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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创建初期的一位领导者，很高兴为这样一部

体例完备、编排合理、结构严谨、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的《北京理工

大学志》作序。学校的同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这样一项具有

现实和长远意义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工程，实乃可喜可庆可贺。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

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1940年成立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明确这

所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和造就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的专门人才。经过

55年的奋斗和几代人的辛勤工作，学校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五万余名

各类专门人才，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尤其是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确立了自己应

有的历史地位，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工、理、管、文协

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北京理工大学志》是

学校建校至今历史足迹的忠实写真和客观反映，它记录和蕴含着非常

丰富和宝贵的办学经验及教训，对于学校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办学

体制和管理机制，以及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等，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历

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北京理工大学志》又是我党高等理工科教育发展

史的一个缩影，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教科书，它完全应该而且

也完全能够在“存史、资治、兴利、教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

用。

今年欣逢北京理工大学建校55周年，《北京理工大学志》的付梓

无疑是给校庆献上的一份丰厚礼物。在此，我衷心地期盼并祝愿北京

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开拓奋进、不断创新，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季强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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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力求资料翔实，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记述的史实和引用的资料，自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

成立始，至1993年12月31日止。

三、本志书篇目，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叙

史实。全书正文共15篇74章。总述和大事记置于各篇之首，以提要

钩玄，统摄全文。

四、本志书旨在记载北京理工大学建校以来的教育发展和学术进

步历程，内容取舍详近略远，以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为重点；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在大事记中反映，有关章节中略记。

五、对各系、部、处机构名称本志书取的是1993年12月31日的

名称；对各系、部、处级干部任职记载，本志书取的是“文化大革

命’’前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六、本志书的记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图表的序号，第一位

数字为篇号，第二位数字为章号，第三位数字为图表在本章节中的序

号。少数篇幅较大的图表附于篇末。

七、本志书所引资料，主要来源于校长办公室综合档案室的档案

资料、《培养科技干部的摇篮——北京理工大学发展史》等校史书籍、

各部门的工作记录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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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的校本部座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东邻白石桥路，南接魏公村路，西毗苏

州桥街，北跨北三环路、与友谊宾馆接壤，占地70余公顷。她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

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我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际需要，北京理工大学在为党和国家的总任务、总路线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发展。

1939年，在我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为促进边区工业生产和保证国防建设，中

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春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同年9月正式开学。

其宗旨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

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在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边区

经济发展服务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理工科大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为夺取全国胜利，

加速人才培养，部署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等向东北、华北迁移。1946年1月，延安自然科

学院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辗转华北办学。

1 946年4月，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北方大学工学院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成

立。为边区各工业部门培养急需人才。

1948年10月，为加快解放区的教育发展并为建设新中国作准备，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边

区工业学校与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以培养具备新的技能和本领、善

于管理的工业干部和技术人才。1949年8月，华北大学工学院迁京，划归中央人民政府重工

业部领导，为重工业建设和发展服务，培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事新民主主义重工业建设的高级工程干部。

1950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中法大学校本部及数理化三个系合并到华北大

学工学院。中法大学建于1920年，是我国建立较早的著名大学之一，曾培养了许多知名学者

与专家，她的加入，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力量。

1951年1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的审定，

将华北大学工学院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自1952年1月1 Et启用新校名。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1951年，中央兵工委员会提出了“兵工提早建设的部署”。中

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于1952年春确定“北京工业学院逐渐发展为国防工业学院或国防工业大

学，并使之成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中新的高级技术骨干之主要来源”。从此，北京工业学院转

变成为国防建设培养人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的性质确定后，于1952年10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将原东北兵专中从事兵工专业的

教师及兵器系、弹药系、火药系二年级学生与有关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调整到学校，加快

学校兵工专业建设的步伐。

在原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到1957年初步建成基本配套的14个常规兵器专业，为迅速培

养我国自己的国防建设人才，满足国防生产的需要，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国防科学技术的

发展，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1958年以后，又建设了一批国防急需的火箭、导弹方面的专业，

并培养出大批从事尖端科技的人才，输送到国防科研和工业部门，为我国后来的“两弹一

星”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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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实行调整、改

革，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领导全体师生员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勇于开拓，

不断进取，逐步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1)由单一的工科向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多学科综合化方向转变；

