经验（在高校内或高校间）。  

o 共享或开发教学材料和案例研究等 ESDGs 教学资源，供整个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使用。 

o 为员工（和学生）分配资金和时间，整合或开发新的 ESDGs 相关活动。 

o 使教师们理解：他们在教授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将担任整个学习过程的向导——而非仅

仅灌输专业的知识。 

• 为参与 ESDGs 活动的员工和学生提供奖励，例如： 

o 对参与 ESDGs 活动表示认可，包括正式的（如晋升或授予学位）或非正式的（如奖励

或表彰） 

o 获取资金、领导力发展机会和其他益处 

3.2.2 组织障碍 

组织机构、相关政策和流程，以及缺乏领导力、相关能力和资源，将会限制或阻碍在整个高校范围

内引入新的 ESDGs 活动。由于 SDGs 的广度和跨学科性质，及其对转化式学习的需求（需具有跨学科

背景和多方参与环境），上述限制因素的作用将更为明显。一些主要的组织障碍和挑战包括： 

• 机构变革障碍，如程序僵化（包括课程开发、制定时间表、招聘）、适应过程缓慢、各级人

员（教师、决策者、行政人员）缺乏一致性、层级管理结构不能与时俱进、缺乏创新的前瞻

性、激励机制错位、文化规范以及缺乏领导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 筒仓效应：阻碍跨学科或各团体之间（教学、研究、管理、学生社团等）的合作。 

• 缺乏实施 ESDGs 的机构能力和资源，包括人力、财力、技术及所有 SDGs 领域的知识或专长。 

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这些障碍和挑战（如下），然而，在高校的传统组织结构中，克服这些

障碍可能非常困难，或者克服过程非常缓慢，因此，高校需要采取更具变革性的方法（第 4 章）。 



 

23 

• 建立制度保障，确保和鼓励 ESDGs 工作的落实，例如： 

o 确保高校管理层承诺开展此项工作，并承诺将其体现在关键的战略和规划文件中。 

o 分配足够的人力、财力等资源。 

o 建立一个特殊工作组来引领这一工作，该工作组应由校内所有关键团体和利益相关者

代表组成。 

o 跟踪和报告 ESDGs 的实施进展，建立问责机制。 

• 支持跨高校、跨学科的 ESDGs 合作，例如： 

o 制定标准、公平的体制，推进资源共享、制定时间表、学分分配和涉及多个院系的

ESDGs 评估工作。 

o 为跨学科和跨高校的活动创造空间、制造机会和提供奖励（例如校园的生活实验室），

跨学科和跨高校的目的是开展 ESDGs 活动，创造一种促进未来合作的文化和关系。 

o 充分利用跨学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研究和教育中心/机构的专门知识和协调能

力。 

o 将设立跨学科 ESDGs 工作小组作为高校或学院的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教育创新、

行动研究等）之一。 

• 识别和利用高校内外部的专业知识，例如： 

o 了解高校内部可用的 SDGs 专业知识，并提供给课程设计人员。 

o 邀请其他学院、高校或组织人员担任客座讲师。 

o 与其他高校合作设立联合学位或提供联合资源。 

o 利用在线资源，如慕课或其他基于网络的内容，以弥补现有课程缺口。 

o 促使高校加入支持高校实施 ESDGs 的全球和国家网络，如 SDSN 和联合国责任管理教

育原则（UN PRME）。 

• 建立机构制度，协助发展并维护 ESDGs 的多方参与机制，例如： 

o 提供财力支持（如资助专门的职位）、技术支持（如相关承诺书与协议模板、合作伙

伴的协调方）和职业发展支持（伙伴关系拓展能力和跨行业协作技能），从而为

ESDGs 在妥善维护现有伙伴关系的同时，开拓新的伙伴关系。 

o 为 ESDGs设计者提供现有的合作伙伴资源：如与具体产业对接的高校部处、工作-学习

（一体的）综合式场所、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旗舰合作研究项目和高校参与的可持

续发展网络等。 

3.2.3 外部障碍 

高校身处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而这种环境可能与深化或扩大 ESDGs 所需的变革相抵触，从而阻碍

高校的行动，它包括： 

• 机构环境：各层级的规章制度——高校需顺应它才能获得（某些工作或活动的）合法性及相

关资源——可能无法鼓励甚至会妨碍高校实施 ESDGs。这种“机构环境”包括各种官方和非

官方的机制和参与者，例如特定的法律制度；融资和合同准则；需获得外部评估认定才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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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的机制；其他非官方认证或鉴定机构；国内和国际排名等。高校还受到来自于中小学

的影响——其决定了学生进入高校时的 SDGs 水平。 

• 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对高校的影响在于，高校对于国际议程/倡导的取舍和投入。虽

然联合国的 193 个会员国均通过了 SDGs，但各国在 SDGs 中的优先事项和支持资源则各不相

同。同时，市场力量和经济形势也显著影响着高校开展 ESDGs 的能力。 

• 知识（或缺乏知识）背景：SDGs 是新的国际议程，因此仍然缺乏这个领域教育的标准方法和

概念。目前，很多围绕 ESDGs 开展的工作都是实验性的，可能没有经过严格的评估，而且学

习成果也没有被广泛分享。 

尽管高校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但可采取一些应对行动： 

• 推动改变机构环境，支持 ESDGs，例如： 

o 与政策制定者、质量保证机构、认证机构、大众媒体以及其他监管和咨询机构合作，

提出变革需求并设计备选政策、法规、标准等，创造有利于实施 ESDGs 的机构环境。 

o 在政策讨论中发挥高校作为智库的作用（通过个人（通常是学者）、行业协会、或权

力机构）。 

o 在中小学教育中尽可能多地纳入 ESDGs 的核心概念，确保学生更好地了解这些概念。 

• 评估和学习高校内外的 ESDGs 相关工作，例如： 

o 制定适当的措施和工具，帮助教育工作者评估 ESDGs 活动的质量和影响，同时要确保

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评估。 

o 建立高校内外的知识分享机制，如论坛、实践社区、案例研究、出版物、会议等。 

o 鼓励对 ESDGs 和高校的 ESDGs 实践经验进行学术研究。 

o 从日益增多的 ESDGs 学术和案例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鼓励 ESD/ESDGs 教育工作者进

行跟踪和分享。 

3.3 利益相关者 

虽然我们在前文经常提到，“高校”是实施 ESDGs 的主要机构，而高校由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

