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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学院路，南邻元代大都燕京十景之一的“蓟门烟

树”，占地1700多亩，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理相结合；培养本

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接受博士后、访问学者和外国留学生以及培养夜大、函授生

等多层次的综合性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于1952年，是由当时清华大学等八所院

校的航空院系合并而成的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学。

我国的航空高等工程教育，据现有史料考查，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18年的三四月闯，北

洋政府在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内附设一所飞潜学校，设立了飞机制造科，学制3年，其程度与普

通大学相当。该科毕业了一个班的学生共17人，后因经费困难停办。自1935年起，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先后在北洋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10所国立大学设立了航空高等工程教

育的系科。这些系科的设立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

义列强迅速侵入并瓜分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1931年“九--]k”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神圣领土的侵略行径，强烈地激起广大

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

祖国，为了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很多爱国青年远涉重洋赴欧、美学习航空，回国后克服重重困

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办航空系科，来造就中国的航空科技人才。又有很多爱国青年抱着“航空

救国”的强烈愿望报考各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科。各高校航空系科的教师们为培养我国航空高级

人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1936年起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共培养了近千名毕业生。他们

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参加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也为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航空工业和航空高等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发展以及航空

高等教育的新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国家把建立新兴的航空工业作为发展经济

和巩固国防的一个重要支柱，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把人民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建设提到重

要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中央也极为重视航空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1951年1月，中国政府代

表团赴苏联，在与苏联谈判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时，就将发展中国的航空高等教育及聘请苏

联专家事项作为重要内容。同年3月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对国内大学原

有的航空工程系、科作了初步调整：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

并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云南大学航空系并入四川大学航空系；原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航

空科和华北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1952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办专

门的航空大学的指示及中央军委作出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中筹建航空学院的决

定，中央教育部又制定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对航空院系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同年6

月中央重工业部、中央教育部决定，并经国家财经委员会批准及中央军委同意，正式筹建北京

航空学院。

1952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和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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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4月改名为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

建校初期，百事待兴。为加速建成北航，采取了“教学改革与基本建设齐头并进”的工作方

针，遵照中央“一边倒”与“先搬过来后消化”的向苏联学习的方针，聘请了一批具有教学和管理

经验的各航空学科门类的苏联专家，按苏联航空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建立了

成套的教学管理组织和制度，设立了飞机、发动机两个系，各设置设计、工艺两个专业，成立了

12个教研室、5个专业实验室，开始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使教学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在1953年10月正式进入新校址前，全校师生员工分散借居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

京理工大学)等城内外三个地点。1953年5月在西北郊海淀区柏颜庄选定校址后，6月1日就

在四周没有公路的一片农田及坟堆土洼上正式动工兴建，数千名建筑工人日夜奋战，半年之内

就完成了6万平方米的建筑。同年10月全体学生及部分教职工即迁居新校，开始正常的学习

与工作。计划中的基本建设任务到1957年基本完成，竣工面积135 245平方米，修建道路

64 160平方米，完成投资3 560余万元。

1954年6月，武光被任命为北航第一任院长。同年，为适应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北航增

设飞机设备，航空材料两个系以及航空仪表与自动器、飞机电气设备、特种设备、金相热处理、

铸造、压力加工和焊接7个专业。
。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关于“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

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述和向科学进军的

号召，给全校师生以极大的鼓舞。院党委及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动员向科学进军，并成立科

学研究部统一规划、领导、组织全校科研工作，召开了北航第一届科学讨论会，出版《北京航空

学院学报》，由此北航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1956～1957年，根据我国12年科学规划的要求，北航在国内率先设立导弹类、管理类以

及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空气动力学等专业。增设了导弹设计、液体火箭发动机、空气动力学、无

线电设备、航空工程经济、仪表工艺等专业，成立了当时国内航空高等院校惟一的航空工程经

济系。这样就开始有了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根据我国航空工业实际需要自行设置的新专业，并成

立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及喷气发动机原理3个研究室。

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提高教学质量、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一时期党委明确提出

“为提高航空工程师的培养质量而奋斗”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广大学生和青年教职工认真贯彻

毛泽东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对全体教师和各级干部提出了负起全面培

养学生的责任，自觉地把教学和教育工作统一起来的要求，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加强对体育活

动的领导,it真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结合我国和北航的实际修订了教学计划，开

展教学法工作；倡导广大学生要树立“艰苦顽强、独立钻研”的学习态度，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

能力，组织多种多样的思想教育和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使这一时期学校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

量不断得到提高。

1958年，在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指引下，北航开展勤工俭学，提倡并实践教学与科研、

设计、生产的四结合，开展了航空型号研制工作。全校师生在100天内，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亲自

批准的“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的研制，同年9月24日试飞成功，并进行了京沪间2 500公里

的航线试飞；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北京二号”，于同年9月22日在东北白城

子靶场发射试验成功；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即在安2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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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了自行研制的无人驾驶控制系统，将该机改装成无人驾驶飞机，于同年9月25日试飞

成功，为我国无人驾驶飞机的发展开了先河。1958年9月28日至10月16日，在国防部举办

的。北京航空学院‘十一’献礼展览会”上，展出了上述成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

承、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等党政军领导110多人前往参观。周恩来总理作了指示，朱德等5

位元帅在参观时题了词。结合型号研制，教师理论联系实际地指导高年级学生真刀真枪进行毕

业设计，不仅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推动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也提高了学生

的培养质量，还出现了艰苦奋斗、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好风尚。同年，北航还成立了全国第一

