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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进程，正是由于工程科技的持续发展进步，极大地推动着生产力的

革命性飞跃，从商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摄本性变革。

工程科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工程科技人才，更离不开培养工程科技人才

的工程教育。 21 宦纪以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世界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将工程科技进步作为实现未来可持续增长、在

全球竞争中保持国家地位的基石和支撑。毫无疑问，工程教育必须适应

社会、经济、科技变化的趋势，不断变革创新，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能新

引擎这→崭新角色。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迎接薪的科技革命和世界范围内发展格局的深

刻变革，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部新型国家的战略发展目

标。建设刽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抗和主动

权，最根本的是要靠工程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工程科技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棒，迫切

需要培养大教高素质劳动者和能新型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伴髓我国工程教育韵跨越式发展，工程教育研究

工作取得了很大成蟹，涌现出一大批高贵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队伍逐

步壮大。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发达型家工程教育发展的研究和探讨

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有其合理性，中型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本身就

是学习西方现代工程教育的结果 O 作为后发型理代化国家，中国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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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现代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发震中的教训，最终自追赶

雨实现超越。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工程教育也mÏl拖着工程教

育全球化的挑战，因此密切关注工程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实践十分

必要。

梧比较而言，我们对中国工程教育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坦对较

薄弱 G 追溯历史，如果把自清末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西式工程类学堂作为

中国工程教育的起点，中国工程教育己经有 140 多年的发展历史。魏兢

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 O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程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特色和模式。当然，在发展探索过程中也有很多值得

总结的历史教剖，这些植琅于中 0000情的特殊问题，非常值得认真总结

和探讨。

研究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国家的工业程代化发展与工程教育发展

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从工业化发展史来看，诸如美国、露国

等工业化发达国家，其工程教育发展与国家工业化梧互但进的作用十分

突出，工程教育对于这些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化强自功不可没 O

自前，中国正处于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开

展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同步的3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富国强兵，

提御外侮，开始了学习西方，兴办教育，造藏人才，开始了教育现代化

的转型。目为是" !原夷长技以制夷"所出工程科技事业自始受到重

视。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之初，瑛代化实际上就是指向工主主化，因此为工

业化培养人才的工科教育必然被放到重要位置。在不同的历史发震黯

段，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对工程教育发震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工程教

育的发展又制约或挂动工业化的进程。从二者关系出发研究工程教育发

震，可以在战略高度上晓新工程教育发展的利弊得失。对于自前我国如

何在实理工业化过程中发展工程教育，其意义不言而喻。

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在中国整个创新教育体系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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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有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己经形成多军次、多类型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在工

程教育发展的规模方面，从绝对数来说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 O 中国

的工科大学生占整个高校学生的二分之一以上。目前，提高质量是高等

工程教育追在罩睫旦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王孙尾、刘继青两位同志撰写的《中国工程教育:国家现代化进

程中的发展史) ，是目前尚不多晃的系统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国工程教

育发震历史的学术成果。这部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研究了近代

以来亘至新中国或立前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历史:下编研究了共和国

成立之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工程教育的发展状况。作

者从国家现代化与工程教育的发展关系出发，以历史的逻辑考察历

史 O 在研究中，把不同历史册嚣的教育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重

点研究对象，把研究吕的锁定在制度改进和国家战略的有效规划上。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现点、思路和方法，很有启发性 O

我是共和国工程教育的亲历者，在工科大学学习过，担任过工科大

学的主要领导，从事过多年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对新中国

工程教育的发景有着切身的体会。作者在研究中，既有对教育制度政策

的宏观分析，又有具体大学的个案分析，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亲历者的

口述回忆，提有历史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同志所在的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告，自

2009 年成立以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工程教育研究成果，为中国工程

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清华大学是我国工程教育的重

要基边，以张维、张先斗皖士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工程教育专家和学者很

早就关注工程教育的研究工作，对中望工程教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

献。王哥、禹等多位教授近年来在工程教育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他官]既是

学术研究的学者，又是我国工程教育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因此，这部专

著的出版，可以说凝聚了老一辈崭新一辈工程教育研究者的智慧和

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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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部专著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工程教育发展史的

研究，必将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J兵等ι要二
2012 年 4 月

(注:序作者吴启迪，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自人大常委会委

豆、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雷家

教育部副部长、同济大学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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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旨在培养工程科技人才

