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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厦门大学法学院B522 教
室，周琛正给2021级研究生上了一堂关
于“双碳”的课程。两节课90分钟，她带
领学生们研讨了“双碳”目标起源的全球
气候变化及其法律应对、我国的立场和
行动。

作为“碳圈”资深人士，周琛已经入
行13年，是厦门市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库
专家，也是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
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她还是

“双碳”新实践的导师，在全国较早开办
气候变化法律专项教学和专门课程，为
国家和地方培养“双碳”领域的人才。日
常工作生活中，她最喜欢做这样的计算
题：今天这节课最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什
么，可以减少多少碳足迹？搭乘地铁上
班，能获得多少碳积分？

2022年9月22日，是中国提出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两周年。如今，“双
碳”目标提出已满两年，让我们一
起走近周琛，听她讲述在“双碳”前
沿领域的探索，分享她如何
将低碳实践于行。

2020年12月20日，在厦门大学A103教
室举行了一场联合国模拟气候变化谈判，周
琛是这次谈判的“联合国轮值主席”。这一场
非正式谈判，每个人面前都有各自“国家”的
桌牌。学生们分别围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等既定议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展开磋
商、谈判、演说、辩论和文件撰写。

这是周琛多元教学模式下的课程结
业项目，既是对学生一学期来的学习检
验，也想让学生们进一步熟悉联合国运
行的机制，了解更多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面临的国际性问题。

去年7月，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市，随
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一直深耕“双碳”领域的周琛，早在2016年
就向学校提出开设气候变化法课程，这是全
国范围内较早开办气候变化法律专项教学
和专门课程的有益尝试。

2017年秋季第一次开课，让周琛没想到
的是，居然有不少跨学科和跨学院的研究生选
择这门课。此后，甚至还有不少本科生想来听
课。于是，在厦门大学本科生的“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下，她又开设了可持续发展法的全英
文课程。

周琛有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和法律领域的个人英文专著，
较早开展气候变化诉讼研究，
她还主持生态环境部的“无废
城市”建设与碳减排协同研究
的课题项目。

“‘双碳’领域的发展实践
是一座富矿，不仅要多做精深
细的学术研究和行业研究，还
要将研究做得接地气、深入浅
出，让市民都看得懂。”周琛说。

今年初，周琛挂职市妇联副
主席。仅用了3个月不到时间，
在她的主要参与下，联动多方资

源成功开发同安区造水村农林碳汇资源，举
办全国首场巾帼碳普惠农林碳汇交易活
动。在不断往返市区、造水村的路上，周琛
发现那里具有丰富的物种资源，于是她建议
在村里设立“双碳”巾帼馆的同时，主导开设
了乡村生物多样性馆。

周琛将厦门大学法学院“绿野仙踪”实
践队也带进造水村，并在村里设立了与厦门
大学妇女委员会合作共建的实践基地。她
们除了深入田间地头，推广农林复合系统固
碳增汇发展模式，还将为推进“双碳”目标提
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积极探索出
一条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的农业农村生物多
样性保护创新之路。

周琛来自大西北，从小生活在干旱
且寒冷的环境中，她非常向往气候温润的

滨海城市。2013年5月，周琛结束留学生
活，第一次来到厦门，并入职厦门大学法学
院。在学校官网的教师“个人小传”里，她这
样记录：从2009年进入“碳圈”，我的一生都
将亲水亲自然。下一个目的地，会是像鱼一
样生活在水中吗？随着气候的变化，谁知道
呢？

周琛认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越来
越凸显，对于滨海城市厦门更是如此，如海

平面上升带来的海岸带管理等。
而对于个体参与节能减排，周琛提倡大家

可以通过“衣食住行”方面来实现，例如穿环保
面料衣服、光盘行动、使用能耗等级较低的家
用电器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等。

不仅自己践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周琛
也时常和家人朋友分享低碳环保的生活理
念，“关于低碳生活的理念，我很好地传递给
下一代。当有人问我的孩子，妈妈是做什么
的，他会很骄傲地说——我妈妈是气候友好
女士。”周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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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琛，1983年出生，祖籍甘肃，
厦门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能源法律研

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市妇联挂职副
主席，兼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
究会国际环境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曾
入选 2016 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亚洲开发银行之中国环境法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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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1千克牛肉，产生27千克二氧化碳；
用1千克纸制品，产生3.5千克二氧化碳；开
1公里的私家车，产生0.24千克二氧化碳
……就像走路会留下脚印，生活中的每一个
行为伴随碳排放，会留下“碳的脚印”，这就
是“碳足迹”。

在周琛的课堂上，不仅要求都是“低碳
课堂”，她还喜欢与学生们计算生活中一个
行为会产生多少碳排放，并通过什么方法来
抵销“碳足迹”。“我会要求我的学生们，上下
学时优先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公共交通
工具等方式。上课时，不带一次性纸杯，双
面打印学习资料；养成离开教室及其他公共
场所时随手关闭电子设备的良好习惯，使用
具有节电模式的电脑等等。”

主动量化个人碳排放，是实现低碳生活
的第一步。除了积极推行“低碳课堂”，和很多
人乘坐地铁不同的是，周琛喜欢计算自己每搭
乘一趟地铁能积累多少碳积分（由厦门市轨道
集团设计打造的绿色出行碳积分体系）。

此前，为积极探索如何抵销“碳足迹”，
在周琛的带领下，市妇联发联部、厦门大学
法学院“绿野仙踪”实践队和“廌敬她力量”
实践队曾前往轨道集团地铁公司进行调研，
探讨如何完善碳普惠机制。“市民的低碳行
为可以产生低碳效益，累积的碳币也可以进
行权益兑换。我们需要构建绿色生活‘数据
库’，探索创新居民生活领域碳普惠机制，推
动相关商户提供碳积分兑换实物、电子券
等。”周琛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人都有可能
成为‘卖碳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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