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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第六届第二次理事会在津召开 

2023 年 11 月 28 日上午，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六

届第二次理事会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双碳”目标

背景下我市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研讨在天津

市汇高花园酒店九楼汇高厅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会议应到理事 47 人，实到 32 人，符合规定要求。协

会第六届监事会全程参与监督。会议由孙华林会长主持。 

会议主要议程：审议通过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制订

的制度、审议通过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工作报告、审议

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及工作安排、

审议通过《京津冀环保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施方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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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参会单位的实际，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市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建

议进行讨论。 

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18 项制度：《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管理制度》、《天

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理事会制度》、《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监事制度》、《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人制度》、

《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诚信自律制度》、《天津市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印章与文件管理制度》、《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信息公

开》、《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财务管理制度》、《天津市环

境保护产业协会秘书处办公室职工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天

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档案管理规定》、《天津市环境保护产

业协会差旅费管理办法》、《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关于落

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细则》、《天津市环境保护产

业协会职工休假管理细则》、《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招聘

管理规定》、《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薪酬管理制度》、《天

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内部审批及印章使用流程》、《天津市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培训管理办法》。其中《天津市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理事会制度》和《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监事制

度》经第六届第二次理事会讨论通过，提交会员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王之顺秘书长介绍，协会在新一届理事会之后制订的各

项管理制度体系是按照天津市民政局的要求，为推动协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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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同时也为京津冀环

保产业战略合作制度统一奠定基础。 

二、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工作报告》。 

孙华林会长介绍中指出，协会自第六届理事会成立以

来，在天津市民政局的领导下，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

指导下，特别是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的帮助下，协会稳步有

序的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天津环保产业协会的影响力也在

逐步显现，协会积极发挥政企交流平台职能，按照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不断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项目的引进和

相关环保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协会正在积极调

研、筹措，持续、高效推进协会制定的各项任务。 

三、会议审议了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筹

备工作及工作安排。 

杨宁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筹备组

向各理事单位汇报了技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及后续工作安排。 

协会从 2023 年 3 月开始，按照第六届第一次理事会议

通过的协会技术委员会议案和工作细则相关要求，开展技术

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技术委员会委员的组成面向本市高校、

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环保领域专家征集工作。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技术委员会成员人数共计 72 人，其中获得

正高级工程师职称 28 人，副高级工程师 39 人。技术委员会

成员从事的专业领域主要包括：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水污

染防治与治理、大气污染防治与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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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等。成员参与课题研究达 270 余项，共发表论文 1260

余篇，共取得专利 590 余项，共参加工程项目 90 余项。 

按照技术委员会机构设置及要求，经协会秘书处认真审

核及综合评判提出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共 11 名，其中主

任委员 1 名（冯银厂）、副主任委员 5 名（吕宝兴、孙约兵、

孙国鼐、杨宗政、陈志国）、秘书长 1 名（杨宁）、副秘书长

4 名（许晓静、刘金星、李诚、李超）的推荐名单。 

杨宁介绍，天津市生态环保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的成立

是我市环保产业行业的一件大事，各位技术委员肩负着行业

发展的重托，在研究政策、研究技术、研究标准、特别是研

究新的污染物、研究国内外先进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创新发展

中发挥各位专家学者的经验和智慧，有所作为。 

我们有信心将技术委员会办成我市环保产业行业的研

究机构、技术服务平台、技术创新基地、中小微企业的孵化

机构。立足天津，服务京津冀，面向北方地区乃至全国。在

弥补我市弱项短板的同时，把我市特色技术和装备推向全

国。 

协会技术委员会筹备组在技术委员会推荐负责人名单

以及专家名单审议通过后，拟于 12 月中旬召开“天津市生态

环保产业协会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明确技术委员会负责人

和技术专家，并制定技术 委员会具体工作职能及年度工作

计划和规划，推动技术委员会做好天津市环保产业技术支撑

工作。恳切希望各位理事在对技术委员会给予支持前提下，

对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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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京津冀环保产业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实施方案》。 

王之顺秘书长介绍，2023 年 6 月 21 日，北京市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天津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和河北省环境保护产

业协会正式签署《京津冀环保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依据《框架协议》的内容，结合三地环保产业行业发展

现状，科学有序深入推进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在三地

协会秘书长深入探讨与协商的基础上，天津协会制定了《京

津冀环保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实施方案》，就组织架构、

内部制度统一、会员互认、入海河道流域调查、工业园区减

污降碳示范区等具体内容开展三地环保产业行业一体化合

作。不断优化京津冀地区环保产业结构，打造京津冀环保产

业协同创新共同体，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地区发展，

发挥京津冀三地环境保护产业科技创新优势和环保产业细

分领域强项，推进环保产业对接协作，建立健全三地环保产

业链条，打造京津冀生态环保产业先行区、示范区。 

五、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双碳”目标背

景下我市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和发展前景》专题讨论与

分享。 

各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就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双碳目标背景下，结合各企业的工作情况、创新发展、开展

环保产业行业减污降碳的具体措施、延长环保产业链等以及

面临着的诸多困难及机遇、加强与协会的联系与沟通的要求

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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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林会长最后强调，一是环保产业协会应通过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环保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转型，实

现高质量碳达峰和碳中和；二是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和基础。我国水电、风电、

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资源基础丰厚，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节能与提效“双轮驱动”，供给与消费“两端发力”，

持续推动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下降，安全平稳向非化石

能源为主体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