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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编纂的指

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力求反映史实、体例完备、资料详实、

突出特点、图文并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是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突出北京联合大学的发展和

办学特点。

；、本志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述自1978年北京联合大学前身各分

校建校至1992年的史实。下卷记述1993年至1997年的史实。共计20

年。 。

四、本志编目分篇、章、节。依学院分篇，依类分章。横排门类，纵叙

史实。

五、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源于档案材料和各部门工作记录，文中均

不注明出处。书中各种统计数字主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层报表。

六、本志记述以文字为主配以图表，为阅读方便，图表随文，并标明

图表序号。校部篇第一组数字代表章号，第二组数字代表该图表在该章

中的序号；学院篇中第一组数学代表学院，第二组数学代表章号，第三
· } ‘

组数字代表图表在该章中的序号。

七、人物未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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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r f ：

第一节概况

·

。
。

●

1993年初一1997年底，是深化改革、推进联合、促进发展的五年。五年中，学院的布局进一

步做了调整。到1997年底，北京联合大学下属有应用文理学院(海淀区北土城西路97号、西城

区丰盛胡同13号)、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东城区安外外馆斜街5号)、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朝

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东城区黄化门街5号)、建材轻工学院(宣武区盆儿胡同55号)、机械工

程学院(朝阳区门外自家庄西)、旅游学院(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9号)、纺织工程学院(朝阳区朝

阳门外延静东里甲3号)、中医药学院(蒋宅口花园街22号、东四十条13号)、化学工程学院

(朝阳区垡头西里三区18号)、继续教育学院(西城区丰盛胡同13号)、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海

淀区三环北路厂洼街4号)共十一所学院。

，。五年中，联大的办学方向、学校的定位做了进一步的调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联大

要立足北京，面向北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坚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北京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方向。到2000年要把联大建设成为综合性的、以

高等职业教育为主，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地方大学，要成为北京高等职业

教育的中心。
? _

五年中，联大各学院的专业设置按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方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到

1997年底，共有文科、理科、工科、师范、医药、外语、管理等70多个本专科专业。这期间，大力

发展了高等职业教育，到1997年底，共有高等职业教育专业30多个，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界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1992年以来，联合大学获科研成果将共36项，获优秀论文奖共49篇。1996年、1997年

申报立项的科研课题中，包括国家课题1个，北京市课题6个。编辑出版的国内外公开发行刊

物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刊》两种。
’一

‘

．。

’五年来，学校的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到1997年底，全校在校生人数为13263人，其中全日

制高等教育学生9959人(本科生6196人，专科生3763人)，夜大函授生3304人。自1993年至

1997年底共培养出毕业生16242人，其中全日制高等教育毕业生11932人(本科生7703人，

专科生4228人)，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4310人。全校共有教职工3787人，其中专职教师1380

人，教授54入，副教授374人，讲师608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2人：’ ．。?

+五年中，市长、市政府加大了对联大基本建设和教学设施的投入。到1997年底，全校占地

面积27．6万平方米，校舍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中新增校舍面积近7万平方米。学校现有图

书126．94万册。1993年以来，重点建设了9个校级实验室，其中基础实验室有物理实验室(电

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化学实验室(化学工程学院)、生物实验室《应用文理学院》、电工电子实验

室(机械工程学院)。专业基础实验室有通信技术实验室、通信电子系统实验室(均设于电子自

动化工程学院)。专业实验室有信息技术实验室(应用文理学院)、计算机辅助教学实验室、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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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验室(应用文理学院)、已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6个高职实训基地有：“电工电子实训中

心”(小营校本部)、“电子与信息技术实验中心”(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精细化工中试”实训

基地(化学工程学院)、。信息网络综合”实训基地(应用文理学院)、“产学研教育基地”和“商务

实训中心”(均设于纺织工程学院)、。机电应用技术”实训基地(机械工程学院)。到1997年底，

全校共拥有各级各类实验室146个。1992年一1997年底投资建成的各类实验室、语音室、多功

能教室及实训中心等教学与科研设施项目共60个。

1993年以来，联合大学加强了对外交流，先后接待美国、日本、瑞典、菲律宾、加拿大、芬

兰、英国、津巴布韦以及澳门、台湾的高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的代表团、组共25个；与国

