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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北京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明古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长期以来，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教育中心。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全国的最高教育机关就设在京城，对国家

文明的传承、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的引导和辐射作用。十九世纪中

期以后，中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起源于北京。1989年，近

代第一所国办大学——京师大学堂就诞生在这里。从那时算起，北

京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一光辉的历史进程

中，北京高等教育始终同国家兴衰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站在

探索国家发展未来方向和振兴中华大业的第一线。在此期间，北京

的高等学校不仅培养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高等专门人才，涌现出了无

数个治学大师、科学巨匠、兴业英才、治国栋梁，同时北京的高校

还发挥了能决定国家命运的思想中心和政治运动策源中心的影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兴起在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

动”等事件开创了新的历史纪元。可以说，北京的高等教育有着光

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对我国的民族解放、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起了

重要的作用。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成为国家最根本的战略，历史赋于北京高等教育的责任更加艰

巨。如何更好地研究总结北京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优

良而光荣的传统，是完成好新时期北京高等教育历史使命的重要前

提，是一项具有紧迫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任务。

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力



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编纂北京高等教育志。这是一项浩大的

系统工程，前后共动员了在京的所有高等学校参加，近千名专家学

者参与查阅资料撰写志稿。特别是聘请了数十位曾长期工作在北京

高等教育系统的老领导、老校长、老专家具体编纂。这些同志不顾

年高体弱，呕心呖血十数年如一日，查阅档案、访问座谈、反复校

正、酌字酌句。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编出素材、分工修撰、多

方征求意见，数十次的修改，方得完成。

纵观这部六篇250万字的志稿，可以说它较为完整呈现了一

部北京高等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系统地记载了百年来广大教

育工作者为国家做出显著贡献的光辉业绩。整部志书的编纂体例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原则，审视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使这部志书既具备

丰富的资料工具价值，又具备一定的学术意义。它可以为今天广大

的教育管理工作者，研究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以及社会上关心教育

的人士查询高教历史，借鉴办学经验，探究教育规律，提供一个重

要的研究平台．发挥其应有的“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编史修志是个长期的过程，这部志书的编修，只是完成了总结

北京高教发展历程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今后还会有大量的续编任

务，也还会有尚未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补充进去。希望这部《北京高

等教育志》的出版，能够激发北京教育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

任感和爱国主义激情，共同努力，为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谱写更加

灿烂辉煌的篇章。

范伯元



凡 例

一、《北京高等教育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注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为起始，并上溯到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截止到1 992年12月底。系统记述北京地区

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及现状。涉及范围限于北京地区历史上存

在过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普通高等教育活动的状

况。全志贯彻“详今明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

间的北京高等教育的状况。

三、本志遵循“存真求实”的方针，记事有据，据实直书。贯

彻“叙而不议"的原则，一般不加评议。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体。结构上按篇、章、节三级排列。全志由沿革、综览、学校、人

物、重大历史事件、大事记共六篇组成。卷首刊有各时期的代表性

图片。

五、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均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1912年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其间1 912年一1 948年底，视

情况括注民国纪年；1949年1月起，采用公元纪年。

六、名称：各种名称按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再次

出现时可用简称；各朝代名称，一律用历史通称；各时期的行政机

构，按当时用的正式名称，不另加政治性定语；人物直书姓名职务

(职称)，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外国名称采用汉文通用译名，必要

时括注原文。



七、本志所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教育事业各项统计数字，以

《北京市教育统计资料》(1949—1990)(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

育局编)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年鉴》(北京市高教局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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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招 生⋯⋯⋯⋯⋯⋯010 000 000 000tlO⋯⋯⋯⋯⋯⋯⋯⋯⋯⋯⋯⋯⋯⋯⋯

