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WORLD ACADEMY OF PRODUCTIVITY SCIENCE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 

A Division of The World Confederation of Productivity Science 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 

 

征召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指的是在同行业中或所在地区学识渊博、表现出众，为

生产力科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性和男性。科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征召院士的名额

上限为 500 名。 

院士的提名标准 
 

为实现联盟所追求的目标，科学院院士必须是那些在实施、创新并传播其生产力

理念及经验以求为人类利益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们认可及值得鼓励的人。鉴于科学院

院士一贯被视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或所在地区的优秀楷模，因此科学院院士还应具有

较高的职业道德。 

某些院士因其在专业知识领域中所具有的独创力和影响力获此殊荣，其中包括在

研究、出版读物、教育或咨询方面取得成就。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学术界或咨询界的带

头人，他们通过撰写书籍、期刊文章，演讲文稿及其它科学文献,在生产力科学领域

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人通过建立并领导生产力研究组织来提高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

生产力，进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 

另一部分院士是由于其商界精英或企业家身份而被授予院士称号。这些人在营利

性或非营利性机构中成功地运用生产力科学知识，最终取得不凡的商业业绩及利润。

此外，他们所在的组织还因其力求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和谐发展而知名。 

最后一部分是指由于其在公众机构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领导协调才能，以及在当

地、区域或全国范围内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或实施发挥一定影响的人。 

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追求的目标是  

通过提高生产力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附件一 



院士职责 

入选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不仅仅是项荣誉,还意味着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院士们应积极参加由世界生产力科学院和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举办的各项活动，

并要为实现上述组织的活动目标付诸努力。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院士们不但要做到参加世界生产力大会、地区会议，同时

还要和其他同地区的院士保持联系。院士们至少每年都要向世界生产力科学院提交

其个人的年度成就报告。通过这种有形的方式，世界生产力科学院可以向世界展示

其院士是如何借助生产力这一媒介去改变世界，以及如何共同努力通过提升生产力

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 

院士提名程序 

院士提名权仅限于现任院士。任意一位院士均可提名一位候选人。先由世界生

产力科学院的地区协调员负责，在各地组织一个由现任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

由该评委会出面考核被提名人，考核应依据前面所述标准。在不背离任何考核原则

的前提下，地区考核可对标准尺度做酌情修改或增添。再由地区协调员向世界生产

力科学院董事会提交初选结果，科学院董事会将对被推荐候选人进行最终评审。每

位被提名人应提供一份完整的提名表、一份个人简历或个人简评以及一个电子邮件

地址。此外，每位被荐人还必须同意恪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和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

对院士的要求并履行相应职责。 

对于还未任命地区协调官的区域，例如南美，可由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长托马

斯•杜托文博士来代替执行，位于这类地区的被提名人资料可直接提交至杜托文博

士或是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秘书处。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orld Academy of Productivity Science，简称 WAPS） 

是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World Confederation of Productivity Science，简称

WCPS）的一个分支机构，由个人（院士）而非组织构成。WAPS 的成员是一些与 WCPS 

有着共同目标并愿意为此而继续努力工作的个人。 

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WCPS）是世界各地的国家领导人、企业家、管理顾问和

学者所组成的一个联谊性质的协会。它是一个全球网络中心，联合所有与我们有共

同目标的个人、公司、各区域和各国的协会。中国生产力学会（CAPS）于 2000 年 9 

月被授予 WCPS 团体会员资格。 

WCPS 是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是一个非政治性团体，并在联合国注册。WCPS 

的成员对象包括生产力研究专家、企业和公司经理、研究人员、国家领导人、国务

活动家、劳工组织、公务员等。WCPS 的经费来自捐款、成员的支持和 WCPS 自身开

展活动的收入。WCPS 的国际秘书处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WCPS）自 1969 年成立以来，其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各

个部门的生产力，改善工作质量，提高生活水平，以生产力的进步创造世界和平与

繁荣。WCPS 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国际交流的网络，促进生产力知识和经验的共享；为企

业家和工业家提供同外国同行交往的机会；推广和传播生产力科学信息；为促进生产

力观点的相互交流，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生产力大会；在各国定期举办各种其他活

动。WCPS 的工作还包括建立一个生产力信息交换数据库，供 WCPS 成员使用； 设立

世界生产力奖金；协助出版关于生产力的文献，以用于教育的目的。 

介 简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 



世界生产力组织联络网（WNPO）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 

秘书处 大 使 

董事会 

院 士 网络合作伙伴（团体会员） 

WCPS 的组织结构如下：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是 WCPS 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个人（院

士）组成，他们与 WCPS 具有共同的目标，愿意与其保持工作联系，并为其做出贡

献。院士由于对生产力科学的贡献和对 WCPS 的贡献而获得了一致公认。 

WAPS 的目标是： 

 

• 进行国际研究、调查与评估，建立工作小组，推动生产力科学的发展； 
 

• 为各国高层生产力组织开展有关政策和基础建设方面研究和交流提供方便； 
 

• 通过演讲、会议、研讨会、专题报告和各种出版物来宣传有关生产力科学方面

的信息及观点； 

• 对为 WAPS 和 WCPS 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给予荣誉和奖励，以资鼓励； 
 