成，每个利益相关者均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为了确保以必要的规模和速度实施 ESDGs，从而

在全社会传播 SDGs，各方参与就至关重要。 

本节中的表 4确定了一些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及他们将通过何种方式来促进高校开展 ESDGs工

作。表 4 旨在强调以下重点： 

• 几乎高校内的所有人（以及许多外部利益相关者）均可通过某种方式为高校实施 ESDGs 做出

贡献。 

• 许多利益相关者可力所能及地采取行动来实施 ESDGs，而无需等待高校整体的协调和统筹。 

• 虽然一些利益相关者群体没有对高校的决策权，但仍然可以通过支持和推动高校采取行动的

方式来发挥积极影响。 

• 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远远超出了校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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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高校 ESDGs 工作的贡献 

利益相关者 如何为高校的 ESDGs 工作做出贡献 

高校领导 • 代表高校做出承诺，向高校内的所有学习者提供 ESDGs 服务 

• 为战略工作提供授权和资源，制定一个全校范围的 ESDGs 行动方

法并加以实施 

• 对高校已经开展的 ESDGs 工作表示承认并进行推广，包括认可员

工和学生当中的 SDGs 倡导者 

• 激励所有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 

• 衡量高校在实施 ESDGs 方面的进展 

教学负责人，在高校和院

系层面提供指导及支持服

务 

• 提供培训、资源和激励措施，支持教职员工实施 ESDGs 

• 将 SDGs 技能作为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 打破院系之间的筒仓效应，促进和激励多学科合作 

 

教职员工，包括讲师、课

程协调员、课程开发人员

等  

 

• 在教学大纲中纳入可持续发展领域、概念、案例和技能 

• 使用积极的学习方法（如项目式学习） 

• 邀请外部专家参与课程（作为客座讲师、导师等）。 

• 交流研究心得、加强研究实力，通过教学工作解决全球挑战 

• 将跨学科挑战与课程相结合 

ESD 专家 • 支持/指导高校中的其他人员，帮助其了解可持续发展相关知

识，以及如何将这些知识与最新教学思想相结合 

• 促进/支持院系采用战略方法纳入 ESDGs 

• 监督和评估高校 ESDGs 相关活动的成果，并从中吸取和分享经验 

校际的可持续发展中心/研

究机构 
• 帮助高校提升内部能力，对 SDGs 及其需求提供支持 

• 帮助高校进行战略规划，扩大 ESDGs 行动规模 

• 协调跨学科和跨高校的 ESDGs 活动（如有必要，亲自负责） 

• 为学生提供机会，使其参与该中心管理的涉及多个参与者的实际

跨学科项目 

• 帮助高校的其他团体接触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加强

ESDGs 活动 

• 展示备选治理系统  

• 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熟悉当地情况，且具有全球合作关系）密切

合作，对不同的工作、方法和项目进行实验和测试，进而以大规

模的方式实施 SDGs 

学生支持服务、高校运

营、学生参与模块 
• 为学生规划课外活动、学生主导的活动和其他与 ESDGs 相关的高

校活动，并使学生能够随时获得这些信息 

• 将 ESDGs 要素与现有的课外倡议相结合，开展新的活动，帮助学

生发展和培养 ESDGs 要素的相关知识、技能和思维 

• 为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制定一份 SDGs 相关的体验路线图 

学生 • 在选择学习地点时，要把 ESDGs 的获得性作为一个标准 

• 促使高校或院系领导、课程协调员和讲师纳入 ESDGs  

• 抓住一切机会参加具有 ESDGs 元素的课外活动 

• 在现有俱乐部和社团活动中纳入和推广 ESDGs 

• 组织相关活动，为同学培训 SDGs 相关知识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 • 鼓励将校园用作公共政策的生活实验室、测试场所 

• 制定适当的激励措施，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教学，解决 SDGs 带来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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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高校之间开展合作 

• 为高校、各级政府、私营公司和民间团体之间开展深度合作奠定

基础 

高校网络和协会 • 组织和制定专题讨论会、网络研讨会、案例研究汇总、指导文

件、实践社区等，为高校之间分享和学习 ESDGs 的实施可行性创

造机会。  

• 向政府、多边机构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展示高校在实施 ESDGs

方面的作用，为高校争取更多的支持，使其充分能够发挥这一作

用 

• 开发可供任何高校使用的共享资源 

专业协会、教育质量保证

组织和高校报告计划 
• 将 ESDGs 相关的基准纳入毕业生成绩和标准 

• 将相应的 ESDGs 措施纳入评估、报告和排名计划 

• 向高校宣传实施 ESDGs 的重要性，并帮助高校将这些原则与课程

相结合 

行业、政府和民间团体合

作伙伴 

 

• 研究和教学合作 

• 为学生提供在其中开展项目、实习或工作的机会 

• 与高校合作设立博士学位，帮助学习者获得特定领域的技能，推

进 SDGs 的实施 

捐赠者 • 将捐赠与高校的 SDGs的影响力挂钩，并长久地助推高校的 ESDGs

工作 

• 要求将捐赠款项用于 SDGs 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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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高校为推进 ESDGs 进行积极变革 

 

在前文中，我们展示了高校如何渐进式地将 ESDGs 要素与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相结合。正如

第 2 章的案例研究所示，许多高校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因为比较

容易入手。而对于高校如何开始采用这种方法，第 3 章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变革理论过程说明。 

然而，整体而言，我们需要进行的变革规模非常庞大。SDGs 要求每个国家都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变革，

并在我们每一项活动的开展方式上进行翻天覆地地转变。更重要的是，SDGs 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挑

战紧迫而复杂，渐进式方法往往难以应对。经典的方法不够迅速和深入。在这个意义上，Waddell 

[36]认为，在面对必要的系统性转变时，需要摒弃简单的渐进式方法，转而采取新的工作方式。高校

的运作与管理也需要进行这类系统性转变[14]。为此，我们通过最后一章来展示这种转变的具体方式。 

正如本指南通篇讨论的，高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在制定新的系统性、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合作可以提供“新的平台和新的能力，从心理和社会的角

度改善我们的运作系统”[14]。然而，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作用，它们需要进行不同规模和深度的转变。 

有些高校拥有数百年历史，能保证自身在不受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影响的同时，开发了提供高质量教

