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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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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主要存在：如何提高本国劳动力数量

以及人力资源的高附加值、如何持续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如何可持续地建设智慧科技国家等三大挑战。 通过梳理新加坡高校

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发现：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加坡高校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开设多元的课程和学位项目，
为不同学段的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在科学研究方面，积极围绕节能减耗开展科研创新项目，推进当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在社会服务方面，与本土和国际组织合作，走出象牙塔，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倡议者。 因此，基于风险社

会理论的文化性、二重性、普遍性特征，高校应该积极推动以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活动规避和应对风险，如
建设丰富且灵活的高等教育课程、开展反思性和因地制宜的科学研究、积极加强与相关组织的多方面合作等，以此促进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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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岛国，如何灵敏且快速

地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其重要

的课题之一。 一方面，“从 ２００６ 年的《公共部门引领环境可

持续性倡议》（ＰＳＴＬＥＳ）到 ２０１４ 年《ＰＳＴＬＥＳ ２． ０》的颁布，再
到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绿色计划（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Ｇｒｅｅ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３０）的出台，
无不体现新加坡建立绿色政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
积极成为绿色计划的积极影响者和推动者的决心” ［１］ ；另一

方面，新加坡高校正在努力将理念层面的概念付诸行动，并
作为主力进一步推动该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 在政府、大学

以及全社会积极推动下，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根据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ｓ）发表的常年

调查报告，新加坡在 ２０２１ 年全球最佳 ３０ 个城市中排名第 １１
位” ［２］ 。 此外，新加坡已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３］ 。
因此，本研究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新加坡社会发

展存在的风险，并梳理新加坡高校如何通过相关的可持续发

展教育行动来规避和应对社会风险，以此为我国面向 ２０３５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概念界定：风险社会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１． 风险社会理论

１９８６ 年，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提出风险社会理

论，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由现代化威胁力量或引起的

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４］ ，并认为未知的和意外的后果将

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导性力量［５］ 。 他指出，局部或冲突性事

件的爆发必须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多数情况是由人类

“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引起的。 若人们因此进入了需要反省

和变革的新阶段，则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 （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６］ 。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同时结合已有文献，发现风

险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社会发展在制度主义视角下存在人造风险。 换句

话说，从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风险社会的根源来自人类

自身的实践活动，即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形成愈演愈烈

的“人造风险” ［７］ 。 这些风险既可能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不
合理的规定或组织结构的问题而产生的，也可能来自政府机

构、法律制度、组织的管理和决策过程等方面。
第二， 社会发展存在文化建构视角下的风险，也就是

“随着人类社会认知水平提升，客观世界中被意识到的风险

增加了” ［８］ 。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提升人们对风险的

意识感知变得至关重要。 过去，人类对于某些风险可能并不

具备足够的认识，或者将其视为自然现象或命运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发

生了变化。 例如，我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对健康和生态系

统的威胁，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认识到食品安全、
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4.01.004



第三， 社会发展存在系统与环境视角下的风险。 系统

与环境主义者认为，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主决定的可能缺

陷所引致的损失的可能性”，是“将负面结果和错误决定嫁接

起来的因果性想象” ［９］ 。 各种风险类型之间相互交织、相互

渗透，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系统与环境主

义者强调系统思维和综合分析来全面理解和有效管理社会。
他们认为，这些社会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和

相互影响的。
就风险的特征来说，它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文化性，是

指风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知识社会里总是受到各种现代

性主体竞争和冲突的影响，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存在不同的意

义［１０］ ；二是二重性，意思是风险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

胁，但同时又成为社会进步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１１］ ；三是

普遍性，正是由于风险的增长和分配逻辑催生了新的国际不

平等，而这种风险同样有一天会冲击那些原本生产它们和获

益于它们的人［１２］ 。 因此，风险在这个层面成为全球性的风

险，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可以说，风险社会理念被建构出来正是反映了当今人类

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种令人担忧的状态。 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对放大的风险进行应对，也
可以在某一微小的风险事件所可能引发严重危机的诸多环