学籍管理⋯⋯⋯⋯⋯⋯⋯⋯⋯⋯⋯⋯⋯⋯⋯⋯⋯⋯⋯⋯⋯⋯⋯⋯⋯

毕业生分配及就业⋯⋯⋯⋯⋯⋯⋯⋯⋯⋯⋯⋯⋯⋯⋯⋯⋯⋯⋯⋯⋯

学生待遇⋯⋯⋯⋯⋯⋯⋯⋯⋯⋯⋯⋯⋯⋯⋯⋯⋯⋯⋯⋯⋯⋯⋯⋯⋯

教师构成与来源⋯⋯⋯⋯⋯⋯⋯⋯⋯⋯⋯⋯⋯⋯⋯⋯⋯⋯⋯⋯⋯⋯

教师培养与培训⋯⋯⋯⋯⋯⋯⋯⋯⋯⋯⋯⋯⋯⋯⋯⋯⋯⋯⋯⋯⋯⋯

教师职务与评聘⋯⋯⋯⋯⋯⋯⋯⋯⋯⋯⋯⋯⋯⋯⋯⋯⋯⋯⋯⋯⋯⋯

教师工资待遇⋯⋯⋯⋯⋯⋯⋯000 600 000⋯⋯⋯⋯⋯⋯⋯⋯⋯⋯⋯⋯⋯

教师管理⋯⋯⋯⋯⋯⋯⋯⋯⋯⋯⋯⋯⋯⋯⋯⋯⋯⋯⋯⋯⋯⋯⋯⋯⋯

职工⋯⋯⋯⋯⋯⋯⋯⋯⋯⋯⋯⋯⋯⋯⋯⋯⋯⋯⋯⋯⋯⋯⋯⋯⋯⋯

干部职员⋯⋯⋯⋯⋯⋯⋯⋯⋯⋯⋯⋯⋯⋯⋯⋯⋯⋯⋯⋯⋯⋯⋯⋯⋯

：][：人····⋯⋯⋯···⋯··⋯⋯·⋯···⋯⋯·····⋯·⋯···⋯··⋯····⋯⋯⋯⋯··

对外交流⋯⋯⋯⋯⋯⋯⋯⋯⋯⋯⋯⋯⋯⋯⋯⋯⋯⋯⋯⋯⋯⋯⋯⋯⋯

清末、民国时期的对外交流⋯⋯⋯⋯⋯⋯⋯⋯⋯⋯⋯⋯⋯⋯⋯⋯⋯

新中国建立后的对外交流⋯⋯⋯⋯⋯⋯⋯⋯⋯⋯⋯⋯⋯⋯⋯⋯⋯⋯

教学、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

图书、资料与信息系统⋯⋯⋯⋯⋯⋯⋯⋯⋯⋯⋯⋯⋯⋯⋯⋯⋯⋯⋯

实验室建设⋯⋯⋯⋯⋯⋯⋯⋯⋯⋯⋯⋯⋯⋯⋯⋯⋯⋯一⋯⋯⋯⋯⋯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电化教育⋯⋯⋯⋯⋯⋯⋯⋯⋯⋯⋯⋯⋯⋯⋯⋯⋯⋯⋯⋯⋯⋯⋯⋯⋯

