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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永健
笸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
学副校长、教授

笸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
家委员

笸留德华人教授学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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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新中国恢复高考

后，最早的一批公派赴德留

学生。 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

业大学电气系后，曾供职于

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

所、西门子发电部及意昂电

力集团。 闯荡工业界多年，

又回归德国高校任教，直至

担任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

学副校长。 他还兼任德国核

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

留德华人教授学会副主席、

德国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

会监事会主席。 他也是中国

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

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
要设计者之一。

丁永健教授以自己的

求学生涯和职业转型经历，

鼓励中国学子赴德留学，并

建议不一定非要都去名校，

应用型大学出来的工程师

更有用武之地。

谈及未来，他开玩笑地

说，等 2020年德国最后一

座核电站退役，他也要退休

周游世界去了。

欧洲时报供本报专稿

    1977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恢

复了高考。次年，年轻的丁永健在江苏泰
兴水泥厂短期工作后，参加了高考，并如

愿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上海同济
大学材料系成了他短暂停留的地方。“当

年，教育部公派留学，在同济搞了一个留
德预备部。我在国内学了一年基础课，一

年德语，1980年就去德国留学了。”

丁永健成为第一批留德的本科生。
“在德国华人圈，人们把最早的三届本科

生称为‘黄埔三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最早的留学生。我读完德国特色的

Diplom学位（中国通常翻译为硕士，其实
是持有文凭的工程师）之后，在位于慕尼

黑郊区加兴镇的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
究所一边工作一边读博，差不多 10年时

间。博士毕业后，先后去了西门子发电部
和意昂电力集团汉诺威分部，前前后后共

17年。”
在工业界闯荡十多年后，丁永健

又回归高校，到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

学任教。这个转变，既在情理之中，又有意

外成分———丁教授身上总散发着对科研、
对教书育人的热情，而那个意外，是谁也

没想到的。
“读博士选方向，当时觉得核电是高

科技，前景还不错，那时候是 1986年 1

月。”而就在那年 4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这起事故也是德国

核电的政策天平左右摇摆的开始。丁教授
坦言，回到学校，实际上跟德国政府放弃

核电是有关系的，待在工业界做项目虽然
“很刺激”，但行业前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不

安的感觉。“于是就想着不如回到高校，一
来有比较稳定的环境，二来我仍然可以做

一些核安全方面的研究工作。”
丁永健还在德国联邦和安全委员会

电气分会当专家委员，用他的话讲，算是
一个“很重要的副业”。他打趣道：“展望未

来，2022年，德国最后一座核电站退役
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就要结束啦。这个事

情做完，我就退休周游世界去。”

    丁永健教授强烈推荐中国学子留学德

国。他说，德国的公立高校原则上对各国留
学生都不收学费，师生比例合适，教学质量

很高，尤其应用型大学紧密结合工业界实
际，学以致用。当然由于德国的宽进严出

理念，如果学生没有主动学习精神，要顺
利毕业也不容易。丁教授说，“我们学校的

中国留学生出了不少佼佼者，他们拿到学

士、硕士学位后，要么直接去就业、创业，
要么去综合性大学继续读博士。不少人现

在比我工资高。”
德国高校大多数专业是德语授课，

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语言是最大的
问题。在丁教授的印象中，勤奋的中国留

学生总是拿着录音笔坐在第一排，现场
听不懂，录下来回家反复听。一般两个学

期下来，语言关就算彻底过了。“当然也
有一些学生是毕不了业的，主要原因就

是懒散，德语不过关，听课听不懂。”
当然，丁教授也反对只知闷头读书

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丁教授说起自己大
学时在学生会的经历。“上世纪 80年代

初，慕尼黑有多个中国学生会，他们中很
多是东南亚的华侨学生和中国台湾学

生。我还记得有一

个学生会主席叫小
邵，新加坡人，他说

慕尼黑终于有中国
大陆来的学生啦，

我要让位给你们。”
后来，丁永健

真的当选为学生会

主席，学生会也在
中国大使馆支持下

改名为“中国学生
学者联合会”。

“这是挺有意
义的工作，学生会

要跟学校大学生
服务中心打交道，

借房子（搞活动），
要跟大学的外办申请赞助，要去请校领

导来站台发表讲话……这对我学会跟人
交际，了解书本外的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人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组织能
力的。现代工业讲究团队合作，当初花些

时间在这上面，对我后来在工业界的发
展颇有益处。”丁永健说。

    丁教授的科研领域主要

是自动化设备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涉及“工业 4.0”的网络

安全，旨在提高自动化设备
的抗病毒能力。他担任一个

联邦经济部赞助的、由马格
德堡应用科学大学、马格德

堡大学、埃尔朗根-?伦堡大

学和 Areva集团德国分部共
同参与的核电仪控网络安全

项目的总协调人。
谈到德国“工业 4.0”与

“中国制造”，丁永健说，外
界把德国称为制造强国，中

国是制造大国，有一定道
理。不过两国的差距在不断

缩短，中国在机床、工具制
造领域已经越来越强；中国

的顶尖企业如华为、海尔等
也已跻身世界一流。中德工

业的差距主要在中小企业。
“中国民企历史比较短，改

革开放才 40年，缺少积淀，
而德国中小企业动辄就是

百年老店。”
丁永健谈到德国应用

型大学的校企合作模式时
说，大学生不仅需要到企业

半年实习，而且 95%以上的
毕业论文是在企业完成的，

学士或硕士论文课题常常就是一项企业
的技术革新项目。另外，德国联邦教研部

的科研经费赞助项目，其中有一些是专
门给中小企业和高校合作用的：高校帮

企业研发项目，教研部承担风险，一两年
内出一个产品，而后市场化。他认为，中

国可以借鉴德国的一些做法。

丁永健还从中国工业的现状，谈到
工程师的培养和应用型大学的角色以及

与综合性大学的区别。“中国学生到德国
读工科，都跑到亚琛工大、慕尼黑工大等

名校去，实际上，德国 60%的工程师是应
用科学大学培养出来的。大众、宝马的车

质量好，按工程师数量来说，我们应用型
大学有近三分之二的功劳。”

和许多其他华人教授一样，丁永健
教授也十分重视和中国的科技界、工业

界合作。“我们毕竟比一般的德国教授更
了解中国国情，也多一些人脉。当然我个

人作为负责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
没有时间每年回国工作几个月，但是回

国访问讲学是一定的。也会在德国参加
中德两国政府的一
些合作会议。”

作为目前德国
在任的唯一一位中

国大陆背景的高校
副校长，丁永健被认

为是华人界的骄傲。
但他谦虚地说：“我

们华人教授学会里

比我厉害的‘大拿’
很多，德国目前大约

有 100名华人教授，
一大半是我们的会

员，现在每年都新增
几位新会员，而且越

来越年轻。我其实是
个‘反面教材’，我的

老本行核电在德国
是夕阳行业，说出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

炫耀而是为了供年轻人参考。不过，当年
能够参与最新一代数字化安全仪控开发

（现在已经应用于世界上几十个核电
站），还参与中国的第一个全数字化核电

仪控系统设计并有所创新，最后又投身
于教育事业，也算没有虚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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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作为慕尼黑学生会主席，在

新中国成立 32周年庆祝活动中致辞

■ 丁永健在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