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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
文 / 周缘

张永，清华大学化学工程

系 1990 级校友，苏州问鼎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清华

大学苏州校友会秘书长，现居

住于江苏苏州昆山。

2015 年 4 月，张永的环保科技

公司被一家创业板上市企业收购，

他正为此奔波忙碌。这条从学生

到职员再到公司总经理的转型创

业之路，他已经走了 20 年。

1990 年，老家东北的张永从

辽宁辽阳石化的辽化高中毕业，

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他的学生时代，正赶上清华学生

出国留学的热潮，但张永有着自

己的想法和规划。“大三的时候，

我定下了本科毕业就去社会历练

的目标，希望之后再伺机创业。”

客观地评估了自己的能力、兴

趣、优势以及家庭的经济情况，

张永认为留在国内工作创业会比

读研或是出国更加适合自己。他

说：“我曾经去江苏江阴华西村

社会实践，看到苏南的民营经济

如火如荼，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和

鼓舞。于是，我组织了各种勤工

俭学活动，小试牛刀，效果不错，

收入颇丰。”在高手如林的清华

园，张永谦虚地表示他的成绩并

不算出众。但在学业之余，他积

极地参与班级和院系的学生会活

动，大三当选了系学生会副主席，

大四成为系学生会主席。学生会

的经历培养了他很强的组织、策

划和协调能力，为后来成立公司

和做校友会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张永回忆道：“对于当时的清

华毕业生，进外资企业是读研和出

国之外的另一个热门选择。”美

国宝洁公司到学校招聘，应聘人

数之多和场面之热烈，竞争之激

烈，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毕业之际，

台湾长兴化学工业股份公司总部

到清华化工系招人，他们计划在

中国大陆建厂，希望能有综合条

件优秀、又有强烈意愿的优秀毕

业生加盟。于是，系里推荐张永

去面试，优厚的待遇、全面的训练、

国际化的视野和长远的职业发展

规划吸引他最终加入长兴。

1995 年 7 月 7 日，他正式从学

校毕业。第二天，他就奔赴长兴

在上海的筹办处报到。这个日子

张永记得很清楚，那是他人生中

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成为他事

业的起点。“当时浦东刚开始开发，

上海更是全国的商业中心，想接

受工作历练并且在将来做点事业，

上海是最佳的选择。”

作为长兴的第一个大陆员工，

他参与了长兴在大陆第一个工厂

的筹建，从工厂选址、项目设计、

项目施工，到设备采购、工厂管理、

市场开发，他全程都参与其中，

还到台湾接受培训，得到了能力

的锻炼和提升。

 “一到上海，我们就开始评

估土地，准备建造工厂。但是后

来因为土地价格、客户距离和公

司战略等考量因素，公司决定在

上海旁边的昆山建厂。”于是，

这一年年底，张永被派到了昆山。

刚刚开始开发的昆山，各方面条

件都很艰苦，但是张永坚持了下

来。“既来之则安之，而且我还

抱着要为清华争光的信念。”

张永兢兢业业的态度得到了公

司的好评。后续几年，公司每年

都会从清华化工系招毕业生加盟，

还在清华设立了长兴奖学金，并

与化工系有一些技术和项目合作。

人
在参与长兴工厂的筹建过程

中，张永发现台湾人受到日本和

西方的先进理念影响，对于节能

环保非常重视，并愿意花钱投入，

这与当时国内企业的观念形成很

大的反差。通过实践检验，张永

认为，“长兴的理念是正确和先

进的，同时我发现，当时国内节

能环保领域的供应和配套资源匮

乏，很多产品要依靠台湾进口或

采购一些国外公司的产品。”

从那时开始，张永隐约觉得

这是一个市场空白点，也是一个

机会。“等到国内企业的观念和

需求到达一定程度，市场一定巨

大。”2002 年，长兴已经陆续建

起好几个工厂，张永感觉到自己

的成长发展缓慢，毅然决定告别

老东家，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最初，他开了一家代理销售环

保水处理化学品公司。后来，他

进入环保领域，成立苏州问鼎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并一直专注至今，

他所期待的创业时机终于如愿而

至。

问鼎起步是从水处理药剂做

起，第二步介入了水处理工程，

第三步则涉足第三方治理，即水

处理设施的托管运营。他介绍说：

“这三步相辅相成，互为基础。

我们之前的优势是以客户为导向，

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方位的水

处理解决和服务方案。”而现在

多了上市公司的资金技术品牌优

势，他们有了更大的竞争力。“配

合国家重点推行的 PPP 模式，结

合我们在水处理工艺优化方面的

经验，大力开拓园区污水处理厂

和重点污染企业的第三方治理。”