(2)由单一的产品型和军工专业向以学科为主、军民结合型方向转变；

(3)由主要以教学为中心，向建设教育、科研两个中心方向转变；

(4)由主要培养本科人才向培养多层次，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转变；

(5)由“封闭型”办学向“开放型”办学方向转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理工大学都是国家重点建设和发展的高等学校：是1959年经中

央确定的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

一，是“七五”、“八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14所高等学校之一。

北京理工大学现设有飞行器工程系、自动控制系、车辆工程学院、工程光学系、电子工

程系、化工与材料学院、机械工程系、力学工程系、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管理学院、应用数

学系、应用物理系、应用力学系、工业设计系、外语系和人文社会科学系，以及28个科学研

究所与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共有43个本科生专业、5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

覆盖了13个学科专业的博士后流动站、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

重点学科点专业实验室、2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合建)。

到1 993年底，北京理工大学教师总数(包括专任教师和科研教师)为1737人，其中教

授190人、副教授536人、讲师606人、助教及职务待定人员405人。各级各类在校生10990

人，其中博士生225人、硕士生972人、本科生5034人、专科生1119人、夜大函授生3640

人。

学校现有总建筑面积35．4万平方米。教学、科研、生产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1．2亿元。

图书馆藏书24．65万种，72．2万册。

建校以来，北京理工大学为我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兵器、电子、航空、航天、船舶、核

能等工业部门)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共培养输送了近5万名高级专门人才。他们中的一批人已

经成为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北京理工大学集中主要力量从事国防和兵器科学技术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就取得了一

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1978年以来，累计获得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的科技成果447项，其中

国家级奖励80项，为我国国防科技和兵器工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理工大学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经过5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形

成了军工学科的优势和军民结合的特色，为把北京理工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并具有一定国际

影响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工、理、管、文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理工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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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党在各个时期的工作重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在学校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重要的转折时

期，学校都组织广大教职工学习讨论教育思想、总结教育经验，探索教育规律；从而调动了

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I．延安办学时期

1942年，在整顿三风的进程中，围绕着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问题，展开了历时两个半

月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办什么样学校，如何确定办学目标、办学模式；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

1942年10月，徐特立同志对这次讨论作了总结：

(1)自然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是“培养具有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

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要“博”要“专”问题，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

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与“专”。

(2)自然科学院的办学目标不能只顾眼前，而应从“先进的政党要把握全国科学和技术

发展的方针”考虑。边区和全国分不开，将来和现在分不开。自然科学院“为抗战建国培养

人才”就体现了这个统一的关系。

(3)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教育原则。自然科学教育“要为着生产，为解决抗

战建国的物质问题服务。教学内容要更多地注意边区目前的经济建设、工厂和农场的情况，把

学与用紧紧联系起来”。

此后，自然科学院成立了“学校管理委员会”，各工厂、农场的负责人参加。同时，自然

科学院加强了同军工局、建设厅、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社会实际部门联系与合作。经过全面研

究，自然科学院制订了一个“既照顾现实，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抓住全面的教育改

革计划”，对原来的系科设置和课程结构进行了调整改造。使自然科学院的教育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2．华北办学时期

从1945年底到1948年8月，学校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辗转华北，坚持办学，不断为

解放区输送技术人才。1946年4月20日，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发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当时的

办学指导思想。其要点为：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北方大学的宗旨是“培养为人民服务，从事和平建国

的各种专门人才”。使培养的人才成为“最忠实的勤务员”，随时随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自己准备牺牲一切来拥护人民的利益”。

(2)实事求是的校风。实事求是就是“老老实实按照科学办事”的态度，它在“生活上

表现为朴素的作风”，在学习上“表现为认真的态度”。

(3)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育方针。其实质是要求教师所讲的都应当是对边区建设“有实

际意义的课程”，“不能关起门来，只是上课读书”，还要“有计划地到有关的地方实习”；要

求同学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所学的课程，与新的实际结合起来。

在贯彻上述办学的指导思想过程中，使学校形成了以下的特点：以新中国建设为基本点，

既具有地方性，又面向全国；校长负责，教员治学，学生自治，构成民主集中制的新体系；发

扬民主，自由思想，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和新型的同志关系；教学实践与边区建设实际相

结合；普及为主、提高为辅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相一致；教、导合一，自学与

辅导结合；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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