节中，对风险建构的放大、扩散进行预防和干预” ［１３］ 。 风险

社会理论成为人们理解和观察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

据，为潜在的风险成因、对策治理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２． 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８７ 年《我们共

同的未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此时的教育和可

持续发展仍然处于相对游离的状态。 正如学者所言，关于可

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主要经历了萌芽阶段、完善阶段和形成阶

段［１４］ 。 １９９８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

展教育”，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上愈发重要的议题［１５］ 。 可以

说，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推动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方法。
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有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综

合的整理，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就是以跨学科形式出现的庞

大学科群（ＵＮＥＳＣＯ），或者是一种具有广泛性和兼容性的教

育理论和实践范例，或者是一种在满足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实

现个人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调整方式［１６］ 。 通过对上述可持

续发展教育概念的理解，狭义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可以被理解

为通过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思

想意识的形成，提高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目的、有组织、
有计划的教育活动［１７］ 。 随着可持续发展教育逐渐成为全球

共识，新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培养个

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为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支

持和帮助［１８］ 。

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功能来看，一方面，它有利于促进

学习者进行知识的学习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且非常重视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教育还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正如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功能

就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如学者所言，这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传统教育中人文精神缺失的弊

端［１９］ 。
因此，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含义还是功能上来

看，它的核心诉求是面向不确定的未来作出当下的决定，从
而更好地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更高层次的需求。

３． 可持续发展教育应对风险社会

由于风险带来的后果难以计算，风险社会的到来既给予

人类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也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 正如贝克

所言，教育既是风险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也能为预测、应对

和规避风险提供思路［２０］ 。 因此，风险社会的到来对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而可持续发展教育也能够为重新思考社会发

展的未来提供特殊的助力。 因此，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涵，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将社会的风险压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
第一， 二者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价值同

一性。 风险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这意味

着要广泛地包容各种差异性［２１］ 。 风险社会的到来对社会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状态，追逐的是“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人类共同

的利益” ［２２］ ，这就促使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反思人类的行为，
需要追求可持续的、灵活的应对方式。 与此同时，在可持续

发展教育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都

在使用创新性的方法加速教育的变革，从而切合了风险社会

对教育的行为要求。 各国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知识当成全球

性的共同利益，不断提升教育系统防范风险的能力，进而提

升未来社会发展抵抗风险的能力。
第二，二者存在需要“世界各国相互合作”的主体协同

性。 风险的全球化趋势和复杂性意味着规避风险绝不是一

个国家就能完成的。 国际社会必须在风险社会下相互合作，
如成立合作组织应对风险、建构交互平台进行资源和信息的

分享、出台专业且权威的仲裁机制和协调机制等［２３］ 。 同样，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各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协同

合作。 例如在疫情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联合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携手成立了全球教育监测系统，以此

更好地为国家和区域的教育政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２４］ 。
第三，二者存在“基于现实，着眼未来”的行动反思性。

风险作为现代社会化的产物，其产生往往来自人类科学技术

的进步，但现代化风险的扩散具有一种 “回旋镖效应”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５］ ，即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且个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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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身应对风险的压力与日俱增。 这样一种效应使现代社

会的运行逻辑、规则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在不断地被重

构，此时具有反思性和预测性的行为则显得尤其重要。 因

此，风险社会呼吁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个体自主应对

和解决风险的能力。 可持续发展教育对此要求作出了明确

的回应，它不仅培养公民个人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还注

重培养个体信息处理和批判思维能力，目的就是为了让个体

拥有更强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能力。

二、风险阐释：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困难与挑战

１． 工业智能背景下社会发展存在如何提升高附加值人

力资源配置的风险［２６］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

调整，生产组织方式面临巨大的变革，用人市场则对岗位人

才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提高人力创新素质和综合能力

等要求。 正如新加坡未来技能培训（Ｓｋｉｌｌ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简称 ＳＳＧ）发布的《未来经济的技能需求》（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报告指出的那样，在 １７ 个行业中，超过