育和研究的体制。然而， 这些特点往往对快速变化而言是结构性制约因素。而 SDGs 则能够提供一个

引发这一变化的框架。 

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将 SDGs 作为变革和创新的源泉。但是，考虑到 SDGs 所要求的变革速度、规

模以及时间线，整个高等教育行业的行动是否足够快，变革是否足够彻底？ 

4.1 针对高校变革的“第二操作系统”方法 

由于高校需要持续履行基本使命，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组织改革时，绝不能以推迟或停止日常活动为

代价。高校需要在整个转化期间确保对质量和风险进行持续、有效的管理。 

为此，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开发一种“第二操作系统”。“第二操作系统”是针对适当的变革而设

计，能够对现有的高校治理系统做出补充。虽然高校传统的管理层级结构能够确保连续性，但“第

二操作系统”可以作为“一个敏捷的网络型结构和一套全然不同的管理模式”[37]，能够“减轻而非

加重传统管理层级结构的负担”。通过这种方式，高校的“传统管理层”或现有的治理体系可以继

续领导高校的日常职能，但必须是在与“第二操作系统”的密切配合的前提下；同时，“第二操作

系统”也将负责对必要的变革实施机制进行思考和设计。 

关于“第二操作系统”的主要特征和重点，可参考如下信息： 

• 围绕共同目标而聚集的团体[38]； 

• 最小的有效组织规模：人数、结构、目标； 

• 以新职能作为其核心，这里的“新职能”包括：整合、关怀、协调、深度倾听和交谈、好奇

心、同情心和勇气[14]； 

• 一个推动转型的环境，以支持日常实践[39]； 

• 促进自我管理、整体性和变革的实践[35]； 

• 新的治理和组织（从其“中央”治理到周围的“生态系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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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示范和激励的项目； 

• 多元化的（合法）成员； 

• 快速致胜。 

“第二操作系统”本身必须以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运行。正如上述清单简要提到的，它将由至少 15-20

人组成，来自高校的不同分支和层级，不仅能够代表机构的多样性，而且可以促进思想和方法的多

样性。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设立具体的组织结构，如后文案例研究所示。 

“第二操作系统”将对高校治理工作产生影响。理想情况下，它将通过身处于两个系统内的“成员”

调整治理结构和工作流程，并使其充当新工作方式的“管道”。这一方式已被许多曾面临无法快速

适应挑战的组织所采用并沿用至今 [37]。 

当然，如果不同群体（高校行政部门、教师、员工和学生）均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共同的目标，高校

也许能够利用现有的管理层级来开展这一变革。在这种情境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将极大地促进这

一工作。 

全球高校都开始尝试各类方法来完成彻底变革。我们现在将介绍一些相关案例（第 4.2 节）。这些案

例均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 能够让整个高校的教职员工参与进来，打破了学科壁垒； 

• 为多方参与和伙伴关系创造了空间； 

• 关注实际困难，试图通过相关的研究和教育（跨学科）来解决这些问题； 

• 将校园作为生活实验室。 

其中三个案例展示了“第二操作系统”这一路径，以此促进变革和创新。第四个案例描绘了在高校

全体成员拥有共同愿景时，以强大领导力促进变革。这些新的实践案例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

我们相信，扩大积极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高校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而本指南是针对此类交流

活动的第一个工具；在整个“十年行动”期间，SDSN 将致力于协助全球高校分享知识、互相学习和

协调倡议，进而促进彻底的变革。 

 

4.2 案例研究 

4.2.1 马德里理工大学 itdUPM 中心 

马德里理工大学（UPM）认为，为了实施 SDGs，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变革，虽然这种系统性变革尚未

开始，其主要原因是：高校内部行为中存在双向阻滞（见图 5）。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举措（如一些

高校战略或协议）很少得到充分实施；原因诸如：教职员工或学生在规划阶段参与度不足，导致战

略不切实际；教师因负担过重抵制变革；或是因为这些战略没有在评估过程中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这些阻滞因素阻断了学校自上而下的变革。另一方面，学生、教职员工或工作人员等团体开展的相

关行动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扩大到整个高校，因为他们各自为政，没有制定系统方法和有效地沟

通，或者上层领导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因此，自下而上的举措本身并不能引发高校的系统变革进



 

29 

程。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作为连接组织的中间结构，以加速高校“顶层”（战略和协议）和“底

层”（自发的热情）相结合的进程。 

 

图 5：高校内部行为的双向阻滞 

鉴于此，itdUPM [40] 作为 UPM 的“第二操作系统”应运而生（由 Kotter[37] [41]设计），其目的很

明确：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问题、共同制定涉及所有领域推动者的实际解决方案，从而恢复这些

组织的系统功能。自 2014 年以来，itdUPM 已完成了多个项目，从一个开发少数创新/教育项目的小

型中心（通过不循规蹈矩、开放且“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运作），发展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广受

赞誉的机构，而且始终致力于将跨学科和创新实践融入整个大学的各类研究和教学项目。该中心加

入了马德里理工大学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团体，该组织能够在之前各自为政、互不通气的部门、机构、

项目之间促进积极的联系和沟通。这一实践所产生的了以下结果，同时突显了上述的阻滞作用： 

• 创建一个不同类型的组织：2012 年，大学出台了一个特别规定，允许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同

时研究中心和 itdUPM 任职，防止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同行评议论文可在两个

中心同时进行统计，而不会降低研究团队的排名。 

• 设计一个新的硕士项目[42]：通过这个创新项目，itdUPM 组织了一个跨学科教学社区，共同

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教学项目。在这个教学项目中，教职员工可以通过创新方式分配学分时

间，例如，开发一个项目式学习学期[43]。作为一项重要的附加利益，itdUPM 还建立了一个

新的学生和校友社区。该社区成为其管理团队的主要人才来源。  

• Shire 联盟[44]：马德里理工大学成立了一个由各领域专家、公司、民间团体和公共行政部门

组成的合作联盟，旨在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难民营提供能源。这一项目打破了学科壁垒，且

有助于在一所知名理工大学展示技术与社会意识相关倡议的关联性。Shire 联盟的第一个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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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马德里理工大学提升 itdUPM 中心的形象，即该中心能够在现有各个倡议之间建立联系，

扩大它们的规模和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影响，并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倡议的存在。  