外9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派出各类代表团出国出境访问、考察，促进了对外交

流。
、

1997年，北京联合大学面向21世纪，制订了《北京联合大学“九五”发展计划(纲要)》，提

出了“到2000年，把联大建设成为新型的综合性发展的地方大学；建设成为北京市高等职业教

育中心；在全国同类院校中争创一流水平”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九五”期间要努力完成以下五

项任务。1．基本完成办学布局调整；2．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实现办学从普通高等教育为主

向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的转变；3．加强教学基础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4．完成“九五”计划确定的基本建设项目，5．健全、完善联大内部的领导与管理体制。

第二节历史沿革

(1993年1月——1997年12月)

1993年初，北京联合大学下属有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

院、电子工程学院、建材轻工学院、纺织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旅游学院、中医药学院和化学

工程学院，共十一所学院。此时各学院仍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

1993年2月15日，市委教育工委和市高教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职能的通知》，《通知》规定：“自1993年3月1日起，高教局只对联合大学部署和接洽工

作，并将学校应拥有的管理职能和权限于1993年2月底前下放给联合大学，联合大学所属各

学院需要报请上级解决的事项和问题，报联合大学负责处理。”《通知》还规定：“联合大学在办

学方向、专业设置、招生、收费、机构设置、用人制度，职称评定、经费使用、对外交流等方面，具

有文件规定的自主权。”《通知》具体提出了12项在过渡阶段联合大学的主要职责，使联合大学

逐步成为行使统一管理职能的独立办学实体，能对其所属各学院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1994年1月25日，中共北京联合大学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自动化工程学院召开，大会

选举产生了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加强了联大校部

对全校的统一领导。

1994年4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调整方案，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关于北

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文法学院更名及核编的函》：同意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与文法学院的档

案、法律、政治等系合并，撤销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改名为北京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两院规格均不变。同时又发出《关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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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北京联合大学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的函》：同意将原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与北京联

合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合并，成立北京联合大学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由此，1994年4月，应用

文理学院成立，1994年7月，继续教育学院成立，1994年9月，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成立。另

外，1993年9月，海淀走读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挂靠到联合大学，更名为北京联合大学国际

语言文化学院，但仍属民办性质的学校。

为支持北京联合大学的大调整，1993年初，市高教局决定将原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朝阳区

小营建设用地转让给北京联合大学做为新校址，同年12月举行了开工奠基典礼。计划小营基

建占地5．8公顷，总建筑面积5．25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学生宿舍、风雨操

场等。主要建筑于1997年底完工。

1995年12月，根据市委教育工委的指示精神，联合大学校党委发出《关于贯彻市委教育

工委调整联合大学校部与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领导体制决定的实施意见》：1．联合大学校长仍

兼任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院长，联合大学副校长兼任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副院长，学院的行政

工作由联合大学校部领导。2．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党委在联合大学党委的领导下，对学院工作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起保证监督作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学院党的建设工作；负责学院师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学院工A，、教代会、共青团的工作，参与学院行政工作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

决策。3．联合大学校部的行政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设有校长办公室等18个机构。4．电子自动

化工程学院的机关职能部门和下属单位有党委办公室等13个机构。5．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的

行政职能处、室并入联大校部相应的职能处、室，原行政职能处、室的职责由联大相应的职能

处、室承担。6．调整联合大学校部与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领导休制的工作由联合大学党委统一

领导。

1996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校部和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除校成教处、计算机系、部分自动

化系外分别从丰盛胡同13号、黄化门5号、沙子口18号和五道口暂安处原校址迁人北四环东

路97号小营新校址，形成了校机关和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合一的校本部办学体制。10月8

日，校党委校本部党群工作系统机构进行了调整：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党办并入校党办，电子

自动化工程学院学生处并入校学生处，成立校本部工会，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团委和校团委合

署办公。 一

．1997年10月，校党委根据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开始着手进行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与建材

轻工学院调整的工作，12月校党委作出决定，将建材轻工学院并入校本部，统一规划电子自动

化工程学院和建材轻工学院的机构和专业设置，两学院更名为信息学院和应用技术学院。基础

部、专业基础部、体育教研室、社科部、培训部等教学单位由联大校部直接领导。

·6。



第二章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

第一节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

一、现行领导体制

1994年以前，北京联合大学试行校长负责制。1994年召开党代会正式选举党委以后，北京

联合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二、隶属关系

党的领导隶属关系。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党委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直接领导。

1992年12月以前各学院党的关系均在市委，1992年12月以后，党的关系转到联大。党的

关系在联大的是以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建材轻工学院、纺织工程学院。1994年上半年后，文法学院、文理学院合并为应用文理