４５０ 个工作岗位已经在其工作任务中要求具有绿色技能和

更高素质的综合技能［２７］ 。 人力资源作为促进新加坡社会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影

响和保障社会的延续发展。 随着新加坡社会经济结构的重

塑和转型，新加坡公民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这也进一步要

求从业者提升自身的能力，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加强与团

队的沟通交流和合作。
２． 社会发展存在如何持续支持全民终身学习的难题

据统计，２０２２ 年新加坡 ６５ 岁以上居民为 ６７． ８ 万人，占
总人口的 １６． ７％ ，同比增长 ６． １％ ，居民平均年龄为 ４２． １
岁［２８］ 。 可见，新加坡正面临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迅速老龄化

的问题，也正经历自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社会挑战。 与以

往不同的是，劳动者当下所具备的技能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应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要求。 面对日益不确定的未来，拥
有更加主动的学习态度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是适龄就业公民

应对风险的重要能力。
３． 社会发展存在如何促进科技发展缓解资源紧张的挑

战

面对土地和能源资源有限、人口老龄化、自由贸易竞争

加大的状况，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核

心竞争力、发展信息技术，并且帮助公民适应工业 ４． ０ 所带

来的一系列挑战。 为了打造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和宜居的国

家，新加坡作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也在不断考虑环

境、资源的可持续性，陆陆续续兴起了一系列的绿色建筑、绿
色技术革新来应对当前的环境挑战。

面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一系列挑战，新加坡政府推行

“２０３０ 绿色计划”，在提出“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下一

代人”的教育目标的同时，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将会是真正的

推动者［２９］ 。 “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下一代人”意味着

学习者不仅应掌握好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还强调高等教育机

构需要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想象力等，
使学生成为真正能够引领并改变未来世界的行动者和创造

者。 这也直接地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高校作为人类社会的灯塔，其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

可以直接为可持续发展和风险规避提供实际的帮助；同时，
高校通过知识的交流和传播、科学研究以及积极与当地社区

合作发挥更强大的职能作用［３０］ ，对促进世界各国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实现、风险规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风险规避：以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活

动为例

　 　 “即使作为对未来的威胁和诊断，风险也拥有并发展出

一种与预防性行为的实践联系” ［３１］ 。 因此，当下的困难和危

机成为我们现在行动的原因。 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讨论中，
我们必须进行预测从而确定和组织我们现在的行动。 基于

此，通过梳理新加坡高校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活动，发现

在人才培养上，新加坡高校扎根课程和学位项目，让学生真

正了解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并鼓励学生有能力作出负责

任的决定以及对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产生连锁反应［３２］ 。 在科

学研究方面，高校积极倡导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协同合

作，以此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社会服务方面，高校

积极走出“象牙塔”，深入参与社会乃至国际合作，积极成为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议者和执行者。
１． 人才培养：开设课程和学位项目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终身学习者

第一，高校通过设立专业学位或项目，为不同学段学习

者的未来提供支持。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学习

者学习有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受教育者拥有可持续发展

的学习能力并对未来充满准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计数据，新加坡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攀高［３３］ 。 对此，新加坡

高校已敏锐地察觉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并制定

了相应的措施。
对于应届拟入学的学生来说，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开设了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硕士学位（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简称 ＭＳｃ ＳＧＦ），该
学位学习期为一年，先后需完成 ４０ 个学分，包括 ４ 门核心课

程、４ 门选修课程和一个顶石项目（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其培

养模式扩展了传统的金融模式，除了让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

和绿色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外，学院还与该地区的

金融和企业部门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体验式学习平台，试
图以定义、分析和解决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领域复杂且具

