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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论之道之的平台。已连续举办五年的“清华环境华东论坛”吸引了

越来越多与“环境”这个关键词相关的清华校友和业界人士参加。新朋老友齐

聚，话题已不仅局限于峰会主题，畅谈思考、交流碰撞；角度互补、启发合作，

奉上如下声音：

论坛畅言
关键词：可爱可敬的环境学院教师

关键词：环保PPP模式

关键词：环境人才培养

刘毅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
听吴良镛先生讲过一个王继明先生

（环境学院百岁教授、学长）的故事：当
年清华复员，王先生为清华园子里的人找
水喝。只见王先生像一个武林高手，拿了
三个大碗，在园子里绕了一圈，把三个碗
分别扣在三个地方。第二天一早，翻开碗，
看哪一个碗里水汽最多，就指着那个地方
说，在这里打井。园子里的人们于是喝上
放心水。

年满 80岁的井文涌先生是环境学院前
身环境工程系的首任系主任，参加论坛的
许多校友都是井先生的学生。他是环境教
育的开拓者，一直立足于在服务国家环保
事业中开展环境教育。

钱易先生被评为“最美教师”，是全
国高校教师的唯一代表。钱先生讲，有
人说后生可畏，依她看这个词不是畏惧的
“畏”，而是欣慰的“慰”，最大的幸福
是学生成就令人欣慰。

王颖哲  国祯环保总经理

PPP模式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塑造
公平环境等方面都有挑战：制定政策需要
充分考虑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承受能力，

征求行业意见，设定缓冲期；资金方面，
融资机制应创新，加速 PPP模式推进，加
快第三方治理；尊重市场原则，不设门槛，
鼓励有积极性、有经验、有技术的各类社
会资本广泛参与。

周琪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原院长

培养环境相关人才的要求是具有可持
续发展理念，能够通过评价污染对环境的
影响，制定污染防治的解决方案，设计污
染治理的工程；能够在一个由不同角色的

人员构成的团队中作为成员或者领导有效
地发挥作用；有良好的修养和道德水准；
在环境工程及相关领域具有就业竞争力；
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终身学习的途径
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意愿并有能力
服务社会。

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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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健康环境

钟晓红
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地理区域单元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人才、资本、技术、资源的投入，并作
用于当地的环境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在传

统的发展模式下，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
时，环境承载力得到损耗，环境由健康变
为不健康，拐点来临。因此，健康环境的
价值，就是拐点之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
总价值。

关键词：一证式

张荣社  浙江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

“一证式”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系统
的设计思路是首先考虑政府、企业、公众
的三者协同，将被动监管转变为主动申报

（企业主动申报，并为上报数据负责）；
多证合一，许可证电子化，一次性办理、
动态监管；多数据集中、分享、流转；用
记分制度全过程监管（在轻微违法时，给
予记分）。

关键词：室内污染

杨巍  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不能准确估计雾霾对人们长期健康

影响的今天，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减少暴露
于雾霾中的时间。平均来算，我们一天中
有超过 80%的时间是在室内，如果能够解

决室内污染，就是解决了大问题。以北京
为例，安装具有净化功能的新风系统，可
以解决 50万学生的教室防霾问题。如果不
阻挡 PM2.5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未来的医
疗开支又何止亿计？更何况健康无价 !

关键词：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

李铁  
英威达（INVISTA）亚太区企业环境责任总监

根据美国环保署的定义，可持续性基
于一个基本原理：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需要
的东西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自然环境。追

求可持续性就是创造和维持人类和自然和
谐共存的条件，并能够支撑当今人类及其
后代的生活。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为“可持
续性”所做的贡献包括对环境进行负责任
的管理以及关怀企业的员工、客户和社区。

（排序依据论坛上的发言顺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华东校友会于 2011年批准成立，目

前与上海清华大学校友会环保专业委员会联合为华东六省

一市地区（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和福建）

从事环保领域的清华校友提供校友联络、事业发展和校企

合作的平台，让我们为“天蓝、水清、地美”共同努力！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
环保专业委员会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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