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精英，世代情怀——访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叶杭冶校友 

人物名片： 

叶杭冶，男，1959 年生，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研究员，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理事，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技术委员会

主任，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2000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浙江省特级专家。从事风力发电技术的研究工作 35 年，主要从事风力发

电机组总体和控制技术研究，现任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风力发电系统国家实验室主任。主持或参加了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10 余项，主持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5MW、2.5MW和 5MW风电机组产

品开发和产业化，获省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

篇，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技术》、《风力发电机组的监测

与控制》、《风力发电系统的设计运行与维护》等，在国内风电技术领域有较

大影响力。 

一身朴素的装束，却丝毫无法掩盖他风华的气息，一举一动中流露出的儒

雅之气，让人的灵魂得到震撼。他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吟诵生活的诗人。 

在学校组织的寒假校友交流活动中，我们有幸见到了他：叶杭治总工程

师。他早在 70 年代毕业于浙大，并且成功在风能发电领域创业，成立了运达风

电公司，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现在就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浙大校友的风采

吧！ 



       

 

 

求创之路，漫漫且阻 

叶先生 82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并在浙江大学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

为了贯彻科技兴国的理念，叶先生洞察了国家在新能源发展上的巨大潜力，同

时国家也在不断鼓励科研院的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先生

积极投身于风力发电的研究领域当中，期望有朝一日我国的风力发电技术水平

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并且实现新的突破。为此，叶先生在这项领域中努力学

习，积极创新，在 1999 年便成为了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风力发电研究所的所

长。为了将这项科技成果产业化，叶先生在以原本的研究所为骨干的基础上注

册了企业，并享有一定的股份。但是一切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创业初期，叶

先生的企业依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初期，公司主要签订电力系统方面的机关

作为大客户，但是由于学科非相关性，同时也由于在销售上决策的失误，市场

一度持续低迷。之后，在 2005 年该公司和中国节能投资公司进行了合并，至

此，产品有了可靠的连续供应，同时借助于公司的技术优势，产品质量优异，

很快公司便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事业发展，紧随国家 

谈及风电开发的问题，叶先生告诉我们，这一行业的盛与衰，主要取决于

国家的支持力度。如果国家重视，那么该领域的发展就会进入长久的“春

天”。另外，风力发电却也有着自己的缺陷，比如不可控性，不稳定性等等，

很容易对电网的稳定进行干扰，所以很难被电厂接受。但是经过长期发展，风

电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提升，同时国际组织也有相当的支持力度，

这些都对这一清洁能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在自动控制方面的进

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数小时的风力情况，并由此来对电厂电能进

行合理调度，补偿不稳定的风电。这些措施和技术改进为风电提供了可预测

性，使风电的应用有了极大的推广。 

  

对浙大以及浙大学子的寄语 

针对于在学校学习和在公司工作的差别这方面的问题，叶先生也给了我们

很大的启示。他说，学校学到的不单纯是固定的某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

校的学习能够启发我们的思维，教会我们更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

能力，都对以后的工作中，为更加深入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叶先生

也指出，我们工科生应该深入读硕士甚至以上，因为只有掌握了更多更深的知

识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中扮演一个更加关键的角色，毕竟能力越大责任

越大，当然收获也就越大。当提到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时，叶先生毫不

犹豫地回答我们，那就是做人。我们作为当代新青年，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

个脚印慢慢走，不要浮躁，更不要眼高手低，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工作

做好，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方面既磨炼自己的技术，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赏

识，另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争取更大的未来发展空间，促进自身的成长。 

笔者手记： 

在这次采访中，叶先生谦卑的态度和丰厚的知识底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一句：“孩子们，你们不仅要好好读书，更是要好好做人。”道出

了长者对我们的希冀。我们也从和叶先生的交流中获得了不少启迪和智慧，再

次感谢叶先生！ 

作者：刘旭峰 电子信息工程 13 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