有挑战性的商业问题［３４］ 。 在建筑系也如此，通过开设综合

３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可持续设计理科硕士（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简称 ＭＳｃ ＩＳＤ），整合建筑、工程、景观设计等学

科的知识解决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中的建筑和城市规模的问

题［３５］ 。 共和理工学院（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简称 ＲＰ）也推

出了环境和海洋科学文凭（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Ｍａ⁃
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可持续环境文凭（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为学生在开发可持续环境和水产养殖解决方

案的前沿做好准备［３６］ 。
对于已工作的成年学习者而言，新加坡政府在报告中指

出，新加坡为成年学习者提供 １０％ 津贴攻读学位，支持他们

在人生的任何时段攻读学位。 通过提高“终身学习参与率”
支持经济的关键增长领域［３７］ 。 因此，高等教育机构也为面

临“绿色转型”的从业人员增加“继续教育和培训”（ＣＥＴ）项
目，包括可持续建筑环境、绿色工程解决方案、绿色金融等领

域的培训。 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扩大 Ｍｉｎｉ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Ｍ
项目，这是一个帮助专业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疫情冲击背

景下提高技能并跟上快速改变的工作环境的新机制［３８］ 。 为

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Ｍｉｎｉ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Ｍ 将更名

为 ＦｌｅｘｉＭａｓｔｅｒｓ。 ＦｌｅｘｉＭａｓｔｅｒｓ 的亮点在于它是由行业从业者

参与设计，并提供宝贵的行业相关专业知识、前沿的行业和

市场观点的新机制［３９］ 。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简称 ＴＰ）设立的能源管理和可持续设计专业文

凭也提高了建筑工人在能源效率涉及和技术方面的工作机

会［４０］ 。
第二，高校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和知识纳入本科生

课程，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重视可持续发展知识。 如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 ＮＴＵ）
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新学年开始，除了医学专业和国立教育学院

的学生以外，所有新生都将通过翻转课堂或协作学习的方式

学习一门跨学科协作核心要求（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ｅ）的课程，其中重点关注数字素养、沟通与探究、全
球挑战和道德伦理等主题，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应对不断变

化的社会做更好的准备［４１］ 。 新加坡管理大学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 ＳＭＵ）为本科生提供一个关于

“气候变化、全球和本地解决方案”的通用课程模块，作为核

心课程的一部分［４２］ 。 共和理工学院（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简称 ＲＰ）也开设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通用课程，包括“全
球工作场所的沟通”“创新与实践”“新加坡、世界和我” “为
未来做好准备”等，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一系列全球和地

方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学习活动、小组合作或批判性

思考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在社会中积极创造影响［４３］ 。
第三，高校还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深入实践，充分整合

各种资源为学生践行可持续发展行为提供平台和场所。 例如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简称 ＳＵＳＳ）推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主题有关的课程，遵

循边学边做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将

深入接触社区，积极运用所学知识为社区变革提供思路，并对

实际的结果进行后续的反思［４４］ 。 共和理工学院也为大部分

专业提供“行业导向计划”模块，意思是学生需要完成“行业沉

浸计划”“创业沉浸计划”“企业创新浸入计划”中的任意一个

模块才算是完成整个专业学习［４５］ 。
对新加坡来说，发展本地人才和吸引国际人才一直是其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新加坡高校正在进一步发挥可持

续发展高等教育的作用，通过开拓新的平台和场所作为学习

者学习的途径，同时还将学生以往的工作经验、获得的技能也

作为毕业要求的指标，从而大大缩小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鸿

沟。 因此，尽管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冲击和不确定性，新加坡

仍然在 ２０２２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２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榜上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瑞士，且
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榜上蝉联第二。 其

中，高水平技能和人才影响力两个子项目都排名第一［４６］ 。 新

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超过 ３０％的劳动力拥有

大学学位，１５％的劳动力拥有专科文凭或专业资质，超过 ５０％
的员工为高技术人才［４７］ 。 可见，新加坡高校一直通过持续培

训赋能人才，致力于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终身学习者，确保

他们可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科技进步。
２． 科学研究：围绕节能减耗，积极探索本土及全球的科

