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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8E_AF_E4_BF_9D_E4_c108_229876.htm 作为世界性的朝

阳产业，据保守统计，2005年国内环保业产值将突破2000亿

元，到2010年将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据了解，为了迎接2008

年的奥运会，北京市用于环保方面的投资将达到713个亿。可

以预见，在今后几年中，环保业必将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

一，对环保人才的需求也将十分旺盛。 北京市人事局今年第

二季度发布的北京市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统计显示，北京目前

普遍短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和学术带头人，环保与

资源利用等五大行业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转贴于 学生大求

职站 http://job.studa.com 随着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技术公

司和研究所是招收环保人才的主体”，北京智谷环保咨询有

限公司咨询专家单绪强认为，“但是社会急需的既懂经济或

行政管理又懂环保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既具备学术研究

能力又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都非常缺乏，普遍存在

供不应求的现象。” 从产业缺口上看，中国环保产业还处于

刚刚从环境污染对策型向全方位环保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环境咨询与环境服务产业欠缺最大。环境服务业急缺能为政

府部门制定政策、规划及为确立大型项目的方案、可行性研

究等方面提供咨询的人才。 从技术缺口上看，环保领域正面

临从扩大和简化再循环计划到开发洁净制造工艺等技术的挑

战，研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满足特种工艺污染治理需

求的新技术是环保企业的技术缺口，目前最缺的就是这部分

科研能力强、市场反应快的高技术人才。据北京人才市场的



电脑查询系统统计，用人单位高薪聘用的职位，主要是给排

水专业的技术人员、环保工程专业设计人员和环保高级经营

管理人员。 再从工作经验上看，最缺的是能够驾驭大工程，

并同时承担多项大型环境工程设计项目能力的人才。另外，

从人才结构上看，随着环保企业正在经历从技术型向技术经

营型的转变，行业还需要大量用商业经验武装起来的专业技

术人才。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市场，

高薪吸引中国环保人才，环保人才的争夺更加激烈。 某人力

资源服务商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上半年环保行业招聘需求

以14%的增幅排在招聘增幅榜首位，平均月薪从2004年第一季

度的2815元增加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3203元。 在一些规模较

大的外企，一名高端复合型环保人才的年薪可达20万30万。

然而这些外语好、实践能力强又具备一定企业管理经验的环

保人才往往被福利好的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吸引。 曾经有一

家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招聘环保研发人员，猎头公司在一家

国有单位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但是薪酬方面却没有达成合适

的协议。“他希望用现金的方式补偿以前享有的福利房等各

种补贴，而这家企业没法接受。”张东扬认为，还有另外一

个因素造成环保行业人才流动性不强，“大部分外企和私企

的招聘岗位多集中在中、小城市，很难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

。”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外语好、熟悉现代企业管理模

式、有35年从业经验的环保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高端人才，

会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他们完全有机会寻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工作平台。可以到科研院所从事科研，或者去市

政机关搞设计，或者去相关企业进行实战操作。 教育部高等

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在《环境工程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2005～2010年期间，高等环保人才

拥有量总计117.83万人，总共需要补充量33.31万人，平均每

年6.66万人。 以国家“863”计划的项目为例，2004年资源与

环境领域共批准立项172项，科研经费1.9亿元。 其中，高等

学校承担了89项，科研经费6800万元，占立项总数的52%，占

总经费的36%。中国目前仅有的两个环境专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也都设在高等学校。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学

生工作办公室蔡立佳老师介绍说，由于报考环境工程专业的

学生多，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一直很高。据了解，北京大学

环保专业每年都有超过招生规模1倍以上的考生报名，环保规

划、环保管理等热门专业则超过3倍以上。转贴于 学生大求

职站 http://job.studa.com 蔡老师说，北工大2005届环保专业本

科毕业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环

保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般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大学本科期间所学的专业，虽然符合国际环保发展趋势，但

是由于工作适应面相对狭小、环保市场封闭、环保企业的用

人机制不够灵活，特别是一些环保部门多数已经处于饱和状

态，每年录用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显得不够多。 “有不同专业

背景的环保人才，更能宏观地考虑问题，更符合现在‘大环

境’概念的需求”，单绪强认为，在环保人才的培养上，高

等学校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培养“通才”的路子。一方面要求

环保专业的学生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近几年，一些高

校已陆续开设了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

境法学、环境与国际贸易等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课程。 另一

方面加强对非环境专业人才的环境教育。在过去十几年里，

许多高校陆续开设了面向全校的环境类课程。例如，清华大



学建立的面向全校的“绿色课程体系”，有针对性的设置了

《环境伦理学》、《环境法概论》、《环境风险分析》等课

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