• Iberdrola Chair 项目[45]：虽然马德里理工大学过去曾与私营公司合作开展讲座，但目前已不

再按照常规模式，转而采用转化式方法。如 itdUPM 中心和 Iberdrola 公司合作通过这一项目

开展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实践（例如，将实现 SGDs“绩效”作为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奖金分配标

准）。与此同时，与一家大型私营公司建立这一创新且成功的合作关系，亦有助于 itdUPM 在

获得高校治理的合法性的同时，能够在高校之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 城市平台：一个致力于帮助城市进行气候中和的转化平台，属于 EIT Climate-KIC 资助的深度示

范项目之一[46]。itdUPM 通过城市平台项目参与了马德里市的一项转化计划，与其他地方机

构（尤其是市议会）合作，展示了大学可在常规工作之外发挥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鼓舞学

生对 SDGs 的落实充满信心，给大学领导带来声望，并给教职员工提供参与激励，同时，还够

将向公民证明，大学是一个能够拓展知识、促进讨论和开展行动的绝佳场所。  

• SDGs 研讨会[47]：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其立足于“欧洲地平线”计划 [50]

（2021-2027）采用的“任务导向型”研究理念[48，49]，这是一个资助研发创新的欧洲框架

项目，旨在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学术生涯不同阶段（教授、博士生）建立合作文化。

他们在研讨会中展开积极讨论（在一个轻松的对等环境中，更多地思考如何更好的合作，而

非制造矛盾和对立），提出要在最终期限前完成 2030 年议程中的哪些共同使命（目前为“能

源转型”和“循环经济”），并创建一个与跨领域的研究社区。例如，能源转型社区（一个

自上而下的倡议）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碳中和校园；它为自下而上的碳中和提案开辟了一

个空间，这些提案一旦在基层获得批准，就会被提交至大学领导审批。 

总的来说，itdUPM 的各类项目也检验了大学管理结构、各个中心和教职员工等其他形式的关系，其

结果是：马德里理工大学的领导现在正更为频繁地接触教职员工，共同设计整个大学的战略。除此

之外，学生或教师团体目前正在为发起的个人倡议构建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与高校治理层的联系。

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 itdUPM 制定的各类工作原则实现的，因为这些原则有助于增强上述不同组织的

接纳性。itdUPM 的主要宗旨，是创建一个人们可以找到工作的意义（目标）、掌握工作的技巧（发

展深层技能）和获得成员资格（尊重个性的社区）的环境（图 6）[51]： 

• 分享其合作、善于倾听、尊重（思想与行动）多样性的价值观。 

• 打造一个有意义的物理空间：一个带有实验区的建筑，没有封闭门、配设玻璃墙，以便改善

协作环境。 

• 在管理时间和资源时要小心谨慎，尊重人际关系。 

• 创建一个由教职员工、研究人员、公司、校友和自由职业者（超过 250 人）组成的网络，给

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并期待他们为团队带来更多机会。 

• 证明换一种做事（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可行的，且更为有效的。 

• 注重每个过程中的创造性，创造一个专业和妙趣横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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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itdUPM 作为（中间）连接组织的作用 

4.2.2 莫纳什可持续发展研究所（The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莫纳什可持续发展研究所（MSDI）是一个跨高校的研究所，旨在通过研究、教育和公众参与等活动

促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实施，应对全球挑战，实现 SDGs。MSDI 在许多方面可被视为莫纳什大学

的第二操作系统，能够帮助该大学推行多项创新倡议，包括 ESDGs。 

MSDI 由莫纳什大学于 2006 年创建，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其与各院系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积极合

作，共同进行创新、实验、协调和设立新倡议，应对 SDGs 带来的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挑战。MSDI 目

前拥有超过 150 名工作人员和博士生，并开展了各类独一无二的、广受好评的旗舰项目，包括：  

• ClimateWorks Australia：这是莫纳什大学和一家慈善基金会合作设立的项目。该基金会是一家

作为独立顾问的专业机构，它致力于帮助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 BehaviourWorks Australia：是一家科研企业，旨在将顶尖的行为改变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

聚集于一处，为现实问题寻找行为解决方案。 

• MSDI Water：旨在支持莫纳什大学的学院和研究所在城市水资源方面开展跨学科研究和行动。 

• 改善非正式住区及其环境（RISE）项目：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展开，其正在制定和测试

一个本土化的水资源问题解决方法，改善印度尼西亚和斐济非正规定居点的环境和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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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区域网络：该网络由

MSDI 主持工作，负责与该区域和全球高校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调动各方力量，支持和实

施 SDGs。 

• 一项公共政策创新计划：旨在将创新和系统性的转化方法和能力纳入公共政策。 

• 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主要提供硕士课程和博士生指导，以及高管培训、能力发展和学生领

导力等活动。 

助力 MSDI 成功的一些关键指导性因素包括： 

• 关注现实的问题和需求。该研究所衡量自身影响力的方式包括，能否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

问题，以及能否影响政策和实践的变革。 

• 莫纳什大学与内外部学术人士、工业领袖、政府领导和民间团体的合作。这些是MSDI 的核心

工作，它特别注重与与各合作方相互学习，包括问题识别、项目合作设计和产出等方面。  

• 一种对创新、创业、实验和学习具有开放态度的机构文化。 

• 从系统性转化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同时，在制定这类挑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时，

寻求所有相关学科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帮助。 

作为一个注重影响力的外向型机构，MSDI 在实施各类项目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展现了相当

大的灵活性，并在按照政府和企业的运作需求（在短时间内实施项目）的过程中表现了出众的能力。

此外，为了完成目标，MSDI 还能够聚集一大批具有不同学术和非学术背景的高素质项目人员。其中

包括在政府、企业和社区工作多年之人，他们不仅了解这些行业的具体运作方式，并且还拥有广泛

的人际网络。此外，还包括许多在跨学科研究、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有专长的人们。所有这些都是

MSDI 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ESDGs 是 MSDI 的核心工作。此项工作主要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开展，同时也是 MSDI 其他项目

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一个非学院型的机构，MSDI 通过其具有的独特地位、结构、网络和能力（一

些工作人员是 ESDGs 和转化式学习领域的专家），在莫纳什大学开发独特的跨学科教育项目，并为

此开展积极合作。这类项目的重点是，发展和培养参与者的实践技能、知识和思维方式，促进和领

导可持续发展变革。这类项目包括正式的学位项目和课程、课外项目、研究生研究项目、职业发展，

以及针对传统学生和高校内外其他受众的能力建设项目，例如：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这是一个跨院系的学位项目，由莫纳什大学商学院、科学与艺术系