学院；下半年自动化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合并为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1994年12月机械

工程学院党的关系转到联大党委。由于联大的领导体制不同于一般高校，在党的建设上也有自

己的特点；

一是，与党代会之前相比，联大党委的领导管理职能逐步地加强，表现在：

1．联大发展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由联大党委统一研究，全面安排。如：讨论通过联大

九．五发展计划、党建三年规划，讨论通过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制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制

度，统一办学指导思想。联大发展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由联大党政领导出面，召开各学院党

政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作会，研究讨论，统一认识，全面安排。

2．日常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由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内容有：落实市委的工作部署；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调整中的问题；学院党委换届和补选党委委员的审批I干

部考核、任免情况；组织、宣传、纪检、老干部、团委等部门的工作；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

生的德育工作}基本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财务预算和决算；确定全委会的议题，讨论提交全委会

的文件等。

3．加强了对干部的管理工作。协助教育工委对学院的领导干部进行考核；审批各学院系、

处级正职干部和校本部及继续教育学院处级干部的任免；组织校、院级干部参加脱产学习和培

训；组织部分系处级干部的脱产培训．力Ⅱ强对后备干部的考核与管理，推荐少数后备干部任职。

4．有些活动和工作由联大党委统一安排和组织。如：党员“双学”活动和系、处级以上干部

的党性党风教育；对党支部书记与部分中层干部进行培训；组织中层干部学习十五大文件，召

开各种工作会议；学生干部的社会实践活动；老干部的活动等。

二是，除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外，各学院仍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各学院党委仍行使较

完整的基层党委职能。表现在：

1．各学院的党委直接参加市委召集的会议，市委的文件直接发到学院党委，有许多工作，

市委和教育工委直接布置到各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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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学院院级领导干部，由市委教育工委直接管理，联大党委协助。

3．各学院的工作由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院长负责制，日常工作特别是日

常工作中的困难、矛盾多由各学院自理，各学院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的管理权限。

4．系、处级中层干部的考核、调整、任免权基本上在各学院，副处级干部的任免由各学院党

委决定。

5．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审批新党员等工作均由各学院党委负责。

第二节组织机构

党的组织机构系统表

学院党委(应用文理学院；电子自动化工

程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建材轻工学院；纺织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

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机关党总支f总

7务处党总支；离休干部总支)

曼 —■：兄簧!

——组织{

￡ 亘1专1

——学生：

● ——保卫{
手

——老干{

一共青1
．．

上r1石j}J

公室

作部(处)

(处)

处★

本部工会★

查委员会——纪检监察办公室

*校老干部处于1994年下半年成立。

*1993年一1995年是校机关工会，1997年3月成立校本部工会(校部、电子自动化工程

学院)o ，

"X-校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94年1月经党代会选举产生。 ，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行政机构

北京联合大学1994--1995年行政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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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1996—1997年行政机构图

、第四节各类专门委员会、领导小组

各类专门委员会、领导小组

(1993年以后新成立的)

名 称 成立日期 成立时负责人

北京联合大学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1994．3．18 孙权

北京联合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 1994．5．18 姜成坛

北京联合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 1994．9．6 李月光

北京联合大学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 1994．12．6 ‘熊家华

北京联合大学党校校务委员会 1995．3．9 熊家华

北京联合大学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1995．4．20 熊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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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5．4．20 李月光

北京联合大学文明校园建设领导小组 1995．5．4 李月光

北京联合大学食品卫生法律法规领导小组
‘

1995．7．3 张铃

北京联合大学成人教育管理委员会 1995．9．15 李月光

北京联合大学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评审委员会。 1996．4．30 姜成坛

北京联合大学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1996．5．9 张铃

北京联合大学教育工作评价领导小组 。 ． ． 1996．4．8． 李月光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情报委员会
’

1997．7．5 高林

北京联合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调整) 1997．12．10 ： 张铃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调整) 1997．12．22 李月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 1996．3．8 张铃

治安保卫委员会 * 1996．3．8 张铃

交通安全委员会 * 1996．3．8 张铃

防火委员会 *
． 1996．3．8 张铃

计算机安全管理委员会 * 1996．3．8 张铃

教师及相关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 * 1996．4．30 高林

节能工作领导小组 * 1996．5．28 张仲林

绿化工作领导小组 * 一 1996．5．28 张仲林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X- 1996．5．28 张仲林