• 积极推动在大学设立讲授生产力的课程，建立研究和讲授生产力科学的专科院

校和系； 

• 与具有相同目标的其他组织合作。 
 

WAPS 的院士从生产力科学领域里杰出的、获得国际公认的贡献者中选举而来。

WAPS 成员的最大限额是 500 名。 

根据 WCPS 的目标，科学院院士应当是一些值得鼓励与赏识的人才，他们就与

生产力相关的思想与经验进行创新、交流与实践，从而达到服务于人类的目的。 



一些院士通过广泛参阅各种出版物与发表演说而创造出成果；另一些院士则为公

务人员，他们领导并支持那些旨在寻求通过激发生产力来实现繁荣的活动。还有一些

院士是德高望重的生产力咨询专家，或是全国性组织与全球性组织的主要执行者，他

们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大众的利益而做出贡献，以这种方式促进自己所在组织的生

产力的进步。还有一些院士是在更小范围的“优秀群体”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他们可能在当地的一个学术机构中教授关于生产力的课程，或者帮助建立和维持生

产力中心、自我开发组织或其它的优秀人才中心，这些中心或组织能够影响不同位置、

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更多的一些院士是为发展生产力做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并且

以积极的态度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许多被提名的候选人在被科学院授予院士后，通过参加联盟的世界生产力大会

或由联盟主办的其它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联盟的项目，加入世界生产

力组织联络网，或是不惜奉献他们的时间和才智，以其它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目标的

实现。 

院士提名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生产力团体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候选人，基于

其被广泛认可的信任度，他们可以被推选为“荣誉院士”。第二种是需要提供简历， 

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被授予成为科学院院士。 

所有的院士，一旦被授予资格，即应通过参加世界生产力大会，参与由联盟网

站主办的会谈，以及不定期发表阐明其立场的论文，来将其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在更

大范围的团体内进行交流。 

同中国生产力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相对应，目前，中国在 WAPS 已拥有一批由

杰出政策制定者、著名专家学者和杰出的企业家构成的院士队伍。 



 
 

 

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董事会 

董事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目前董事会成员如下： 

总裁： 

约翰·西普（英国） 

主席： 

让·克罗德·劳森（加拿大） 

副主席： 

斯科特·辛克（美国） 

董事： 

托马斯·杜托文（美国） 

乔治·史密斯（美国） 

维克托·蒂格尼奥（加拿大） 

陈胜昌（中国） 

彼得·沃特金斯（美国） 

杨长恒（中国） 

伊冯·德拉德拉（南非） 

山姆博·利邦（博茨瓦纳）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 

院长： 

托马斯·杜托文

副院长： 

陈胜昌 

Sunil Abrol 

彼得·沃特金斯 

世界生产力组织联络网 

主席： 

乔治·史密斯

副主席： 

陈胜昌 

伊冯·德拉德拉 

财务主管： 

维克托·蒂格尼奥（加拿大） 

执行秘书： 

琳达·卡波恩（加拿大） 



已经获得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WAPS）资格的部分中国著名学者与企业家 
 

荣誉院士： 
 

曾培炎 国务院原副总理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

院士：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

李京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周培源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

陆师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守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苏联大使 
 

张 塞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

邓观瑶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总裁 

于行前 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薛 军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吴明瑜 著名技术经济专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熊映梧 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杨 慎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会长、建设部原副部长 

王雨生 原航天部副总工程师 
 

谢企华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孙毓霜 长城润滑油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王茂林 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 
 

刘汉章 中国邯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赵经彻 中国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高德康 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存周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 

秦家铭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 

陈胜昌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董事

纪万斌 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塌陷与治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塌陷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佐友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邹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原道谋 河北省机械电子工业厅原厅长，高级工程师、教授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生产力学会顾问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李泊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高铁生 国家粮食储备局原局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冯 并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柯茂盛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袁正中 广西自治区政协原常务原副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杨长恒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会生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 
 

苏士峰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马鸿烈 中国甘肃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

马纯济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邵汉青 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聂梅生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 
 

段玉贤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杨胜武 中国胜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连昌 国家人事部、航天工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陆人杰 胜利油田原总经理 

周道炯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李家祥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国家民航总局局长

滕文生 全国政协常委 

陈耀先 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原董事长

王维成 全国人大原常委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根虎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苏广奇 河北钢铁集团采购总公司原党委书记 

刘 军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孙文盛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土资源部原部长 
 

刘振华 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原省长

王森浩 煤炭工业部原部长 

李殿魁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

孔 栋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苗复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原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李士林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董事长 

桂国杰 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德传 青岛港集团董事局原主席、总裁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洪子晴（香港）香港洪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席

郑昌泓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 

李志强 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总裁 

郭翔宇 东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汪 海 双星集团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余中大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游景玉 国家仿真控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亚仿科技董事长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 

李毅中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刘明忠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尹成杰 农业部原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侯光明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 

http://baike.baidu.com/view/75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21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院士

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年月日 

 最后学

历及校

系专业 

  
职 称 

 

工作 
 

单位 

 

 
 

通 信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学术成就简介

或企业管理成 

效简介 

（可另附） 

 
 

初 评 意 见 

 

 
 

终 审 意 见 

 

说明：专家学者请写 1500 字以内的学术成就简介，企业家请写 1500 字以内企业管理与研究

成果简介，并自行译成英文；另附申请人个人及所在单位文字介绍。（Tel：010-68818132； 

E-mail：pxpj001@126.com）。联系人：余前 17610221083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