研创新项目

根据世界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发布的《２０２２ 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新加坡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 ７［４８］ 。 可以说，科学

技术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
新加坡的出版物在世界被引次数最多出版物的比例持续增

长；到 ２０１３ 年，新加坡已经赶上瑞士、荷兰等其他小型先进

经济体；近五年内，新加坡 １９％ 的出版物出现在全球被引用

最多的前 １０％的出版物中［４９］ 。 “可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研究

的热点” ［５０］ ，新加坡高校也将继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

挑战所需的跨学科研究。
第一，采用绿色可持续的方法重新规划已有的土地和资

源，从而推进新的发展计划。 因此，有的高校会将自己的校

园作为活实验室，以此支持国家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例如

新加坡国立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简称 ＮＵＳ）
的 ＳＤＥ４ 大楼就是融合了建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努力而形

成的一座屡获殊荣的净零能耗建筑。 它不仅拥有自给自足

及补充市政电能的功能，还能为师生展示设计中的可持续思

想以及为其协同创新提供一个适宜的空间［５１］ 。 新加坡科技

设计大学（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简称

ＳＵＴＤ）将樟宜校区改建成绿色试验场，目的是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可持续发展、智能生活、测试新技术和创新项目的场

所［５２］ 。 又如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ＴＥ）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中心（ Ｔｈｅ ＩＴＥ － Ｓｅｍｂ

４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Ｃｏｒｐ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正是针对太阳能产业所

需的熟练劳动力需求、结合相关学科形成的一个综合可持续

解决方案的培训中心［５３］ 。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携手推出第一个可持续热带数据中心试验平

台（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ｅｓｔｂｅｄ，简称 ＳＴＤＣＴ），目
的是为帮助数据中心探索更低能耗、低排放的降温方式。 它

是热带地区第一个此类型的实验平台，将成为学术界和工业

界合作的创新中心［５４］ 。
第二，以高校为主体积极参与全球科学研究，推进社会

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２０２０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上海

交通大学共同建立了超大型的城市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国

际联合实验室。 该项目使新加坡废弃物资源回收利用达到

６０％以上，并成功监控 ７０％ 以上水体的水质安全［５５］ 。 新加

坡管理大学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建立了新加坡绿色金

融中心，目的是为了坚定可持续发展承诺，促进当地高影响

力研究和人才培养［５６］ 。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高校内部还是高校与高校之间，新

加坡高校都在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大力开展科学

研究，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又放眼国际，为本地可持续发展乃

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为解决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以及推进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 在资源

有限的背景下，新加坡高校基于智慧化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大力推进科学研究，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他们在绿色和低碳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全球可持续

发展城市之一。 根据 ２０２１ 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新加坡在

“能源转型指数（ＥＴＩ）”榜上位列亚洲第一，体现了他们在建

立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和安全性的能源系统方

面取得的进展［５７］ 。 此外，在智慧城市指数排名中，新加坡连

续三年上榜成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城市之一［５８］ ，他们全力以

科学和数字技术赋能智慧能源和城市绿色发展。
３． 社会服务：走出象牙塔，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

倡议者

“随着绿色大学、可持续大学等概念的提出并获得广泛

认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战略中逐渐

占据显著地位” ［５９］ 。 大学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不仅

仅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也体现在与所在地区、城市

之间的合作与建设上。
第一，新加坡政府鼓励高校与本地社区合作，积极运用

已有研究支持本地部署可持续发展方案作出贡献。 例如新

加坡新跃社科大学（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简
称 ＳＵＳＳ）与本地初创企业 ＳＧ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ｃｕｅ 合作，共同解决食