和 MSDI 合作提供。MSDI 负责运行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课程，这是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教学模块，也是一个与行业伙伴合作开展的跨学科项目模块。 

• Green Steps：是一个面向莫纳什大学学生的课外领导力项目，旨在培养他们成为有所作为的可

持续发展领导者。该项目在 2020 年将迎来它的 20 周年庆，其最初仅关注环境可持续问题，

目前已经扩大并涵盖了整个 SDGs。该项目是通过体验式工作坊和“真实的”可持续发展咨询

项目提供的。 

• Behaviour Change Graduate Research Industry Partnership（GRIP）项目：其旨在支持博士生与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从业者合作，通过行为改变研究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学生由MSDI 的学者

和整个高校的教师共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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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未来卫生工作者传授环境可持续性知识及其影响力”：这是MSDI与医学、护理和健康科

学学院联合开办的项目，旨在培养高校的 ESD 能力，向初入职场的卫生工作者传授气候变化

知识和绿色技能。 

• 气候变化和商业风险：这是一门针对公司高管的教育培训课程，涉及如何制定战略方法，将

气候考量与商业战略相结合。 

• McKinnon Institute：是一个由莫纳什大学和一家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的无党派非盈利组织，

致力于为州和联邦政客提供专业培训项目，协助其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 

• MSDI 通过在莫纳什大学商学院项目中教授多个实践和体验教学模块，将 SDGs 相关的知识和

技能融入到商业教学中。其中一个模块与 B Corp 合作，让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企业进行可持

续性影响评估。 

• “不让任何人掉队”：是由MSDI 领导的社会创业项目，并在此过程中与艺术、法律、教育、

商业、艺术、设计和建筑等院系合作，通过培养莫纳什大学学生的社会商业理念，使之有机

会应对社区中的社会包容挑战。 

莫纳什大学和 MSDI 通力合作，克服了结构性挑战，使 MSDI 能够承担如此广泛的创新和影响力工作。

随着 MSDI、莫纳什大学及其合作伙伴的不断发展进步，这一合作仍在继续。 

 

案例研究： MSDI 的 ESDGs 倡议 

● 不让任何人掉队 

● 将 SDGs 与跨院系的跨学科硕士课程相结合 

4.2.3 双威大学（Sunway University） 

环境可持续性已经与双威大学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学术综合体的一员，双威大学校园的位置曾经是

一片不毛之地，遍布废弃的矿洞。如今，这里已成为双威市的中心。这个智能数字城市正在逐步扩

张，并开展了可持续的城市化治理实践。例如，一条由太阳能板作顶的高架人行道网络连接着市区

的各个角落，市内快速公交系统将该市与 Klang Valley 公交系统的两个关键节点相连通，雨水收集系

统能够使双威教育综合体实现水资源自给自足，此外，城市农业企业也逐步兴起。 

双威大学的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双威学院和2004年成立的双威大学学院，二者不断扩张，并于2011

年合并为双威大学。双威大学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所非营利性大学，由 Jeffrey Cheah 基金会 （JCF）持

有。而 Jeffrey Cheah 本人就是积极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者，根据自身经验，他认为增加教育机会是构

建良好社会的关键驱动力。 

设立双威市的愿景是恢复土地生态，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一个生态平衡的微型城市——不仅具有经济、

社会、文化活力，还能够参与地方治理。今天，双威市已成为一个教育综合体（例如泰勒大学和莫

纳什大学的分校也坐落于此），同时也是许多技术创新和环保企业（例如医疗、娱乐、数字企业）

的总部所在地。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leave-no-one-behind/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2020/05/16/integration-of-the-sdgs-in-a-cross-faculty-interdisciplinary-master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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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2015 年通过了 SDGs，但双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倡议提出的更早：个别院系认为有必要改变资

源使用方式，而这将有助于阻止或防止环境进一步退化。双威大学在 2010 年禁止使用聚苯乙烯食品

容器，比全州禁令早了 7 年；并且从 2012 年开始实施废旧物品回收计划。 

2016 年，双威集团将 SDGs 正式纳入集团使命，进一步推动双威大学在治理结构中建立“第二操作系

统”。双威智能可持续校园委员会（SSCC）于 2017 年成立，旨在集思广益、共同创新并提出建议，

对整个校园的政策和倡议进行指导。 

SSCC 由最高管理层、各院系共享的服务体系、学院和学生代表组成。代表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目

的是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推动整个校园的绿色行动和倡议。自建校之始，双威大学便开展广泛的

合作，讨论改善运营模式和改造基础设施的最佳方式，以及在整个校园引发相关的行为改变。倡议

一经启动，部门负责人精简相关手续、渐进式地推动相关工作，成效显著，而后，这些举措很快就

成为标准的运营方式。 

SSCC 在最初的两年提出了多项校园倡议。例如，2018 年实施的校园太阳能项目，目标包括：节约能

源，降低对国家碳密集型电网的依赖，并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教育和研发平台。双威大学为

此投资超过 200 万林吉特，而截至目前太阳能装机容量已达 600 kWp，节能效益回收期为 6 年。这是

全面过渡到可再生能源长期工作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双威大学充分意识到，教育是创造可持续未来的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因此，它很快成

为马来西亚第一所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高校。双威大学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 Jeffrey Sachs 可持续发展中心（JSC）于 2016 年成立，是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教育领域的卓越区

域中心。2018 年，该中心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学位（MSDM），旨在为个人提供必要

的技能，使之成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先锋。JSC 还为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政府等多个行业打

造量身定制的高管培训项目。该中心将在 2020 年提供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学位在线课程，为

亚洲和大洋洲的远程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  

• SunwayiLabs：成立于 2017年，作为一个创新中心，其旨在鼓励学生采取创业和技术方法来生

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以此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 Future-cities Research Institute：于 2019 年成立，通过将双威市作为生活实验室等一系列工作，

成为 JSC 的可持续城市环境发展工作的有益补充。未来城市研究所关注污染、交通拥堵、犯

罪、公共卫生和数字鸿沟等城市挑战。  

• 学术标准和质量部在 2019 年对教育部要求的本科必修课程进行了重新设计，专门设置了可持

续发展课程。 

• 双威大学 2019年成为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马来西亚分支的负责机构，这是一个

