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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校长

李秀生

德移

半世纪沧桑砥砺，五十载春华秋实。2003年10月1日，石油

大学将迎来建校50周年华诞。为了留下众多拓荒创业者的奋斗

足迹，我们组织部分同志对学校的发展史料选编整理，编纂成这本

《石油大学(北京)纪实》史料性读物，简要映现了学校50年来的发

展变化。旨在给前人献上一份欣慰的纪念，对今人展示一种创业

的激励，为后人留下精神上的启迪，为所有关心和支持石油大学的

人们提供一个了解学校的窗口。

1953年，在新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各

方面科技人才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国家对高级人才的急需，党和

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决定从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等院校调集了一批优秀专家和学者，连

同从各地抽调的一批革命干部、职工组建了北京石油学院。从20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北京石油学院铸就了辉煌，也经历了极度

的坎坷。它的发展、遭遇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背景相依相映。正

因为这样，她的历史才被大家所特别关注。北京石油学院时期以

及此后的华东石油学院时期，全院的师生员工用石油人特有的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勤奋坚韧写下了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创业历史，

这一切令人钦佩，催人奋进。20世纪80年代，党的第二代领导核

心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魄力，规划和实施了拯

救民族于危亡的战略决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为我国实现民

族振兴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从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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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战略决策的制定，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就成为了衡量国

家实力、民族素质的标准。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这一时期

的石油大学顺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发挥华东、北京两地联合办学

的优势和特色，学校的发展赢得了机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

就。进入90年代，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在学校校庆40

周年时题词要求“办好石油大学，培养优秀人才”。至今十年的发

展事实充分证明，石油大学(北京)顺应了改革发展形势的需要，在

深化改革、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为整个学校的蓄势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学校进入到一个新的腾飞发展的历史阶

段。

学校历史谱新曲，励精图治铸华章。进入新的世纪，我校自

2000年2月12日起整建制划转教育部管理。这是我国高校管理

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这无疑给我校带来了非常值得

珍惜的发展机遇，也使我校建设有突出优势和特色的高水平石油

大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学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质量稳步

提高；办学特色更加明显，办学实力显著增强；石油大学在社会上

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2001

年石油大学“211工程”一期建设顺利通过了教育部专家组的验

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2001年全国重点学科的申报获得

大丰收，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5个；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有2项，实现了零的突破，现在年科研经费超过亿元；今年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首次榜上有名。今年上半年在抗击“非典”的

重大战役中，学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不惜代价，严防死守，取得

了显著成绩：保持零疫情；基本做到了教师不停课，学生不停学，师

生不离校，保证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有序进行。今年我校毕业

生的就业率也好于往年。上述成绩受到教育部领导的好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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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我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

未来是历史辉煌的延伸。即将走过了五十年风雨历程的石油

大学，已经吹响了新的进军号角。我校新的目标是要建设一所以

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色鲜明、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研究

型大学。这项体现了石大人共同理想和追求的浩大工程，是党和

国家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也是石油大学(JL京)面向21世纪振兴

发展的必然选择。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自华东石油学院时期至今，石油部、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教育部党组决定由我担任校华东、北京的

领导工作，因而我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石大人以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

抓机遇、促改革、求发展，立足自身优势，转变办学观念，不仅突破

了原有的石油单科院校的格局，成功地转化为以资源、能源、环境

和石油、石化科学技术为主的理、工、文、管相结合的多科性、研究

型的重点大学，同时为未来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本书的编辑们在写学校50年发展历程时，采用了前40年用

新闻报道体裁简写，后10年重点纪实的方式，着重介绍了1993年

至今的10年来学校在改革、发展、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以我校在发展与振兴祖国的

石油、石化事业中的奉献与作用为主旋律，以教学、科研为重点，

“唯史”、“唯实”，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学校50年的历史画卷，由石

油大学的发展变化中折射出传统和精神，给人以启迪和参考。本

书的编辑出版，既是我们奉献给石油大学5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份

厚礼，又是学校综合实力的全面展示。对于增强全校师生的凝聚

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扩大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全面促进学校