校办工厂与出版社⋯⋯000 000 000⋯⋯⋯⋯⋯⋯⋯⋯⋯⋯⋯⋯⋯⋯⋯⋯

后勤保障与管理⋯⋯⋯⋯⋯⋯⋯⋯⋯⋯⋯⋯⋯⋯⋯⋯⋯⋯⋯⋯⋯⋯

后勤机构的设置⋯⋯⋯⋯⋯⋯⋯⋯⋯⋯⋯⋯⋯⋯⋯⋯⋯⋯⋯⋯⋯⋯

后勤管理的改革⋯⋯⋯⋯⋯⋯⋯⋯⋯⋯⋯⋯⋯⋯⋯⋯⋯⋯⋯⋯⋯⋯

基建、规划与校园建设⋯⋯⋯⋯⋯⋯⋯⋯⋯⋯⋯⋯⋯⋯⋯⋯⋯⋯⋯

财政经费管理⋯⋯⋯⋯⋯⋯⋯⋯⋯⋯⋯⋯⋯⋯⋯⋯⋯⋯⋯⋯⋯⋯⋯

校舍管理⋯⋯⋯⋯⋯⋯⋯⋯⋯⋯⋯⋯⋯⋯⋯⋯⋯⋯⋯⋯⋯⋯⋯⋯⋯

物资与设备管理⋯⋯⋯⋯⋯⋯⋯⋯⋯⋯⋯⋯⋯⋯⋯⋯⋯⋯⋯⋯⋯⋯

修缮、动力与节能⋯⋯⋯⋯⋯⋯⋯⋯⋯⋯⋯⋯⋯⋯⋯⋯⋯⋯⋯⋯⋯

交通、通信与接待⋯⋯⋯⋯⋯⋯⋯⋯⋯⋯⋯⋯⋯⋯⋯⋯⋯⋯⋯⋯⋯

膳食管理⋯⋯⋯⋯⋯⋯⋯⋯⋯⋯⋯⋯⋯⋯⋯⋯⋯⋯⋯⋯⋯⋯⋯⋯⋯

劳动服务公司⋯⋯⋯⋯⋯⋯⋯⋯⋯⋯⋯⋯⋯⋯⋯⋯⋯⋯⋯⋯⋯⋯⋯

第十一节高校后勤管理研究⋯⋯⋯⋯⋯⋯⋯⋯⋯⋯⋯⋯⋯⋯⋯⋯⋯⋯⋯⋯

第十五章安全保卫⋯⋯⋯⋯⋯⋯⋯⋯⋯⋯⋯⋯⋯⋯⋯⋯⋯⋯⋯⋯⋯⋯⋯⋯⋯

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前的高校治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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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与机构⋯⋯⋯⋯⋯⋯⋯⋯⋯⋯⋯⋯⋯⋯⋯⋯⋯

第一节北京市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的演变⋯⋯⋯⋯⋯⋯⋯⋯⋯⋯⋯⋯⋯⋯⋯

第二节 中共北京市委领导高等学校的机构⋯⋯⋯⋯⋯⋯⋯⋯⋯⋯⋯⋯⋯⋯

第三节北京市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机构⋯⋯⋯⋯⋯⋯⋯⋯⋯⋯⋯⋯⋯

第十七章 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

第一节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

第二节高等学校的机构设置⋯⋯⋯⋯⋯⋯⋯⋯⋯⋯⋯⋯⋯⋯⋯⋯⋯⋯⋯⋯

第三节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度⋯⋯⋯⋯⋯⋯⋯⋯⋯⋯⋯⋯⋯⋯⋯

第十八章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第一节高等学校共产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高等学校共产党组织⋯⋯⋯⋯⋯⋯⋯⋯⋯⋯⋯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后高等学校共产党组织的恢复、整顿与发展⋯⋯⋯

第十九章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等组织⋯⋯⋯⋯⋯⋯⋯⋯⋯⋯⋯⋯⋯⋯⋯⋯

第一节共青团⋯⋯⋯⋯⋯⋯⋯⋯⋯⋯⋯⋯⋯⋯⋯⋯⋯⋯⋯⋯⋯⋯⋯⋯⋯⋯

第二节学生会、学联与青联⋯⋯⋯⋯⋯⋯⋯⋯⋯⋯⋯⋯⋯⋯⋯⋯⋯⋯⋯⋯

第三节教育工会⋯⋯⋯⋯⋯⋯⋯⋯⋯⋯⋯⋯⋯⋯⋯⋯⋯⋯⋯⋯⋯⋯⋯⋯⋯

第四节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二十章 民主党派组织⋯⋯⋯⋯⋯⋯⋯⋯⋯⋯⋯⋯⋯⋯⋯⋯⋯⋯⋯⋯⋯⋯⋯