的高等教育重要类型，工程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

重要性。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元一不把工程教育视为国家未来经济

和科技发展的基石 O 而纵观1!t界大国崛起的历史，在众多影喝因素中，

完备而高水平的工程教育无疑是具有实质'在影响的因素之一。

当自言，中国正在建设能新型国家和实菇教育强菌战略，工程教育的

改革发展面拖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以全球裸野，学习借

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教育发展模式和经验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同样重要

的，是要匾额页史，对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的历史作纵向考察，摄取历

史经验，通古今之变，从历史的轨迹照见未来的方向 Q

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始于晓清洋务运动兴办的各种西式学堂，迄今已

走过了 140 多年的历程。一百多年来，我国工程教育经历了萌芽、发

展、韧具规模、挎越式发展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我E已经成为主

界上工程教育规模最大的自家。回颐和总结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我幻

可以看到，中国工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与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

程息息相关3

中国国家现代化之路自 19 世纪 60 年代珉难起步，中国教育现

代化的历程随之自程，在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工程教育发展一

直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 o 说它重要，根本原因

在于，百余年来，无论是清王朝时代的变法自强运动，还是雷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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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的建构，以至 1949 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现代化发展，其背后强大的动力摞自对国家富强、民族强立的现

代化国家的追求。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离不开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

工程教育。从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开始的中国工程教

育，即作为"师夷长技以申j夷"之策中的"技"的组成部分，其历

史的逻辑可 U模括为"富国强兵一一实业发展一一人才培养一一实

主主教育〈工程教育) " 0 因此，工程教育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自始就

受到重视08余年来，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工程教育现代化始

终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中重要一环 G 这一特殊的历史特点，就使

得国家吕标和国家规划，梅成了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重

要影啕医素。而就工程教育大学办学摸式、发展方式而言，亘余年

来，自 19 世纪后半叶起步跨段的接受、模仿，到 20 世纪以来主动

的选择和积极的探索，中国工程教育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呈

现出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所以，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与西方发

达国家梧比，既有共性，又有特点 O

在本书中，我们力图以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作为视角，将工程教育置

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工程教育与工业

化互动关系中型握其发展变迁的历史，这是本书力图贯穿的一条主线 O

同时，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全面建设的过程，工程教育的历史发

展是中国社会出传统向现找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中也尽可

能在医家、社会、市场和学术四种关系的建构与调整中分析隔述工程教

育制度的发震变迁，避免对中国工程教育史仅进行现象撞述和大而无当

的历史锚陈，以致迷失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因此，本书对有关工程教

育发展的制度、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作了重点的研究，其目的旨在改造

制度和有效规划国家工程教育战略的 O 既然是"发展史"的论述，本

书面对历史发展变迁的复杂状况，基本上着眼于制度变迁、发展的速

度、规模、结梅等指标的分析 o

本书L;J 1949 年为异，分为主、下两编，上编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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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下编论述当代工程教育发展及其王军状。除

导论外，全书共有七章内容。

导诠中主要对全书研究的问题及涉及的模念进行了界定，为全书的

论述明确相关概念基础，确立论述基漓。商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

学术史的模理，目的在于总结既往研究的成绩、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在

此基础上，陪述本书研究的理论框架及重心所在。

第一章阐述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启动黯段，中国工程教育产生的背

景、动力及其特征，并以福建船政学堂与江南制造总局前设操炮学堂、

工艺学堂为例，对工程类洋务学堂的办学特点及模式进行考证。

第二章论述近代中国工程教育逐步转型，开始制度化的过程。对闰

跨度是 1895 年到 1927 年。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洋务运动之后新旧

交替时期，在清末兴学热潮中，工程教育受多种菌素影确下发展的需

况，关注的重点是要窍学制对工程教育的影响。二是 1912 年之后，中

E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建设时期，工程教育随制度变迁、工业化发展而

呈现的新的样貌。

第三章论述就战前十年，即史家所称的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国员

政府实撞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教育领域大力整顿高敦，撞行"抑文重

实"政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工程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领

域，工程教育规模、结构、质量等诸方面有新的进展，中国工程教育大

学基本特征和多样化发展的模式基本确定。并以清华大学旱期工程教育

发展作个案分析O

第四章主要分析拭战时期，菌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政策，围绕当时

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一一如何加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全噩

控制;如何使大学的课程和内容符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如何使全国

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更为合理一一调整高等教育布局，改革包括工程教

育在内的教育教学制度，提升教育质量。内容还涉及工程教育在战时遇

羁的困顿及发展的新态势。

本书的下编包捂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内容，集中论述新中国成立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