改革、建设与发展，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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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石油大学(北京)纪实》即将出版问世之际，谨以此数言，

与新老校友和广大读者共勉。权为序言。

写在2003年50周年校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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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6)





学校创建史话(1953—1956) 蕊一贼石油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血液，被称为黑色的金子，它在国民经

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旧中国没有像样的石油

工业，长期依靠“洋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

袖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

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朱德副主席说：“没有石油就不

能成为强盛的国家，石油工业要百倍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个发展时期，中共中央对石油工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石油战线的工作都给

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具体的指导。特别强调，要发展石油工业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才的培养。而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关键在高等教育。于是，在国家对

全国高等教育进行院校调整之时，根据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重要

指示和批示，以清华大学石油系为基础，吸收北京大学、天津大学

等其他一些院校的有关专业，正式成立北京石油学院。1953年10

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宣告成

立。她自诞生、发展壮大至今的半个世纪，对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崛

起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巨

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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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石油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2个月，即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燃

料工业部成立，陈郁出任部长。当时部机关就设立了专人和专门

机构主管教育工作，分工副部长刘澜波主管教育，他非常重视燃料

工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为此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1951年11月，全国第一次高等工业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

为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工业的徐今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

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呼吁上级领导和教育界重视石油技术人才的

培养。建议学习苏联经验，建立我国的石油教育体系，不仅要办石

油中等技术学校，也要办正规的高等石油院校。他建议在条件成

熟的时候，及时筹办石油学院，这是最早提出筹办石油学院的建

议。之后，石油管理总局首先与天津北洋大学建立了联系。在该

校领导的支持下，1950年暑期曾组织专人去玉门油矿实习，寒假

期间又组织师生20余人到石油管理总局参加石油工业讲座。这

部分同学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在石油教育、科研单位。他们中间有

不少人，如其中的余国安、黄建邦、赵正修、方华灿、王锡光、李天

相、赵国珍等，后来一直从事于石油教育事业和领导工作，为石油

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51年秋季开学之时，根据燃料工业部的要

求，北洋大学化工、地质两系转为石油炼制系和石油地质系，并在

机械系内设立石油机械组，采矿系基本上转向为燃料工业部服务

的专业。

燃料工业部及石油管理总局与清华大学建立的联系也是比较

早的，燃料工业部成立后，李范一副部长对煤炼油和煤的地下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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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课题非常关注，他代表燃料工业部与清华大学化工系取得

了联系，清华大学负责联系工作的是曹理卿和曹本熹。在1950年

冬，双方密切合作，建立了清华大学燃料研究室。许多归国不久的

著名学者如侯祥麟、武迟、朱亚杰、杨廉平等参加了这个研究室。

该室由曹本熹、朱亚杰、武迟、侯祥麟四位教授负责，这一期间曾

对抗美援朝的油品检测做了大量工作。1951年5月，根据石油管

理总局的要求，清华大学化工系在燃料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石

油炼制组。在清华大学的其他系还设立了石油钻采、石油地质

组。

50年代初，石油管理总局还与北京大学有关的系科取得了联

系。这时的北京大学，也有一部分教师对石油教育非常热情，如傅

鹰、陈廷蕤、杨光华、袁恩熙、刘璞、唐伟英、马杏垣等。许多学生积

极学习石油学科。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在全国不少大学中出

现了“石油热”。当时西北工学院采矿系、化工系成立石油组，也招

收了新生。在重庆大学，先后成立了石油地质组、石油炼制组和石

油钻井组。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成立了液体燃料组。在浙江大学

机械系和化工系成立了石油机械组和石油炼制组。在中国人民大

学工业经济系也设立了石油组。这一时期，石油教育工作已经有

了良好的开端，为开展大规模的高等石油教育，筹办和建立专门的

石油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步

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

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根据毛泽东同志的

意见，1952年至1953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就是教育改革的一个

重要部分，这是为了纠正旧中国在学校设置、分布和系科专业分工

上，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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