第一节新中国建立前民主党派组织的建立⋯⋯⋯⋯⋯⋯⋯⋯⋯⋯⋯⋯⋯⋯

第二节新中国建立后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

重大历史事件篇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京师大学堂拒俄运动⋯⋯⋯⋯⋯⋯⋯⋯⋯⋯⋯⋯⋯⋯⋯⋯⋯⋯⋯⋯⋯⋯⋯⋯

教会大学在北京从创办到接收⋯⋯⋯⋯⋯⋯⋯⋯⋯⋯⋯⋯⋯⋯⋯⋯⋯⋯⋯⋯

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的建立及对其他学校的资助⋯⋯⋯⋯⋯⋯⋯⋯⋯⋯⋯⋯

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与北京高等学校⋯⋯⋯⋯⋯⋯⋯⋯⋯⋯⋯⋯⋯⋯⋯⋯⋯⋯⋯⋯⋯⋯

北京高等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创建⋯⋯⋯⋯⋯⋯⋯⋯⋯⋯⋯⋯⋯⋯⋯⋯⋯⋯⋯

二十年代初专门学校“改大”⋯⋯⋯⋯⋯⋯⋯⋯⋯⋯⋯⋯⋯⋯⋯⋯⋯⋯⋯⋯

民国初年北京国立八校索薪斗争⋯⋯⋯⋯⋯⋯⋯⋯．．．⋯⋯⋯⋯⋯⋯⋯⋯⋯⋯

收回教育权运动⋯⋯⋯⋯⋯⋯⋯⋯⋯⋯⋯⋯⋯⋯⋯⋯⋯⋯⋯⋯⋯⋯⋯⋯⋯⋯

女师大风潮⋯⋯⋯⋯⋯⋯⋯⋯⋯⋯⋯⋯⋯⋯⋯⋯⋯⋯⋯⋯⋯⋯⋯⋯⋯⋯⋯⋯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京高等学校⋯一⋯⋯⋯⋯⋯⋯⋯⋯⋯⋯⋯⋯⋯⋯⋯⋯⋯⋯

北平大学区制的试行及其失败⋯⋯⋯⋯⋯⋯⋯⋯⋯⋯⋯⋯⋯⋯⋯⋯⋯⋯⋯⋯

一二九运动在北平高等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高等学校的迁徙⋯⋯⋯⋯⋯⋯⋯⋯⋯⋯⋯⋯⋯⋯⋯⋯⋯⋯

1946"-'1948年的北平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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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政治学院⋯⋯⋯⋯⋯⋯⋯⋯⋯⋯⋯⋯⋯⋯⋯⋯⋯⋯⋯⋯⋯⋯⋯(1090)

北京联合大学⋯⋯⋯⋯⋯⋯⋯⋯⋯⋯⋯⋯⋯⋯⋯⋯⋯⋯⋯⋯⋯⋯⋯⋯⋯(1094)

海淀走读大学⋯⋯⋯⋯⋯⋯⋯⋯⋯⋯⋯⋯⋯⋯⋯⋯⋯⋯⋯⋯⋯⋯⋯⋯⋯(1101)

北京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106)

三、外地的中央部委高等院校的北京研究生院(部) ⋯⋯⋯⋯⋯⋯⋯⋯⋯⋯(110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1109)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1111)

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1113)

附录(一)近代北京曾存在过的部分高等学校简介⋯⋯⋯⋯⋯⋯⋯⋯⋯⋯⋯(1115)

私立中国大学⋯⋯⋯⋯⋯⋯⋯⋯⋯⋯⋯⋯⋯⋯⋯⋯⋯⋯⋯⋯⋯⋯⋯⋯⋯(1115)

私立中法大学⋯⋯⋯⋯⋯⋯⋯⋯⋯⋯⋯⋯⋯⋯⋯⋯⋯⋯⋯⋯⋯⋯⋯⋯⋯(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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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朝阳学院⋯⋯⋯⋯⋯⋯⋯⋯⋯⋯⋯⋯⋯⋯⋯⋯⋯⋯⋯⋯⋯⋯⋯⋯⋯(1117)

