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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境技术进步奖第二届奖励委员会第一次工作
会议召开 

10月26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境技术进步奖第二届奖励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视

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奖励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承站，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原会长、奖励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樊元生，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等21

位委员和中国环境报、科技日报等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滕建

礼主持。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原会长、环境技术进步奖第一届奖励委员会主任委员樊元生，作第一届奖励委员

会工作总结。樊元生指出，2018年，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设立了面向全国的“环境技术进步奖”，旨在充

分发挥科技奖励对环保产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环保

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环境技术进步奖第一届奖励委员会于2018年7月成立，2019年-2021年完成3届环境技术进步奖审定工

作，在全国行业协会、协会分支机构、各地环保产业协会、院士专家的支持下，共计收到提名项目425项，

提名项目中80%由企业牵头完成，参与单位超过1100家次，企业和科研单位占比分别为60%和40%。每年有

30家以上上市公司报奖，生态环境部所有直属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多家环保院所以及78%的环境科学与工

程双一流高校均参与过报奖。报奖人数超过5000人次，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比50%。

环境技术进步奖工作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宁缺毋滥，获奖项目获得社会认可。目前，已经评选出获奖

项目116项，其中特等奖项目1项，一等奖项目28项，二等奖项目89项。年度获奖项目的综合产值高达300亿

元/年，涉及专利1500件以上。2019年清华大学牵头的特等奖项目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获奖项目充分体现了我国环保产业的科技水平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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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副秘书长燕中凯向会议做了《2022年环境技术进步奖评奖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评奖工作方

案》）的汇报。他介绍，相比去年，2022年环境技术进步奖提名项目完成人中的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上升

10%，相关发明专利上升28%，产出标准数量上升20%，相关营业额上升41%，提名项目质量大幅提升，保

持了较大的行业覆盖面和较高的技术水准。为反映新形势下生态环保产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新定位、新思路，

更好地激励产业创新，协会秘书处制定了环境技术进步奖评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成生产力的成效，以及成果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解决的问题和发挥的作用，力求从多个

侧面评价成果的绩效，突出生态环保产业科技奖励注重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支撑、注重对产业发展示范带动

作用的鲜明特色。

 



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郭承站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生态环境科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利器。科技是生态环保产业的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源动

力，科技奖励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驱动力。生态环保产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的战略部署，全面推动协会《加快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行动纲要（2021-2030年）》中技术创新体系相关建设任务的落地见效，一是进

一步发挥奖励委员会对协会各项科技评价和奖励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二是要依法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科学制定奖励标准，确保表彰奖励的质量。三是系统谋划生态环保产业相关科技评价和奖励工作的顶层

设计，分专业、分类别、分层次、分等级一体化开展相关工作。四是开门办奖，兼收并蓄，扩大奖励范围，

同时要保证评审工作公平、公正、公开。五是针对不同评价对象，不同技术领域，不同授奖对象，设计不同

的子奖项、分赛道和称号，建立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创新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六是重视协会科技评价和奖

励工作与政府、地方协会、创新平台、行业协会等不同主体间科技创新和奖励工作的统筹和衔接，形成全国

联动、跨区域、跨专业的征集、评价、奖励机制。七是推动设立一批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搭建创新工作

网络，协助创新成果转化。八是加强产业技术成果展示、交流、媒体宣传服务，丰富生态环保产业的创新创

业文化。

会上，奖励委员会委员积极围绕生态环保产业科技奖励工作、科技创新工作建言献策。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提出，环境技术进步奖对于推动生态环保产业技术进步和科技创

新有重要引领作用，对于培育科技人才将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桥提出，环境技术进步奖应进一步梳理技术领

域分类，将生态修复技术、环境信息化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纳入提名征集范围，让奖励工作更好地引导科技

创新发展。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曲久辉提出，环境技

术进步奖要关注颠覆性、原创性技术，引领中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和进步。此外，加大评奖过程的封闭性和

保密性，保证评奖工作公平公正进行，提升环境技术进步奖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提出，建议在环境技术进步奖下设

立更多的子奖项，比如科技创新奖，扩大奖励范围，鼓励更多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报奖，推动环保产业技术源

头创新，推动产学研用合作。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贺克斌提出，在奖励分类中建议设置环

境服务业分类，同时，要鼓励环保产业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报奖，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提出，环境技术进步奖应该强调技术创新内涵和技术含量，关注

原始创新，关注报奖项目的产业化进程，特别是技术装备原型机方面的进展，通过设置科技创新子奖项鼓励

原始创新。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彭永臻提出，建议环境技术进步奖按照国家科技奖励的设置，增加

技术发明奖子奖项，希望协会能把生态环保产业领域的技术发明奖做出特色。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南琪提出，环境技术进步奖评奖指标，体现了产业特色，使得

评奖工作更有针对性。建议在评奖过程中不断完善各项评奖机制。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翔提议，设立环境技术发明奖子奖项；奖励技术领域分类要关注交叉

学科，鼓励原创技术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原始创新。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利中提出，协会评奖工作对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建

议协会奖励设置与国家奖励对接；另一方面建议进一步研究奖励技术领域分类，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动态完

善技术分类。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宁平提出，建议进一步扩大奖励范围，将发明奖、创新奖统筹纳入环境技术进步奖奖

励体系。

同济大学教授戴晓虎提出，建议关注碳减排技术领域，从碳减排与污染控制协同的角度考虑奖项设置和

指标体系，进一步扩大奖励工作的覆盖面。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胡华龙提出，建议通过奖励工作，鼓励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提升规模化发展效应，引领固废等行业做大做强，同时，建议通过展览、会议、

杂志等媒体加强对创新成果的宣传推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席北斗提出，加强面向清洁生产、循环经济领域的项目提名征集工

作，加强多介质共治领域的技术征集。建议加强获奖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帮助科技成果与环保企业对接，

促进先进技术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清华大学教授李广贺提出，建议奖励工作重视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从产业发展、科学技术的角度，做

好与国家科技奖励的匹配对接。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原会长樊元生、副会长汪冬青、副会长易斌、副会长李蕾分别就评奖指标设置、

子奖项设置、评奖分类、评奖程序提出了改进建议。

会上，郭承站会长为第二届奖励委员会线下参会的委员颁发了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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