召集和推动多方解决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挑战的工具。2020 年末，双威大学还将成为 SDSN

亚洲总部所在地，从而以新的身份服务于广大亚洲地区。 

• 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SDSN 亚洲还将成为 SDGs 学院的负责机构。SDGs 学院是一个全球性

的知识中心，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在创建和管理免费的可持续发展慕课，并将其作为一项全

球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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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十个双威大学的智能和可持续倡议案例，是校园普及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一种方式 

为了实现 SDGs，双威大学必须制定有效的战略，不仅要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 SDGs 的倡导者，而且要

让学生在毕业时具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念，积极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职业；与政策制定者、企业和

民间团体合作，共同推动富有意义的变革。在过去三年的快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双威大学现已做

好准备，力争从一个落实新概念的本地孵化空间，转变成为具有国家和地区知识影响力的教育机构。  

4.2.4 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 

作为一所研究型高校，比勒陀利亚大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教书育人和创造知识，以满足当前和未

来的社会需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工作，并与 SDGs 相呼应，这源于比勒陀利亚大学的宗旨，并

通过其研究、教学和参与等核心职能得以体现。 

比勒陀利亚大学了解实现 SDGs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挑战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因此，自联合国 2015

年通过了 SDGs 之后，该大学就一直积极参与这些目标的实施工作——不仅开展了各类活动和动员行

动，同时将 SDGs 融入大学的核心职能中，而且还在大学外部产生了更广的影响（见图 8）。 



 

36 

 

图 8：比勒陀利亚大学加速实现 SDGs 的途径 

SDGs 的动员行动 

比勒陀利亚大学对 SDGs 予以最高程度的关注，并为此制定了比勒陀利亚大学《2025 年战略计划》。

该计划旨在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并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为了提升影响力，其在多个层

面建立伙伴关系并开展合作；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且这一战略计划同时契合 SDGs 的五大支柱

——人、地球、繁荣、和平和伙伴关系。 

为了支持上述工作方向，比勒陀利亚大学制定了一套旨在塑造整个机构面貌，并能够深入参与 SDGs

的指导原则。包括鼓励跨学科研究、支持协作创新；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确保其工作和服务

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比勒陀利亚大学还设立了各类多方治理结构和程序，以便改善和加

强大学内部的透明度、互联与互通、诚信和问责。 

整合 

将可持续性和 SDGs 相关的知识和实践与教职员工的工作相结合，对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

野的人才至关重要。这项工作还旨在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在明确 SDGs 相关工作后，比勒陀利亚大学开展了各类活动。包括根据 SDGs 开展教学活动；将社区

参与模块与学术项目相结合；开展有助于实现 SDGs 的研究活动——侧重于解决社区和公共部门的需

求；社区外联倡议；针对治理和可持续性相关事项向公共部门提供各种培训和短期课程；公开讲座；

以及开放获取学习材料。 

比勒陀利亚大学将跨学科方法融入教育理念，将其作为应对复杂挑战、支持和实现 SDGs 的关键手段。

以受到大学领导层关注的复杂问题为研究主题，该大学逐渐将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常规化。此外，它

还在各类研究领域建立实践社区并鼓励社区行动。 

为下一代实践而创新项目包括，增强社区学习体验，使用创新的学习者互动技术，以及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灵活采用在线教学形式。 



 

37 

影响 

以上整合工作为扩大影响力奠定基础，各方正在围绕 SDGs 开展各类扩大影响力的活动，包括建立平

台和战略计划，与学术和非学术利益相关者和网络合作，并对地方、国家、区域和大洲各级机构的

政策和实践加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比勒陀利亚大学开发并推出

了三个跨学科合作平台（Future Africa、Javett Art Centre 和 Engineering 4.0 development），目前正在

开发第四个平台——Innovation Africa@UP。 

比勒陀利亚大学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包括主持南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的工作，该中心负责收集和

整合南非 SDGs 研究成果；主持针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联合国学术影响力中心（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 Hub for SDG 2）的工作；支持 PRME；并与非洲研究大学联盟（ARUA）就粮食安全和

粮食系统转型等问题开展积极合作。  

比勒陀利亚大学通过上述杰出工作获得了各类可持续发展奖项，并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影响力排名”

和最新的“UniRank 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放眼未来 

比勒陀利亚大学将继续努力、不断总结经验，并向他人学习。它坚信建立一个集综合思考、实践、

学习和报告于一体的迭代循环将保证知行合一；与此同时，它将继续为实现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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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缩略语和术语 

术语注释 

一些常用的高校术语在世界不同地区用法各异。我们对本指南中使用的术语进行了以下注释，以免

混淆。 

课程

（course） 

由于“课程”一词在不同地区的用法各异1，我们将使用以下术语代替： 

• 单元：一个学期的学习单元（也称为“科目”和“模块”） 

• 项目：一系列单元/模块所组合成的学位课程 

院系/教工 

（faculty） 

“院系/教工”可指（1）高校的一个部门和/或（2）世界不同地区的学术/教学

人员。因此，我们分别使用以下术语来区分两者： 

1. 院系 

2. 教工 

高校/大学 

（university） 

本指南中使用了“高校/大学”一词涵盖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学院、

职业培训学校等。 

缩略语 

ESD 可持续发展教育 

ESDGs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 

MOOC 大型开放在线课程/慕课 

PRME 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倡议2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SN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UN 联合国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rse_(education）（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8 月 6 日）（此处为作者注） 
2 责任管理教育原则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 PRME) 于 2007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

人峰会期间启动，已经发展成为联合国与全球商学院之间最大的组织化关系形式，其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内革新商业和管理

教育、研究和思想领导力，同时提高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知水平，培养未来负责任的商业领袖。该计划目前覆盖

了 85 个国家 650 多所与商业和管理相关的高等教育机构。责任管理教育原则倡议组织的指导委员会由主要认证机构、专

业协会和区域协会组成。（更多信息可参考：https://www.unprme.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rse_(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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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ESDGs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与 ESDGs 直接相关——强调新知识和新技能对实现 SDGs 具有重要意

义。 

可持续发展目标 子目标 

 

4.7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

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

和创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

大 

 

12.8 到 2030 年，确保各国人民都能获取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生活

方式的信息并具有上述意识 

 

13.3 加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加

强人员和机构在此方面的能力 

13.b 促进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增强能力的机制，帮助其进

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包括重点关注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

边缘化社区 

 

16.a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强相关国家机制，在各层级提高各国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预防暴力，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 

 

17.9 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

持力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

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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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精选资源1 

网络中有着海量的 ESDGs（及其前身 ESD）相关资源，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为了帮助高校在

这个信息海洋中指引方向，本附件提供了一些关键资源的链接，对高校的 ESDGs 实施工作提供支持。 

C.1 一般参考资源 

• SDSN Australia/Pacific (2017)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DGs in universities: A guide for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academic sector.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Pacific Edi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 Australia/Pacific, Melbourne.  

