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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农经系自筹资金在学校的支持下建成的农

经楼

2015年建成的新经济管理学院大楼

曾经的农经楼经装修后的经济贸易学院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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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川北大学农业经济系调入西南农学院命令（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

02-XZ-5053-7，第046页。）

贵州大学农经系师生调入西南农学院农经系函（西南大学档

案馆馆藏，02-XZ-5053-7，第070页。）

1953年，四川大学农业经济

系调整入西南农学院函（西

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2-XZ-

5053-7，第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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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农经系教师协助石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订好

生产规划

1956级农经系二班全班同学在夏坝毕业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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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级同学毕业与教职工合影留念

1974级同学毕业与教职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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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首批国家计划统招本科生毕业（1977级）与全系教职员工合影

留念

根据农业部1982年关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系里及时制订了学

科建设方案，并在1988年全国大专院校教学质量评估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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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系首届博士生朱建华（1986级）全票全优通过博士学位授位

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9级（首届经管专业毕业生）毕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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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农经系教工运动健儿的风采

2001年6月经济贸易学院合唱队在建党80周年歌咏赛中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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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本科教学评估专家莅临经济管理学院检查指导工作

2008年学校为叶谦吉教授举办百岁诞辰庆典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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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重阳节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离退休教职工座谈会合影

2015年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第10届学术年会在经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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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建、发展、壮大付出艰辛努力的

亲人们！



总序

在清末“新政”改革学制的浪潮中，川东道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重

庆试士院（今重庆渝中区石灰市）创办了川东地区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堂——

“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它就是西南大学的源头。从川东师范学堂开办至今，已

经110年了！

回望这段起伏跌宕、曲折回环的历史，始知办学前辈之艰辛，历代学人薪尽

火传之孜孜不懈。

川东师范学堂建立不数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学堂余绪尚存，名

称亦沿袭未改。至1914年，根据民国元年教育部《师范教育令》之相关规定，更

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31年1月，又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此20余年间，国家时局动荡，兵连祸结，学堂命运多舛，校址频迁，经费困难，校

长屡易，几至停办。赖川东道尹甘绩镛、学校师生及社会贤达尽力挽救，改建董

事会并举甘氏继任校长，学堂方得以延续。

1932年，经甘绩镛倡议、校董事会同意并积极筹备，21军军部训令：在川东

共立师范学校内设立乡村师范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

健全师资”。1933年 2月，乡村师范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并在此征地扩建农场。

其一切教学、经费、管理仍由川东共立师范学校负责。7月，奉四川省府之命，乡

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出单独办理，开始

招收本科学生，甘绩镛兼任院长。1936年，因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之名与当时之学

制不合，奉命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四川省立教

育学院在艰难竭蹶中勉力发展。延至1949年重庆解放，学院已有9个学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除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外，尚有一所1940年创办于

江津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虽位居乡曲，学生亦不甚

多，却荟萃了不少名师，教学科研，颇足称道，是战时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最高学

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于1946年迁至重庆黄桷坪继续办学。

重庆解放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已有8系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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