私立华北文法学院⋯⋯⋯⋯⋯⋯⋯⋯⋯⋯⋯⋯⋯⋯⋯⋯⋯⋯⋯⋯⋯⋯⋯(1118)

私立燕京大学⋯⋯⋯⋯⋯⋯⋯⋯⋯⋯⋯⋯⋯⋯⋯⋯⋯⋯⋯⋯⋯⋯⋯⋯⋯(1118)

私立辅仁大学⋯⋯⋯⋯⋯⋯⋯⋯⋯⋯⋯⋯⋯⋯⋯⋯⋯⋯⋯⋯⋯⋯⋯⋯⋯(1120)

国立北平大学⋯⋯⋯⋯⋯⋯⋯⋯⋯⋯⋯⋯⋯⋯⋯⋯⋯⋯⋯⋯⋯⋯⋯⋯⋯(1121)

(二)近代北京曾存在过的其它高等、专科学校一览表⋯⋯⋯⋯⋯⋯⋯⋯(1123)

人物篇

第一章人物小传⋯⋯⋯⋯⋯⋯⋯⋯⋯⋯⋯⋯⋯⋯⋯⋯⋯⋯⋯⋯⋯⋯⋯⋯⋯(1133)

第二章人物简介⋯⋯⋯⋯⋯⋯⋯⋯⋯⋯⋯⋯⋯⋯⋯⋯⋯⋯⋯⋯⋯⋯⋯⋯⋯(1301)

第三章革命烈士英名录⋯⋯⋯⋯⋯⋯⋯⋯⋯⋯⋯⋯⋯⋯⋯⋯⋯⋯⋯⋯⋯⋯(1648)

第四章人名录⋯⋯⋯⋯⋯⋯⋯⋯⋯⋯⋯⋯⋯⋯⋯⋯⋯⋯⋯⋯⋯⋯⋯⋯⋯⋯(1653)

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653)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654)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65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656)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662)

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663)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672)

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1673)

各民主党派北京市主委、副主委⋯⋯⋯⋯⋯⋯⋯⋯⋯⋯⋯⋯⋯⋯⋯⋯⋯(1674)

北京市市长、副市长⋯⋯⋯⋯⋯⋯⋯⋯⋯⋯⋯⋯⋯⋯⋯⋯⋯⋯⋯⋯⋯⋯(1675)

中共北京市委高等教育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1676)

北京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1677)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060 0 9 0⋯⋯⋯⋯⋯⋯⋯⋯⋯⋯⋯⋯⋯⋯⋯⋯⋯⋯⋯(1678)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679)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680)

原三级以上教授(1965年以前)⋯⋯⋯⋯⋯⋯⋯⋯⋯⋯⋯⋯⋯⋯⋯⋯⋯(1682)

博士生导师⋯⋯⋯⋯⋯⋯⋯⋯⋯⋯⋯⋯⋯⋯⋯⋯⋯⋯⋯⋯⋯⋯⋯⋯⋯⋯(1687)

中央部级以上领导在北京高校兼职者⋯⋯⋯⋯⋯⋯⋯⋯⋯⋯⋯⋯⋯⋯⋯(1693)

著名专家、学者在北京高校兼职、任教者⋯⋯⋯⋯⋯⋯⋯⋯⋯⋯⋯⋯⋯(1695)

荣获国家、北京市级各类荣誉称号者⋯⋯⋯⋯⋯⋯⋯⋯⋯⋯⋯⋯⋯⋯⋯(1698)

为北京高教捐资助教的各界人士⋯⋯⋯⋯⋯⋯⋯．．．⋯⋯⋯⋯⋯⋯⋯⋯⋯(1712)

大事记篇

北京高等教育大事记⋯⋯⋯⋯⋯⋯⋯⋯⋯⋯⋯⋯⋯⋯⋯⋯⋯⋯⋯⋯⋯⋯⋯⋯(1717)

人物小传、简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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