• UNESCO (2017)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 UNESCO, Paris. 

• UNESCO (2014)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Action Programm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ESCO, Paris. 

• HOCH-N (2019)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ta version) [English 

version]. Sustainability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velop – network – report (HOCHN), 

Berlin. 

• PRME (2020) Blueprint for SDG integration into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partnership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 New York.  

• Verhoef, L & Bossert, M (2019) The University Campus as a Living Lab for Sustainability: A 

Practitioner’s Guide and Handbook.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Stuttgart. 

• Walter Leal Filho 编辑、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 World Sustainability Series 刊载了许多 ESDGs 相关

主题的案例研究。最近的例子包括 Universities as Living Lab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on University Campuses: Learning, Skills Building and Best Practices 以及 Implement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Curriculum of Universities  

C.2 案例研究汇总 

• Accelerating Education for the SDGs: Case study website 包含本指南中引用的所有案例研究。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过去几年里专门讨论了高校在执

行 SDGs 方面的作用（包括教育）。提交的论文见会议记录：2019, 2018, 2017 

• PRiMEtime Blog 分享了 PRME 中在将可持续性和负责任领导与全球管理教育工作三者结合最佳

的实践案例。 

• 国际可持续校园网络（ ISCN）发布的可持续校园最佳实践报告：2018 WEF-ISCN Report: 

Educating with Purpose 以及 2017 WEF-ISCN Report: Educating for Sustainability 

• Walter Leal Filho 编辑、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 World Sustainability Series 刊载了许多 ESDGs 相关

主题的案例研究。最近的例子包括 Universities as Living Lab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on University Campuses: Learning, Skills Building and Best Practices 以及 Implement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Curriculum of Universities 

                                                           
1 如本节内提到的相关资源无对应的完整中文版，则保留英文不做中译，以便更准确地定位相关资源。 

http://ap-unsdsn.org/university-sdg-guide/
http://ap-unsdsn.org/university-sdg-guid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7444_eng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051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0514
https://www.hochn.uni-hamburg.de/3-aktuelles/nachrichten/135-leitfaden-governance-en/hoch-n-guide-sustainability-governance-at-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pdf
https://d30mzt1bxg5llt.cloudfront.net/public/uploads/PDFs/BlueprintForSDGIntegration.pdf
https://campusaslivinglab.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new_RZ_Living_Lab_handbook_9.5.19.pdf
https://campusaslivinglab.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new_RZ_Living_Lab_handbook_9.5.19.pdf
https://www.palgrave.com/us/series/13384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030156039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030158637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319702803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319702803
https://blogs.upm.es/education4sdg/
https://ic-sd.org/
https://ic-sd.org/2019/11/21/proceedings-from-icsd-2019/
https://ic-sd.org/2018/11/01/proceedings-from-icsd-2018/
https://ic-sd.org/2017/11/20/proceedings-from-icsd-2017/
https://primetime.unprme.org/
https://international-sustainable-campus-network.org/download/521/
https://international-sustainable-campus-network.org/download/521/
https://international-sustainable-campus-network.org/download/593/
https://www.palgrave.com/us/series/13384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030156039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030158637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319702803
https://www.palgrave.com/us/book/97833197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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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在线资源和工具 

• SDSN’s SDG Academy 提供和管理免费的慕课，以及可持续发展和 SDGs 相关的教育材料。 

• Digital Lear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汉堡应用技术大学将 SDGs 引入高等教育教学的

在线资源和在线课程集合。 

• Campus as a living lab 为本报告提供了索引、工具、资源和支持，帮助将校园转变为可持续发

展试验台。 

• SDG Impact Assessment Tool 是一个免费的在线学习工具，指导用户（包括教师和学生）对一

项活动、组织或创新影响 SDGs 的方式进行评估，然后将结果以可视形式呈现。 

• Sulitest 是一个衡量可持续性素养在线测试工具。该工具旨在帮助高等教育机构汇总不同学生

队列的结果，例如，可用于衡量进展、监测和报告结果。 

C.4 全球网络和项目 

• SDG Academy – Community of Practice 正在创建一个由高等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营利性企

业和相关政府实体组成的社区，通过同行学习和分享最佳实践、定制资源开发，以及改善研

究和思想领导力等方式，努力推行以 SDGs 为导向的教育。 

• SDSN Youth – SDG Students Program 是一个全球学生网络中心，通过这一网络，学生可以共同

学习和交流并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 

• 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PRME）是一项联合国支持的倡议，其旨在与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合

作，提高商科学生的能力，加深其对 SDGs 的了解，为此项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 凯斯西储大学的 AIM2Flourish 项目旨在对管理学院传授 SDGs 知识提供支持（通过教授主持的

课程，重点关注积极的商业影响）。学生通过 SDGs 视角来研究一个组织，采访一位商业领袖

或社会企业家，之后撰写并发表商业创新故事。 

C.5 SDGs 相关的衡量和报告框架 

• Official UN SDG indicators：联合国 2019 年底批准了衡量 SDGs 指标 4.7.1 的定性评估方法，即

“(i) 全球公民教育和 (ii) 包括性别平等和人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以下

各个层级：(a) 国家教育政策；(b) 课程；(c) 教师教育；和 (d) 学生评估”。虽然这种方法以国

家为单位，但也包括 ESDGs 和高等教育部门。  

• Sustainability Tracking, Assessment & Rating System (STARS): 是高等教育可持续性促进协会

（AASHE）开展的项目。STARS 提供了一个自述框架，以衡量教育机构在不同业务领域（包括

ESDGs 相关领域，如课程和校园参与）的可持续性绩效。高等教育可持续性促进协会最近发

布了一份出版物[52]，概述了 STARS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的机构影响。 

•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影响力排名：该排名于 2019 年首次发布，旨在衡量高校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方面是否成功。2020 年的排名中增加了强制性指标 17.iv，其专门针对“以可持续