个火箭系和航空无线电系。
‘

1958年新设立解算装置、火箭地面机械与发射装置专业。1959年又设立航空非金属材料、

腐蚀与表面保护、无线电导航、雷达、遥控遥测、航空原子能发动机设计等新专业，建立了火箭

发动机、导弹控制系统等研究室，连同前已建立的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喷气发动机原理

及陀螺仪研究室，形成了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的中心。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

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北航成为全国第一批16所重点高校之一。这是对北航

成立7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

1959～1960年还进行了运动机、高空高速靶机、单人飞行器、伊尔18型飞机无人驾驶控

制系统、中程导弹、冲压发动机等型号及各种国防新技术研究。与沈阳滑翔机厂共同设计制造

的我国第一架运动机于1960年试制成功。在高强度耐热钛合金及铝合金、液浮陀螺、银锌高能

电池、水银引电器、高温电阻丝、化学铣切工艺、电脉冲工艺等新材料、新元件、新工艺等研制上

也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超音速风洞、热应力实验、冲压发动机试车台、中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试

车台、动态模拟设备及高空实验室等多项重大实验设备。1960年增设航空核动力、航空工艺和

工程物理系，1961年又设立飞行器自动控制系。至此，北航已设立了10个系35个专业。

1961年以后，北航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高教60条”，压缩规模，修

订教学计划，减少学时，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整顿了教学秩序，对在前3年“教育革命”中

大搞群众运动，违反了教学工作中教师起主导作用的教育规律以及科研工作后期战线过长、计

划指标过高、速度要求过快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纠正。在专业上也作了调整，取消了核

动力系和工程物理系，专业数减为25个。调整工作取得了成效。这一阶段的室内爆炸成形工

艺、全晶体化多普勒导航雷达、28路遥测设备、0．02微米精度陀螺动平衡机、浮子式积分陀螺

仪等科研成果属国内首创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进行了高空高速靶机的研制和美制高空无

人驾驶照相侦察机残骸的分析等工作。研究室的设置经过调整后确定为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

力学、航空喷气发动机、陀螺仪表及惯性导航、无人驾驶飞机控制技术、液体火箭发动机、无线

电导航、自动控制技术、航空核动力及测试技术等10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当时在校的4 968名学生全部停课，学校

停止招生，广大干部、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教学、科研和学校各方面工作遭到全面破坏。1971年

开始招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到1976年共招收普通班学员

4 558名(学制3年)、进修班学员1 067名(学制1年)。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各门课程

起点低，又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违背学校教育的客观规律，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使得人

才培养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下降。广大教职工为维护教学科研正常秩序进行了各方面的斗争和

抵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坚持科学研究。相继开展了高空高速靶

机、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歼6飞行模拟器等型号研制并且承担了200多项的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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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率先在国内研制成功全金属蜂窝机翼胶接工艺及设备、X一6000吨橡皮囊成形液压机及

X一1200吨立式橡皮囊深压延液压成形机、无氰镀镉钛新工艺、700。C温度自补偿电阻应变片

及高温粘结剂、无侦5高空无人驾驶照相侦察机及其地面设备、涡喷11发动机等项目，在国内

处于领先地位。“文革”期间研制成功的很多项目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奖

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拨乱反正，北航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逐步转向正常，

出现了欣欣向荣、全面发展、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的景象。

1977年恢复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1978年又恢复研究生招生。1978年北航按6大类21

个专业组织本科生招生，它们是：飞行器设计类，含飞机设计、有翼导弹设计、飞行器高空设备

3个专业；航空工程数学力学类，含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航空结构力学与强度2个专业；航

空发动机设计类，含航空发动机设计、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2个专业；航空材料及机械制造工

程类，含航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航空非金属材料及成形工艺、金属腐蚀与防护、航空焊接、飞

行器制造工程5个专业；航空自动控制类，含航空陀螺仪表与惯性导航、航空仪表与传感器、航

空液压气压附件、航空电机电器、飞行器自动控制5个专业；航空电子及计算技术类，含遥控遥

测、电子计算机、雷达与导航、微波技术4个专业。

1978年7月成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11月恢复制造工程系的建制。

这一年制定了北航8年(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组建了无人机研究所，恢复

了空气动力学研究室，成立了发动机部件研究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北航的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根据中央提出

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精神，学校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开始

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肌体受到严重损害。为了摆脱多年来“左”的思想的束缚、影响和林

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毒害，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北航于1979年下半年集中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补课，从1980年至1983

年，又先后召开过7次100人左右的扩大的党委学习会、8次400人左右的基层干部学习会，

举办过200多人参加的经济理论读书班和有227人参加的《邓小平文选》读书班，组织了中央

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应努力办成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指示的学习和讨论，使党员干

部的思想逐步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对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增强了对党中央的信任、拥护和爱戴，保证了学校党组

织的团结一致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的贯彻执行。学习和讨论也为明确办学方向，即把

北航建设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以工为主，理工结合，重视管理的社会主义的重点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9年学院党委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贯彻执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

制，初步克服了党政不分的倾向，建立起院长办公会议和党委、教学科研、后勤三个方面的办公

会议制度，逐步加强了院行政领导的职能，以有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同年，设立了院学术委员会，围绕认真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总要求，修订了教学

计划，成立了第一、第二基础课部(1984年对外分别称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系和机械工程与电

气工程系)，开始试行学分制教学，对外语、高等数学课采取分班教学，提出外语教学4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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