经过 10 多年的摸爬滚打，张

永希望借助上市公司更大的资金、

技术和品牌平台，借力当下环保

产业的巨大发展契机，实现公司

更好的发展和成长。他为自己的

公司定下了长远目标，那就是成

为苏州地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

环保公司，工业废水第三方治理

和智慧环保领域的领先者。

现在，国家和学校都积极鼓励

和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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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政策。但张永毕业之时，

大学生创业观念还比较薄弱，“国

家层面也不太鼓励，出来创业往

往还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张

永的本科同学一半在国内就职，

以大化工公司为主，一半在国外

生活，而像他这样自己创业的，

寥寥无几。张永认为，那时虽然

创业者少，但是成功者多，而现

在创业者众，成功者寥寥。“我

们那时候想创业的人少，主要因

为信息不对称，其实商机很多，

所以成功的概率似乎也高一些。

到了现在这时候，有创业想法的

人多了起来，全民创业，信息也

开始充分对称，创业成功对于技

术、资金、团队、市场等综合能

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在大学生创业问题上，

张永的态度还是十分冷静。在他

的身边，不乏失败的案例，有的

是因为团队不和谐散伙，有的是

因为技术和价格原因难以适应市

场，即便老板是技术天才，也可

能因为不是管理专家、缺乏业务

开拓能力而创业失败。张永建议

说，清华人更应该努力多走实业，

走技术路线，“国家当下更需要

科技创新，感觉太多优秀的清华

毕业生都跑去搞金融投资了。”

从“不务正业”到创新创业，

一路走来，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但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

7 月，清华长角化工与新材料校友

论坛在昆山举办，张永主持了第

二个主题对话：关于企业创新发

清华 人
文 / 王磬逸

1995 年从清华毕业后，朱剑进入了中德合资的镇江默勒电气有

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电气设计工程师、智能配电系统开发负责人、

技术部经理和总经理。2006 年他负责筹建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多晶硅、硅片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系列产品。朱

剑负责的工作包括重庆万州和新疆石河子三条多晶硅生产线的建设

和运营。公司在 2010 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自 2012 年至今，朱剑

回归大学，现在他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工作，教授大学物理。

展与校友企业合作。在交流中，

几位对话嘉宾谈到：“领域细分

并做到最好，才有利于提高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张勇认为：“想

要创业必须要有极强的创新精神，

细分市场，做小巨人。”

创业之初，张永一直面临着或

大或小的困难和阻力，无论是资

金、团队还是经营管理上的问题

都曾经困扰着他，公司甚至一度

面临灭顶之灾。他感叹说：“还

好挺过来了，十年如一日做一件

事，一定能做好，并有可能做到

极致和优秀。”

回忆起这段困境，张永说：“清

华同学不缺乏智慧，但勇气似乎

缺乏一点，我们理应更加敢于尝

试和担当，不用害怕失败或者丢

面子。”他的坚持一来是因为自

己的信念支撑，要对得起清华的

名声，不能轻易被困难和挫折打

倒，坚持下来，一定能够柳暗花明；

二来是因为校友的支持，从资金

上的支持到经营上的指点，校友

们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说起母校，张永的言语中充满

感激：“清华的品牌和声誉，给

了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起点，

让我们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重

视和更多的机会。清华工科的背

景，锻炼了我系统的思维模式，

让我管理公司和解决问题，有了

清晰的思路和目标。” 2005-2008

年，张永又去上海交大安泰管理

学院读了 EMBA，来提升自己的管

理修养，并拓宽人脉。

他现在居住的苏州昆山已经是

全国百强县之首，有昆山清华科

技园，有分析仪器领域的领先品

牌，有清华校友上市的企业天瑞

仪器，还有大约将近 200 名清华

毕业生在昆山创业工作生活。2010

年，张永牵头组建了清华大学昆

山校友会，并任秘书长。2015 年，

他接任了清华大学苏州校友会秘

书长。收购张永公司的上市公司

董事长也是清华校友，所以张永

说：“校友是清华宝贵的资源，

校友之间的帮助、提携和合作，

丰富了我的生活，也对我的事业

发展有不小的支持。”

张永说：“做事业第一重要的

就是找到好的合伙人，一定要优

势互补，并学会沟通，求大同存

小异。清华同学往往个人能力突

出，但我们必须学会沟通和合作，

建立更好的合作精神和大格局。”

从入学到创业，张永并没有出

国的经历，他始终相信：“国家

正值发展关键阶段，需要更多清

华人学成回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国家需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