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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

着述而不论的原则，力求客观、准确、精炼地记述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的历史

和现状，以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时问断限：上自2001年6月1日，原则．卜截止到

2011年7月31日。

三、本志体裁有述、纪、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志的结构设编、

章、节、目四个层次。文字采用记叙体，以大事、特事、要事为线索，横分门类，

纵写历史与现状。

四、公元纪年、日期、计算、统计数据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并按国家

标准书写。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部分取自上级文件、报刊、采访、座谈及各部门、

各学部工作资料等。



序 言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走过了十年历程．十年来，在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关

于建立适合我省省情的独立学院政策指导下，在河北师范大学党政领导的正确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汇华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一个新型的万人本科大学的

雄姿崛起在河北大地上．

汇华学院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遍布省内外各行各业的优秀毕业生，她和省内

各独立学院一道为河北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河北省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

评价一所独立学院，最重要的是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与赞誉．当一个未

能达到“二本”分数线的考生，带着继续提升自己的梦想走进汇华学院，通过四

年的奋发学习，发现自己的能力已经达到或超过入学时高于自己几十分以至一百

多分的考生时，他们会有怎样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他们和家长又会怎样评价这

样一所学校呢?

汇华学院的成功要感谢教育部．省政府、教育厅．十年来，汇华学院正是按

照教育部，省教育厅规范独立学院的要求去实践、探索，开拓的．教育部倡导的

独立学院“优”，“独”、“民”改革创新原则，在汇华学院发展过程中显示了极强

的生命力．

河北师大党政领导全力支持汇华学院以“新机制、新模式、新探索”改革创

新，开拓发展，成为汇华学院科学，健康，快速发展的坚强基石．

十年来，河北师大本部各部门，各学院和广大教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为汇华学院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汇华学院十年的发展，全体汇华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汇华教职工这

支年轻，富有激情、忠于职责、团结奋斗的队伍，成为开创汇华学院历史的生力



军，他们的贡献将载入学院的发展史册。

汇华学院的毕业生和全体在校生也是汇华学院的建设者，他们珍惜和热爱汇

华学院的形象与荣誉，并以骄人的成绩成为汇华的骄傲。

志书记载了学院开创者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也记载了十年来学院建设发展

风雨沧桑又光彩夺目的路程。历史是镜鉴，也是资源。回顾十年，总结十年，是

为了汇华学院在今后的十年、几十年有更好的发展，再一次实现“超越自我，开

创未来”．

郑世钧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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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志 学院概况与发展历程

第一章学院概况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些地方和高校在高等教育办学机制方

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其中由普通高校按照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的相对独立的二级学

院发展较快。2003年6月，教育部制定《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

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将此类学院规范为“独立学院”。独立学院以普

通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与社会资金资源结合，坚持“优”、“独”、“民”的原则，是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独立学院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提高了本

科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而且拓展了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新空间，满足了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经过十几年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国已经涌现出三

百多所独立学院，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河北师

范大学汇华学院就是其中的一员。

2000年春季，河北师范大学党政领导班子根据河北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

着手筹建“公办民助(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简称二级学院)。2001年7月，河北

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河北师大举办民办公助二级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同

月，租用河北税务学校校舍(石家庄市新石南路171号)建校，开设7个专业，秋

季招收723名新生。

2002年初，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与河北青华苑高校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石

家庄市红旗大街601号建设了汇华学院西院。2002年8月，汇华学院全部搬迁至这

一新校园。随后又建设位于汇明路18号的汇华学院南院。2003年，河北师大为保

障汇华学院发展需要，将西校区东院(石家庄市红旗大街469号)的一栋实验楼移

交给汇华学院。2010年，河北师范大学将西校区东院(汇华学院北院)完全交由汇

华学院管理使用，并完成土地使用权的更名，为学院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汇华学院建院10年来，以“超越自我，开创未来”为院训，始终以建设国内一

流独立学院为目标，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了学生成才”的办

学理念。在河北师大党委、行政和学院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师大本部各学院、各部

门的鼎力支持下，学院遵循“改革兴校、质量立校、发展强校”的办学思想，坚持

新的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学院办学规模稳步扩大，管

理体系日臻完善，教学改革逐步深入，人才培养成绩显著，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

10年栉风沐雨，10年艰苦创业，10年日新月异。学院本科专业由7个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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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志 学院概况与发展历程

36个，覆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等九大学科门类。迄今为止，以河北省为主，面向全国16个省市招生。2010年首

次实行按专业大类招生，学生入学后自主选择专业。目前，学院有在校生12656人。

聘任教师696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26人、硕士学位313人，共占专任教师的63．1％；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386人，占专任教师的52．4％；自有教职工215人。校园占地面

积919．8亩，由北院、西院、南院三个校园组成。在2004年4月召开的首届“中国

独立学院峰会”上，汇华学院做了办学经验重点发言。在全国独立学院表彰大会暨

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2010年峰会上，汇华学院被评为“全国先进独立学院”。10年

来，学院已发展成为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专业结构比较合理、以教师教育为主、基

础学科优势突出、应用专业特色鲜明、综合实力较强的独立学院。

汇华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河北师范大学的教育资源

优势，实行“教授治学、专家治校”。学院严格实行全员聘任制、逐级考核制、工作

问责制，破除了岗位终身制，奖惩分明，焕发了教职工与学院共命运、同发展的奋

斗激情，锻造出一支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工作效率高的优秀教职工队伍。

学院下设文学部、法政学部、经管学部、理学部、数学部、外语学部、艺术学

部等7个学部，学院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行政处、后勤处、保卫处、公共教

学部、图文信息中心、实验管理中心等9个管理服务部门。

据2010年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时统计，学院有建筑面积286，771平方米，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6，079万元，固定资产45，494．5万元，图书报刊110万册，