物浪费等问题［６０］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海事研究

所（ＳＭＩ）共同合作，概述了如何使用替代燃料为船舶提供动

力，这有助于实现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帮助当地航运业

采用绿色燃料［６１］ 。 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合

作成立了以社会和人为中心的人文计算联合实验室，为新加

坡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能力，以解决人类健康和潜

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事项［６２］ 。
第二，新加坡高校积极推进与国际社会组织和公司的合

作，为促进全球能源、资源等方面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 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既与法国可替代能源和原子

能委员（ＣＥＡ）合作成立了新加坡 － ＣＥＡ 循环经济研究联盟，
专注电子废物回收方面的研究［６３］ ，也与尼泊尔的科学家一

起为社区儿童建造了一个清洁水的设施，还开展教育活动以

提升社区对砷引起的健康风险的认识，促进改善学生和家庭

安全饮用水的习惯［６４］ 。 他们还和全球资源型制造集团皇家

金鹰 （ＲＧＥ） 成立了 ＲＧＥ － ＮＴＵ 可持续纺织品研究中心

（ＲＧＥ － ＮＴＵ － ＳｕｓＴｅｘ），以加快纺织品回收创新，并将研究成

果转化为可在新加坡等城市环境中部署的实用解决方案，这
符合新加坡的零废物愿景以及 《２０３０ 年新加坡绿色计

划》 ［６５］ 。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Ｎａｎｙａ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简称

ＮＹＰ）与施耐德电气合作推出了可持续发展体验中心，以协

助中小型企业在工作场所实施节能措施；新加坡理工学院与

全球水务科技公司格兰富合作，共同开发节能节水智能解决

方案，帮助当地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保持全球竞争

力。 同时他们还与农业科技公司 Ａｒｃｈｉｓｅｎ 合作开展农业光

伏项目———屋顶水培农场，旨在加强当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

足［６６］ 。
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阵地，高校对人类社会认识

和抵御风险具有关键的责任。 高校通过与本地公司、国际企

业等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共同研发和成立有助于解决环境问

题、生活问题的项目和组织，从而进一步推广可持续发展的

相关理念，增进互相理解，探寻共同应对风险的方案。

四、经验启示：风险社会下高校的未来行动

１． 围绕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建设丰富且灵活的高等教

育课程

风险首先作为一种人类心理认知结果，在不同语境下具

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它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通过重塑或更

新人类的价值理念规避风险。 若要更好地规避风险，则必须

洞悉风险背后的性质，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 当前，国际形

势的不断变化要求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模式作出改变。 正

如学者所言，我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也尚未形

成育人的合力，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学中“失位”，在
教材中“失踪”，在管理中“失声” ［６７］ 。 可见，传统专业对口

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然无法适应变幻莫测的工作世界［６８］ 。
学校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知识分配和生产机构，社会发展

的不确定性启示我们不能靠滞后或消极的行动面对突发疫

情和灾难，而是需要我们不断更新所学的知识，充分把握社

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掌握更加多元化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进

５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一步加强终身学习理念的推进。 一是随着终身学习理念深

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需

求的学习者提供更多的课程和项目，以此顺应日益多元化的

学习需求。 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二元对立

认识，转而关注不同类别高校间的连贯性和流动性，引导高

校注重内涵式发展。 二是高等教育不应该仅仅以传授知识

为目的，而应该围绕可持续发展理念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需

要。 因此，大学需要加强关于可持续发展学习、学生学习等

方面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模式中不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
积极寻求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上的突破和转型。 三是可持

续发展教育可以通过改革学术课程来提高整个社会对可持

续发展及其挑战的认识［６９］ 。 只有通过理念和实践的相辅相

成，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这就要求教育者积极开展以跨学

科、问题导向为主的实践性教学，积极创建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课堂模式；并将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等要素放在首位，从
而促进学生开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教育教

学的过程中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７０］ 。
２． 正确认识风险二重性，开展反思性和因地制宜的科学

