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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克昌 　 煤化学工程专家 。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出生 ，山西省五台人 。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天
津大学 ，１９８１ 年研究生毕业于太原工学院 ，
１９８３年以后先后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日本
信州大学留学进修并获博士学位 。 太原理工大
学校长 ，教授 ，煤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 。 长期从事煤化工研究工作 。 创建高温高
压多气氛差热测试方法 ，获得多种煤种在不同
条件下的气化动力学规律 ，建立了预测任一煤
种热解反应性的定量关系 ，指导了新技术开发
和引进气化装置的优化运行 。 确立了硫的赋存
形态和在煤的不同热转化中的变化 ，优化了脱
硫技术 ，开发了系列脱硫剂 ，取得显著效益 。 成
功开发煤填充高分子复合材料和等离子热解煤

制乙炔技术 。 ２００１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省部级一等奖 ７ 项 。 获发明专利 １７ 项 。 出
版专著 ４部 ，发表论文 ３６５ 篇 。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

责任 ———人生的基石

在成就人生的艰辛路上 ，每个人都会有自
己深刻的感悟和体味 ，我亦如此 。 回首数十载
不懈拼搏的岁月 ，每每取得新的收获与进步 ，都
离不开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 ，这便是我人生的
重要基石 ——— 责任 。

我出生教育世家 ，父亲祖辈们赤诚爱国的
民族精神从小就深印我脑壁 。祖父谢维楫早年
留学日本专攻医药 ，一生为民尽责效力 ，家父谢
益棠先生作为太原理工大学热能专业奠基人更

是对我影响至深 ，其正直诚信的坚贞理念 、教书
育人的高尚情操 ，使我从少年求学之时就牢牢
铭记住了两个字 ——— “责任” 。 唯有责任 ，方以
成才 ；唯有责任 ，方以立业 ；唯有责任 ，方以兴
国 ；唯有责任 ，方以未来 。

我很早就和煤化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 １９６８
年 ，我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黄
骅县工作 。 １９７１年 ，就是凭着一种矢志报效祖
国的责任与毅力 ，干中学 ，学中干 ，设计完成了
该县第一座化工厂 、第一座化肥厂 ，它们的建成
投产在当时被誉为“渤海滩上飞出的金凤凰” 。
正是这一干就是十年的基层磨炼 ，让我深刻意
识到煤的高效洁净利用对于减少我国乃至人类

环境生态污染的重要 。 于是 ，１９７８ 年我高分考
取了煤化工方向的研究生 ，从此开始了我近三
十年的煤化工研究探索之路 。 １９８３ 年我赴美
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留学进修 ，期满之时 ，学成报
国的责任让我婉拒了亲友挽留 ，放弃了良好条
件 ，毅然回到了故土 。 尽管我知道当时国内自
己工作的太原工业大学还没有化工博士点 ，科
研条件还很落后 ，但我认定自己的事业在中国 、
在素有“煤海”之称的山西 。

在为煤化工事业搏击奋斗的过程中 ，责任
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 。 有一次经历对我的人生
影响很大 ，那是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我作为中国唯一
的代表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大学首次召开的全球

“煤结构和反应性”国际学术会议 。当听说会议
主办方曾因担心中国代表经费短缺不能如期到

会 ，而把我的报告排到最后时 ，我百感交集 。然
而当自己撰写的论文枟煤岩显微分及其混合物
的热解反应特性枠在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
肯定和关注时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再次深深地
震撼了我 。从此 ，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与使命让自己时刻铭记在心 ，并且在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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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断地给我力量 ，给我勇气 … …
从事煤化工研究一晃近三十年了 ，自己和

所带的团队披荆斩棘 ，攻克了一个个难点 ，取得
了一个个成果 ，我煤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的主任和化学工艺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
先后两次被聘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９７３”
计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 科学之路无坦途 ，多
少不眠夜 ，实在无法统计 。每一个台阶 、每一项
成果都融会着心血 ，更蕴涵着责任 。 正是这种
责任和恒心 ，支撑着我和同事们在煤化工领域
勇于实践 、锐意创新 。