计算机2，044台；语音实验室座位数603个，多媒体教室座位数12，622个，运动场

85，830平方米，体育馆2，600平方米。

10年来，汇华学院已有毕业生1．3万人。汇华学院毕业生以优异的表现在省内

外重点中学、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招聘以及公务员招考中脱颖而出，近5年来，

汇华学院的就业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2007年、2010年先后被河北省教育厅评为

“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先进集体”、“河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

前就业工作先进集体”。2010年8月被教育部评为“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预征工作先进集体”。

汇华学院考研录取率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2009、2010、201 1届毕业生考研

录取率分别为24．3％、22．4％、22．896，在全困独立学院中保持领先地位。2010年、

2011年，生物科学、化学、地理科学、物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考研录取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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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40％。其中生物科学专业2011年考研录取率达到71．5％。

忆往昔，栉风沐雨，岁月峥嵘，开拓创新的汇华人秉承“超越自我，开创未来”

的精神，开辟了质量立校、特色强校之路。看今朝，春华秋实，硕果累累，与时俱

进的汇华人用如橡巨笔，书写了培育英才的绚丽华章，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办学业

绩。展未来，竹节日进，前途似锦，奋发进取的汇华人将以十年校庆为起点，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1

5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志 学院概况与发展历程

汇华学院行政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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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发展历程

汇华学院走过了10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从700多学生发

展到万人大学。一个生机勃勃的、获得了社会广泛赞誉的新型大学展现在世人面前。

汇华学院走过的10年，是沿着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前进的10年。汇华学院坚

持改革创新，坚持独立学院规范的发展方向，坚持“优”、“独”、“民”的办学原则，

开创了一条具有汇华特色的办学之路。

汇华学院走过的10年，是学院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不断形成和确立的

10年。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学生”，坚持“教学质量是独立学院生存和发
展的生命线”，坚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个性发展”，使汇华学院享誉燕赵。

汇华学院走过的10年，是良好校风和学风形成的10年。汇华学院全体师生发

扬“超越自我，开创未来”的精神，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第一节汇华学院的诞生

上个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加快了向“大众化”目标前进的步伐。1999年6月

朱镕基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教育发展主要靠改革，关键是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一方面，要通过加快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挖掘现有教育资源潜力，

增强学校的活力与效率，充分发挥公办学校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

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

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教育大省，但是高等教育的规模特别是本科教育

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社会、家长、学生的需求。1999年下半年，河北省政府、教育厅

提出在我省试办新体制的“二级学院”的指导意见。

河北师范大学由原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河北教育学院和河北职业技

术师范学院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之后，面临着扩大规模、加快发

展的机遇。学校领导班子研究了当时国内、省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于1999年9

月制定了“河北师范大学关于进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并确定由负责学生和招生工作的副校长郑世钧主抓这一工作。

2000年，河北省教育厅下发冀教发[2000]180号、冀教发[2000]202号文件，

明确我省举办“二级学院”的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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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这项工作的实施，河北师范大学领导班子在校内外调研、协商、谈判，

做了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当时，国内很多高校看重的是“二级学院”的“创收

功能”，看重的是高学费给学校带来的经济效益，这对很多经费不足的高校有着很大

的诱惑。时任师大校长王立辰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提出：通过举办“二级学院”

不仅是获得一定的办学收益，重要的是通过“二级学院”扩大师大的办学规模，弥

补自身扩大规模能力的不足，同时要在这种新体制的学院中探索高校改革的道路。

2001年初，省教育厅要求各申办“二级学院”的省内重点高校，卜报申报材料，

学校最初申报校名为“河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随后按照教育厅“校名应具有民办

属性并区别于举办学校中各学院名称”的要求，由时任师大党委书记曹桂方、校长

王立辰及分管副校长郑世钧商议，定名为“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河北师大有着百年办学历史，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有着全省最雄厚的师资队

伍，这是当时河北师大举办“二级学院”的最大优势。因面临着整合发展、扩大规

模的新局面，没有充裕的资金和校园、校舍来举办“二级学院”，只能采取民办机制，

依靠社会资金来兴办河北师大的“二级学院”。

6月初，河北师范大学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师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河北省政协

常委、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郑世钧教授负责筹建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并决定当

年招生。当年7月，河北省政府批准建立包括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在内的13所民

办公助“二级学院”。8月，河北师范大学发文任命郑世钧兼任汇华学院院长。河北

师大党政领导全力支持汇华学院按教育厅“六统一、四独立”的政策举办二级学院。

六统一即统一招生、统一教学计划、统一学生管理制度、统一考试考核、统一颁发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四独立即独立的校园校舍、独立教学和学生管理、独立经济

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为了实现在当年招生，2001年6月，汇华学院租用河北税务学校的校园、校舍

办学，并于9月1日正式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建院初期，学院聘任了河北师大化学学院李冀辉、杨继清和原河北师范学院副

院长阎恩荣参与筹建工作，面向社会招聘了9名同志参加学院的教学和学生管理工

作。7月初，汇华学院正式挂牌办公，并利用暑假期间配备教学、办公设备，学院

员工自己动手安装桌椅。还向社会开展了招生宣传工作。学院筹建时就实行了后勤

社会化服务，经评议筛选，选定石家庄师慧公司负责汇华学院的物业管理服务。

筹建时，学院先后聘任了线天长、鲁修诚、李冀辉担任副院长，分别主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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