体育运动委员会 * 1996．5．28 张铃

注：*的为校本部的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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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教师与职工

第一节教师队伍概况

表03—1 1993年教师队伍年龄情况统计表

项 单 厶 35岁及 36岁 46岁 56岁及 其中： 其中：日

目 位 计 以下 至45岁 至55岁 以上 硕士 博士

教师(合计) 人 1267 531 285 238 213 178 1

教授r 人 O O 0 O O O O

副教授 人 305 1 10 115 179 25 O

讲师 人 710 290 266 120 34 120 1

助教 人 189 187 2 O O 19 O

未聘任的 人 63 53 7 3 O +14 0

表03—2 1994年教师队伍年龄情况统计表

，项。 单 A 35岁及 36岁 46岁 56岁及 其中： 其中：日

。目 位 计 以下 至45岁 至55岁 以上 硕士． 博士

教师(合计) 人 1245 528 292 224 201 161 2

教授 人 O 0 O O O O O

副教授 人 330 2 32 127 169 27 1

讲师 人 689 307 255 96 31 107 1

助教 人 158 157 1 0 0 19 O

未聘任的 人 68 62 4 1 l 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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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3—3

1995年教师队伍年龄情况统计表

项 单 A 35岁及 36岁 46岁 56岁及 其中： 其中：口

目 位 计 以下 至45岁 至55岁 以上 硕士 博士
●

教师(合计) 人 1382 580 333 236 233 183 3

教授 人 57 0 O 7 50 8 O

副教授 人 356 4 63 133 156 27 1

讲师 人 730 350 260 94 26 118 1

助教 人 190 185 5 0 O 2 1

未聘任的 人 49 41 5 2 1 10 O

表03—4
’

1996年教师队伍年龄情况统计表

项 酋 合 35岁及 36岁 46岁 56岁及 其中： 其中：

目 位 计 以下 至45岁 至55岁 以上 硕士 博士

教师(合计) 人 1323 575 320 217 211 174 5

教授 人 58 O O 7 51 8 O

副教授 人 368 6 94 133 135 38 O

讲师 人 652 332 219 76 25 102 4

助教 人 171 168 3 O O 8 O

未聘任的 人 74 69 4 l O 18 1

表03—5 1997年教师队伍年龄情况统计表

项 苴 A 35岁及 36岁 46岁 56岁及 其中： 其中：日

目 位 计 以下 至45岁 至55岁 以上 硕士 博士

教师(合计) 人 1308 578 326 218 186 197 6

教授 人 54 O O 9 45 5 0

副教授 人 374 10 111 132 121 40 1

讲师 人 608 310 204 75 19 105 5

助教 人 186 180 6 O O 20 O

未聘任的 人 86 78 5 2 1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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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职工队伍概况

表03—6： 教职工队伍状况(11所学院)

项 目 单位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教职工 人 3997 3907 3846 3787

其中：女 人 2000 1992 1983 1944

正式职工(期末) 人 3769 3603 3477 3383 3369

正式职工(年平均) 人 3926 3835 3518 3423 3344

临时工 人 192 215 271 229

其中：工人人数 人 960 856 833 792 783

其中：技师 人 5 6 6 4 4

高级工 人 79 86 111 192 199

一 中级工 人 412 452 490 406 418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人 2672 2670 2584 2529 2492

其中：高正 人 39 67 72 81 65

高副 人 414 445 471 504 491

中级 人 1347 1397 1364 1324 1292

第三节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一、校成立职称(专业技术职务，下同)改革领导小组，领导联大及校本部的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工作，各学院设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分别领导学院的职称评聘工作。

按规定，联大设立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各学院及校本部分别设立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组，各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受理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

联大评委会下设若干个学科评审组负责本学科高级技术职务的评定。联大还成立文科和

理工科两个教授评审组，分别对申报晋升教授职务的进行评审。

二、从1994年起，北京市对各高等学校专业技术教育实行结构比例控制，规定北京联合大

学教师系列中高级职务人数占总教师人数为30％以内，其中教授人数与副教授人数比为1：5

—1：6。讲师人数占总教师人数50％，除教师以外其它专业技术职务人数中具有高级职务的人

数占5％一10％，全校全体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高级职务的人数占总专业技术人数的25％以

内；学校对各学院亦按比例控制。另外，对教育管理研究学科，教委实行指标控制，每年下达一

定数额指标，当年使用，当年有效，学校对各学院也下达申报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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