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教育”[53]。 

• SDG Accord: 该协议能够协助签署方开展自我评估定性调查，以便了解高校各个团体的机构整

合程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团体。 

https://sdgacademy.org/
https://dl4sd.org/
https://campusaslivinglab.org/
https://sdgimpactassessmenttool.org/
https://www.sulitest.org/en/index.html
https://www.unsdsn.org/university-partnership-program
https://www.sdgstudent.org/
https://www.unprme.org/
https://aim2flourish.com/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7-01.pdf
https://stars.aashe.org/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19/
https://www.sdgaccord.org/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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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ME Sharing Information on Progress (SIP) Reports：其旨在通过学术活动、课程和组织实践等

方式，评估商学院在实施 PRME 倡议方面的进展。其中许多报告已加入了 SDGs 相关内容[54]。 

• The SDG Dashboard：它是一个针对报告、可视化和数据分析的工具，由圣若瑟大学为 PRME

和全球商学院开发，能够展示它们对推进 SDGs 的贡献（包括教学）。 

• Indicator system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由 PRM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组织制定的

详细指标体系，用于定量衡量商学院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 

• Sulitest：衡量可持续发展素养的在线测试工具。该工具旨在帮助高等教育机构汇总不同学生

队列的结果，例如，可用于衡量进展、监测和报告结果。 

• 现有的机构报告：部分高校已形成的机构报告（如年度报告、可持续性报告、多样性和包容

性报告程序等），对自身的 SDGs 相关教学进行了综述。 

C.6 高校 SDGs 相关的承诺 

以下是高校在 ESDGs 方面的承诺和宣言示例。虽然所有这些承诺均要求高校通过研究、教学、运作

和公共服务来支持和推进 SDGs，但它们在侧重点、要求及其遵守情况、为实施工作提供的支持，以

及地域性等方面均有所不同。高校可根据自身需求挑选合适的网络。  

• University Commitment to the SDGs：由 SDSN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区域组织牵头形成 

• SDG Accord：是高等教育可持续性网络的全球联盟 

• Declaration on University Global Engagement：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公立及赠地大学协会发布  

• Declaration on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SDGs：由 Big Tent 

Consortium 发起的全球高校及其社区伙伴网络 

• ISCN Sustainable Campus Charter 2018：由国际可持续校园网络发布 

• University Global Coalition：在 Declaration on University Global Engagement 的基础上成立 

  

https://www.unprme.org/sharing-information-on-progress/sip-resources-06-09-17.php
https://sdgdashboard.sju.edu/
https://www.unprme.org/resource-docs/CARTILLAPRIMEINGLSONLINE.pdf
https://www.sulitest.org/en/index.html
http://ap-unsdsn.org/regional-initiatives/universities-sdgs/university-commitment-overview/
https://www.sdgaccord.org/
http://globallyengageduniversities.org/
http://www.guninetwork.org/news/global-networks-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call-action-united-nations-sustainable
https://www.international-sustainable-campus-network.org/charter-and-guidelines/2018-iscn-charter
https://universityglobal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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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支持高校 ESDGs 工作的 SDSN 项目 

D.1 SDG Academy 

SDG Academy 是 SDSN 的旗舰教育项目，其任务是提供和管理最佳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内容，并将其作

为一项全球公益事业。自 2014 年以来，SDG Academy 开设了 30 门课程，涵盖 190 多个国家的 30 余

万名学生。这些课程以慕课和精选资源等方式提供，面向全球各类受众。学习者包括学生、研究人

员、专业人士、政策制定者、组织机构和其他感兴趣的公众团体。  

SDG Academy 的教师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坚信知识分享可以改变每个人的命

运。SDG Academy所有的课程均为硕士入门水平，大部分为跨院系课程，吸收了来自不同地域、具有

不同视角和传统的授课教师，旨在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SDG Academy 对所讨论的问题不会预设 

“标准答案”，但在课程结束时，期望学习者能够获得广泛的知识，并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些最复

杂和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加深了解。 

SDG Academy 旨在通过包括 University Partnership Program 在内的项目，对 SDSN 成员高校进行能力建

设支持，并协助教师提高可持续发展及相关主题的教学质量。迄今为止，已有 16 个国家的 20 余所高

校参加。此外，SDG Library 收藏了超过 1200 个讲座视频，将其作为独立教学资源，以填补本科生和

研究生课堂中 SDGs 相关的关键跨学科内容的空白。同时，发展实践硕士项目（MDP）是一个由 36所

高校组成的全球团体，其任务是分享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教学实践。而即将开展的项目还包括，在线

可持续发展目标百科全书（Online SDG Encyclopedia），以及在线的可持续发展硕士项目。 

D.2 SDSN Youth 

SDSN Youth 旨在帮助青年人了解 SDGs 和《巴黎协定》，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制定创

新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它拥有 1000 多个成员组织，包括学生团体、青年主导和以青年为核心的组织，

以及在 85 个国家致力于增强青年赋能的机构；此外，SDSN Youth 还为青年人创建平台，以此促进区

域和国家实现 SDGs 和履行《巴黎协定》。 

所有成员组织均在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拥有专门知识，并致力于寻找落实 SDGs 的路径。

SDSN Youth 主办并参加了多个青年赋能和推进 SDGs 的活动。通过主办研讨会、参加全球高级别会议

和首脑会议（如梵蒂冈青年研讨会、联合国青年大会、世界青年日等），SDSN Youth 提供了超过 400

场的演讲和报告会，确保青年能够积极参与对话、政策和解决方案制定，最终实现 2030 年议程。 

SDSN Youth 目前的项目包括：  

• Global Schools Program：旨在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资源，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目

标教育，尤其侧重于 K-12（从幼儿园至我国高三年级）的教育； 

• Youth Solutions Program：旨在促进和支持创新项目，解决全球最为严峻的 SDGs 挑战。所有这

些工作均由青年专家和学生开展； 

• Local Pathways Fellowship：是一个培训项目和点对点的学习网络，能够为青年城市创新者提

供项目设计和实施工具。它鼓励青年学生提出地方可持续发展途径，例如，与一流城市发展

专家、基层组织者和学者交流知识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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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 Students Program：其目的是在高校校园内创造活动空间，让没有 SDGs 工作经验的学生

集中在一起，围绕 SDGs 进行学习、交流和行动，最终在毕业后能够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带入未来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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