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其中，这意味着

风险在给人类带来危机的同时，又成为人类科技创新的动

力。 因此，人类必将会根据特定的风险形成某种意识或行

为，从而呈现出反思或适应或改变的状态。 从这种观点出

发，人类一方面应该意识到风险的负面作用，从建立一种反

思性意识到将这种意识转接到如何有效防范风险的技术、制
度等；另一方面，人类应该强调立足现实需求，承认改革和创

新应对潜在的风险是可能的［７１］ 。
高校应该正确认识风险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反思性的

发展战略和价值观引领科学研究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科学

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积极站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

求的角度，坚持以问题导向为中心的反思性科学研究。 高校

的科学研究应积极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分析和利用本地优

势，将高校作为“活的实验室”，为积极应对风险提供助力。
新加坡资源相对匮乏，高校科学研究则立足本地资源匮乏的

特点重新规划和处理已有的资源，时刻关注社会需求的变

化、经济发展的形势，最大化利用本土资源开展相关研究，以
此在节能和减排方面提供更多的科学技术支持，并为制定指

标和评估系统以及新技术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
３． 促进高校与本土和国际组织的多方面合作，应对共同

的风险和挑战

世界是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各国仍面临诸多共同的风

险和挑战。 因此，在风险社会中，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依靠跨界合作规避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当前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全球倡议，高校要积极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议

者，积极承担知识生产、分配和促进知识社会循环的角色，从

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作出新的贡献［７２］ 。 高校必须为

社区提供机会，将其校园作为学习环境，提供课程、研讨会和

其他活动，以促进社区（包括学生和校友），并促进当地的发

展［７３］ 。 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下，高校可以借

着工业 ４． ０ 的发展契机，超越民族国家，在平等和尊重的基

础上创新国际交流形式，加强国际研究和全球参与，通过与

不同国家和背景的学生进行交流与讨论，加强国际跨学科背

景的学习与合作。 在后疫情时期，高等教育需要发挥更大的

作用，例如通过数字科技驱动转型，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教育教学等方式的变革，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

共享，建立更加有韧性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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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ｒｅｅｎｐｌａｎ． ｇｏｖ． ｓｇ ／ ｋｅｙ －
ｆｏｃｕｓ － ａｒｅａｓ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３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平均受教育年限［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 ＝ ＮＡＴＭＯＮ＿ＤＳ．

［３４］ Ｔｈｅ ＮＵ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ｓｇｆｉｎ．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 ．

［３５］Ｔｈｅ ＮＵ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ｅ．
ｎｕｓ． ｅｄｕ． ｓｇ ／ ａｒｃｈ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ｍａｓｔｅｒ － ｏｆ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ｄｅｓｉｇｎ ／ ．

［３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３）［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０］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ｐ． ｅｄｕ． ｓｇ ／ ＳＡＳ ／ ｆｕｌｌ － ｔｉｍｅ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ｄｉｐｌｏｍａ － ｉ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ａｎｄ － ｍａｒｉｎ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７］ＭＯ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ｅａｒｎ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Ｔｏ⁃

ｍｏｒｒｏｗ［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７）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７ － ｍｏｅ
－ ｆｙ２０２２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ｏｆ － ｓｕｐｐｌｙ － ｄｅｂａｔ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ｂｙ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ｆｏｒ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ｎ － ｃｈｕｎ － ｓｉｎｇ．

［３８］［４１］ＮＴ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５）［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ｔｕ． ｅｄｕ． ｓｇ ／ ｄｏｃ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ｎｔｕ ／ ｈｕｂ － ｎｅｗｓ ／ ｎｔｕ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ｎｔｕ － ２０２５＿２５ｊａｎ＿ｖ． ｆｉｎａｌ３６４１７ｂｂ６ － ｅ５０５ － ４５ｂｅ
－ ｂｂ７５ － ｄ３０４ｂ０ｄ９１４６４． ｐｄｆ？ ｓｆｖｒｓｎ ＝ ４１８８８２ｃ１＿３．

