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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逐一解决。至今回忆起来，他依然

觉得，这五年的工作经验对于后来事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同样感激在洛

阳一起工作的前辈。他回忆说：“我

也比较幸运，我工作时候给我安排

的几位老师都是工程经验非常丰富的

老专家，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老一代

工程技术人员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

和培养新人的无私精神，使我受益匪

浅。”

五年之后，张楠得到了可以出国

的机会，当时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陈丙珍看中了

张楠，意欲推荐他去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的过程集成中心继续深造，张楠虽

然受到推荐，但是并没有对出国这件

事看得那么通透明白，“为什么非要

出国留学呢？”他找到了陈丙珍教

授，把自己的疑惑讲了出来。陈教授

问他：“你知道国外的年轻人是怎么

工作的吗？你知道国际上相关领域的

先进理念和技术我们掌握了吗？”简

单而不平凡的两个问题让张楠茅塞顿

开：国外在系统工程方面的理论研究

要比中国成熟，如果进一步深造，才

能使自己在专业领域方面掌握更多的

信息和知识，也才能更好地将这些信

息和知识贡献给社会和祖国。经过这

么多年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时至今

日，张楠深深感到，在现在这样一个

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具有

国际化的视野对技术人员个人的事业

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张楠的双重身份让他经常

奔波在中英之间，虽然大部分时候他

工作、生活在英国，但是因为业务发

展原因经常回中国，大约每年四五十

现在的张楠在自己的事业方向

上有了双重工作身份——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教师和英国工艺集成有限公司

副总裁。在曼彻斯特大学，他在化学

工程与分析科学学院过程集成研究中

心任教，主要方向是过程集成和系统

优化的领域教学、理论研究和实际运

用，教学对象主要是化学工程专业高

年级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目前指导4

位博士生和11位硕士生在相关领域开

展研究工作；而在其担任副总裁的公

司，他主要负责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市

场开发和应用工作。

二十年前从清华大学化学系统

工程专业毕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出

国留学，而是选择回到了家乡，在中

石化集团洛阳工程公司工作。五年的

时间里，他克服了自身在技术上的诸

多不足，同时也得益于公司里老一辈

同志的悉心教导，能够将技术上的问

次，主要是从事系统优化技术的实际

应用。这对于他来说，也为其在理论

和实践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桥

梁。如果知识只是停留在实验室中，

那么研究者很难及时知道外面的世界

在发生什么，自己的研究有没有实际

的效用，“我应该感到幸运，能够在

研究和产业这两方面都涉及，将研究

成果应用于实践，同时在产业上面临

的问题又能为研究指明方向。”

在学校时，张楠的最大爱好是

踢球，他还记得当时班上的男生中爱

好踢足球的占了大多数，“特别是我

们宿舍的八个同学，七个都爱踢球，

在校时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聚在一起踢

球，我们班的足球水平当时在全校也

是比较有名的，经常与其他班组织连

队较量。”然而，出了校门，他的经

历逐渐丰富起来，清华优良的校风、

学风，使每一个清华学子受益匪浅。

“在清华的五年时间，对专业知识的

实际价值其实是认识不深的，这只在

后来的实践中才逐渐体会出来，但是

‘行胜于言’的工作精神确实是通过

老师和学长的言传身教逐步培养出来

的。”

“如果机会合适，我会回国发

展。”在国外打拼多年，张楠也有了

回家的念头，时光的河入海流，当年

的同学们都分布在五湖四海分头走，

而对于他自己，他感谢时代赋予他一

个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非常好的契

机。“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我的

同事们能进一步完善过程集成技术、

扩宽其工业应用领域，在中国和世界

的化学工业节能环保方面充分发挥我

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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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1986级校友，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过程

集成中心取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曾在中石化工

作，有丰富的工业经验。目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化学工程与分析科学学院过程集成研究中心任教，

并担任英国工艺集成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