２００４ 年 １月 ，我荣幸地成为我国煤化工领
域和山西省本土培养的唯一一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 ，这是我人生征程上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
新起点 。那份荣誉又在自己肩头平添了新的重
任 。 至今我还忘不了自己站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增选答辩席上的说的话 ，“作为一名煤炭能源基
地的有良心的科技工作者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
为了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煤的高
效洁净转化是我潜心努力的研究方向 ，国家能
源战略自然就是我最关心的焦点 。 山西是煤炭
大省 ，中国又是一个煤炭大国 ，但由于技术的落
后和条件的限制 ，我们还没有从资源大国变为
能源强国 。 祖国呼唤着创新 ，人类渴盼着文明 ，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 、
责任更大 ，需要更加直接地为整个国家国民经
济的发展服务 ，否则将愧对国家的信任和人民
的重托 。

在人生征程上 ，责任二字写满了我的每一
个篇章 。 １９９５年 ，我荣幸地成为太原理工大学
前身 ———太原工业大学民主选举的校长 ，成为
当时全国高校仅有的 ３ 位民选校长之一 。我深
知“民选”是一种信任 ，更是一种责任 。 大学不
仅要注意其生存与框架 ，更应注重其生命与精
神 。 为此 ，我始终把培养“思考人类 、适应时代 、
服务社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视为自己一个大
学校长的天职 。 我常常提醒自己 ，抢抓时间 ，就
是抢抓机遇 。 让这所百年学府能够更快 、更高 、

更强地发展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研究教学型大

学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 在自己及党政一班
人的积极推动下 ，学校紧紧抓住合并办学的契
机 ，以“２１１ 工程”建设为龙头 ，以本科教学为中
心 ，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实施了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 ，办学实力逐年增强 ，办学效率显著提高 。
弹指一挥间 ，我当校长 １０ 年 ，学校进入了国家
“２１１ 工程”重点建设 ，隆重俭朴地举行了百年
校庆活动 。学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由 ９ ０００ 余人
发展为 １６ ０００ 余人 ；博士 、硕士研究生由 ４００
余人发展为 ５ ０００ 余人 ；博士点由 ２ 个增为 ２５
个 ，硕士点由 ２２ 个增为 ７７ 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由 ０ 个发展为 ５ 个 ，实现了院士“零”的突破 ；
建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３ 个 ，省重点实验室 ４
个 ；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 余项 。 学
校始终把发展的“准星”瞄向区域经济建设主战
场 ，还派出山西历史上唯一的高校代表 ，参加了
中国第 ２１ 次赴南极科考队极地考察 … …

短短十年 ，太原理工大学以其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优势 ，成为了
“科教兴晋” 、“人才强省”的“排头兵” ，学校以不
断壮大的整体办学实力位居全国高校 １００ 强之
列 。 诚然 ，实力是根本 ，发展是硬道理 。 回首这
些年的奋斗之路 ，在学校跨越式发展中我所付
出的心血 ，正是对自己作为校长职责的不断求
证与诠释 。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常委 ，参政议政 ，为国家
建设建言献策 ，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权利 ，
也是自己身为一名科教战线人民代表的光荣责

任 。 在很多场合或重要会议上 ，我关注和谈得
最多的都是中国的能源 、教育 、科研和人才培养
问题 。 记得在 ２０００ 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
议上 ，我在大会上交流了题为“不发达地区人才
资源不足及人才稳定问题”的发言材料 ，引起了
与会代表的强烈认同 ，而且还得到了国家有关
部门及山西省的高度重视 ，应该说这个提案及
后续课题的研究 ，为加强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教
育投资和留住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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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难忘的是 ，在一次全国政协座谈会
上 ，我作为参会的煤化工专家代表 ，面对面向
胡锦涛总书记报告了能源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及促进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

的几点建议后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的发言 ，并
多次邀请我参加国家有关部门 、地方政府制定
煤化工发展战略的研讨会 。 总书记当时在会上
对广大科教战线工作者语重心长的讲话至今让

我记忆犹新 ，并已成为我努力工作 、不断创新的

鞭策 。
岁月不待人 。 国家的繁荣发展 ，为有幸身

处这个伟大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 几十年的不懈奋斗 ，
让我深刻感到 ，责任是人生的基石 ，也是创新的
动力 。 只要每一位国人 ，特别是广大科技 、教育
工作者 ，都能自励自强 ，恪尽职守 ，国力就会强
盛 ，社会就会和谐 ，中华民族就会实现伟大
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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