［３９］ＮＴ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ｌｕｍｎｉ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ｒｅｄｉｔ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ｔｕ． ｅｄｕ． ｓｇ ／ ｐａｃｅ ／ ａｌｕｍｎｉ．

［４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３）［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ｐ． ｅｄｕ． ｓｇ ／ ＳＥＧ ／ ｆｕｌｌ － ｔｉｍｅ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 ／ Ｄｅ⁃
ｔａｉｌｓ ／ ｄｉｐｌｏｍａ － ｉｎ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ｂｕｉｌｔ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４］ＳＵＳ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ｕｓｓ． ｅｄｕ． ｓｇ ／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ｏｃｅ１７５．

［４５］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ｐ． ｅｄｕ．
ｓｇ ／ ＳＥＧ ／ ｆｕｌｌ － ｔｉｍｅ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ｄｉｐｌｏｍａ － ｉｎ －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ｂｕｉｌｔ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６］ ＩＮＳ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２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３）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ｓｅａｄ． ｅｄｕ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ｔｃｉ．

［４７］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世界一流的人才［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１）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ｂ． ｇｏｖ． ｓｇ ／
ｃｎ ／ ｗｈｙ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ｗｏｒｌｄ － ｃｌａｓｓ － ｔａｌｅｎｔ． ｈｔｍｌ．

［４８］ＷＩＰＯ． ２０２２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８）［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９９ｉ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５０１９２９． ｈｔｍｌ．

［４９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０）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ｒｆ． ｇｏｖ． ｓｇ ／ ｒｉｅ２０２５ － ｐｌａｎ．

［５０］ＲＯＤＲＩＧＯ ＬＯＺＡＮＯ，ＫＩＭ ＣＥＵＬＥＭＡＮＳ，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 － １８．

［５１］［５３］［５６］［６６］ＭＯ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８）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８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 ｏｕｒ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
ｔｏｗａｒｄｓ －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ｎｄ －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 ｔｈｅ －
ｎｅｘｔ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ｌｅａｄｅｒｓ．

［５４］ＮＴ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ＵＳ ａｎｄ ＮＴＵ ｌａｕｎｃｈ ｆｉｒｓｔ － ｏｆ － ｉｔｓ － ｋｉ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ｅｓｔ ｂｅｄ［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６）

７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新加坡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及启示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ｔｕ． ｅｄｕ． ｓｇ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ｎｕｓ － ａｎｄ － ｎｔｕ － ｌａｕｎｃｈ － ｆｉｒｓｔ － ｏｆ － ｉｔｓ － ｋｉｎｄ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ｄａｔａ － ｃｅｎｔｒｅ － ｔｅｓｔ － ｂｅｄ．

［５５］央广网． 上海交大何义亮教授团队科研智慧助力新加

坡超大城市建设［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２）［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１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ｒ． ｃｎ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ｔｔ ／ 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５２３７８３４９５． ｓｈｔｍｌ．

［５７］ＥＤＢ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ｓ ｔｏｐ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ｏｎ ＷＥＦ’ｓ ｅｎｅｒ⁃
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１）［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ｂ． ｇｏｖ． ｓｇ ／ ｅｎ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ｉｓ － ｔｏｐｓ － ｉｎ － ａｓｉａ － ｏｎ － ｗｅｆ － ｓ － ｅｎ⁃
ｅｒｇｙ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５８］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７］ ． ｈｔ⁃
ｔｐｓ： ／ ／ 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ｘ．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５９］张晨宇，于文卿，刘唯贤． 生态文明教育融入高等教育的历

史、现状与未来［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２）：５９ －６８．
［６１］ＮＴＵ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ＴＵ ａｎｄ ＳＭＩ ｌａｕｎｃ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ｄｏｐ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ｅｒ
ｆｕｅｌ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６）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３］ ．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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