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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共青团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志》，是在校(院)党委领导下，由校志编纂

委员会主持编纂。

二、本志记述的是中央团校自1948年9月建校至1997年12月31日期间的情况，

部分内容依据史实的实际时限略有前后延伸，大事记增加建校前的背景资料，领导体制

和组织机构中现职处以上干部的任命延至1998年6月底。

三、本志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叙史实，全书文字内容设有15篇63

章，照片、题词、总述在篇章前，大事记在篇章后，力求简要、系统地反映中央团校、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发展的全貌。

四、本志旨在记载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建立以来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的

历程，叙述内容详近略远，重事件、重特点、重教育规律的反映。历次政治运动本着从简

的原则，主要在大事记中记述，有关篇章中略记。

五、组织机构名称及其职责，按1997年的设置排出；过去发展中的机构变化，在机

构沿革和附录中从简反映。

六、本志的记述以文字为主，图表为辅。图表根据内容多数附于章、节后，少数附于

篇末。

七、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学校综合档案室的档案和处、系、室现有档案，部分

来源于有关人员的回忆。所用资料都建有资料卡片，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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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C，、 “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是共青团中

央直属的一所高等院校，承担普通高等教育和共青团在职干部培训双重任务。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团干部培训、全日制本科、第二学士学位、专科

续本科、专科、夜大、函大、联合办学培训在职硕士生等多种形式教育。在校生规模

2000人。1997年培训共青团在职干部2341人，其中团地市州盟委书记27人，团县委书

记54人，重点企业团委书记51人，3000人以上规模高校团委书记9r7人，省级团校教师

27人，地市级以上少年工作干部∞人，少数民族团干部107人，基层各级团干部1909

人。1997年底，校本部在校本科生、二学位生、续本科生1091人，其中思想教育专业230

人，社工专业204人，法律专业322人，经济管理专业241人，新闻专业94人；在校联合

办学在职硕士生147人；在校夜大学专科生437人，其中文秘专业45人，法律专业75

人，经济管理专业122人，行政管理专业24人，英语专业171人；在册函授大学的大专

生1531人，其中经济管理专业556人，行政管理专业325人，少儿教育专业407人，法律

专业94人，文秘专业149人。与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省团校(辽

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联合办学在校大专生300人。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设有青少年工作系、社会工作与管理系、法律系、经济

管理系、新闻与传播系、社会科学部、德育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外语教学研究中心等五

系一部二室一中心的本科教育机构和夜大函授部、轮训部等成人教育机构。设有青年

心理研究所、金融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青少年法学研究所等四个科研机构。在系、

部内还设有学科教研室26个。全校共设有教学、党、政、后勤和群众团体等处级或直属

科以上单位32个。

1997年底，全校共有教职工403人，其中教师139人。在教师中，教授13人、副教

授46人、讲师59人、助教2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1人；青年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

72．97％。非教师266人，其中，副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圆人，初级职称64人。离退

休教职工63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8人，讲师及其他中级职称15人。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园面积12公顷。现有建筑面积74600平方米，其

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18831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2280平方米，生活用房53489平方

米。运动场总面积19132平方米，图书馆藏书近40万册。学校建有电教中心、计算机

室、语音实验室、听力室、社会经济系统分析模拟实验室、多功能实验室、新闻教学暗室，

现有计算机205台，其中586型113台，还有一批教学用电视机、录像机、幻灯机、投影仪

等现代化教学设备。电化教学课程覆盖率达29．8％，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课程占

全院开设课程数3．3l％。基础实验课、专业基础课实验课、专业实验课开课率均达

100％。学校顺应高教改革趋势，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逐渐使学院发展成一所初

具规模和实力，具有现代管理和青年特色的高等院校。1997年国家拨给经费总额为

1426．2万元，其中教学经费1038万元；预算外收入853．3万元，是学院建校以来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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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最多的一年，有力地保证了学院各项建设的需要。

党中央历来重视建立青年干部学院和培养青年工作干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1932年12月，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少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创办

列宁团校，苏区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顾作霖、徐特立、陆定一等同志

亲临指导和讲课。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1935年11月，以西北青年救

国联合会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通称“安吴青

训班”，其目的是：在最短时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策知识，依据革命

的三民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1940年2月，在安吴青

训班的基础上又举办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系统地训练青年干部，巩固和扩大抗日救

国的青年运动。尽管在战争条件下，环境艰苦，办学条件十分困难，办学时间时断时续，

但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工作干部，同时也为以后正式建立

团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6年9月，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

议》，团组织在中断10年之后开始恢复试建，为培养建团骨干，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央青委)着手筹建团校。1948年9月，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当时党中央

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正式建立团校。

中央团校自1948年创办至今，五十年中，经历了六个发展时期：

(一)创建时期(1949年9月--1950年4月)

中央团校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的战争烽火中创建

的。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青委的全体同志和各解放区的青

年代表参加会议，刘少奇、朱德同志在会上讲话，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在《青年工作会

议结论》中指出：“中央工委指示青委要办大规模的讲习所，最迟半年后请晋冀鲁豫、山

东、晋绥、陕甘宁、晋察冀、鲁热辽等地都送学生来”。这实际上传达了中央对办团校的

要求。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对团校学员的条件提出：“一定要能够训练成具有新作风

的、确实是好的，不合格的退回不要，以立场坚定、成份好、不沾染坏作风的而富有朝气

的为主要对象。这些也就是将来团的骨干，是真正团的基础”。

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以后，中央青委从山东、河北、山西等老解放区抽调富有青年工

作经验的干部作为建校的领导骨干，同时着手制定团校的教育方针和计划。1948年6

月提出的团校教育计划草案中规定：“办团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青

年团干部，准备担任城乡的建团工作，以确立新式青年团的坚实基础”。同年9月，来自

各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和平津地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500多人，在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

北平山县参加团校第一期普通班学习。

第一期普通班的开办，正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期，为了培养具有新思想新

作风的建团干部，重点安排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课程，帮助学

员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对党和革命的信念，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还配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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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战争形势和建团需要，安排党的方针政策和团的业务学习。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

学校作指示、做报告。1948年9月，邓小平同志向全体学员做关于解放战争形势报告。

报告重点阐述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方针。

1948年10月，朱德同志来校做报告，勉励同学学习理论，随时准备随军北上南下，做好

接管工作和建团工作。1948年12月，团校准备举行纪念“一二·九”活动，周恩来对当时

团校领导说：“你们是青年的学校，就要有青年人的特点和作风，要活跃，越是紧张，越要

青年化。要学会做青年工作的方法，将来才能做好青年工作”。i2厅9日，周恩来、邓

颖超参加了中央团校纪念“一二·九”联欢晚会，看完文艺节目后，周恩来对学员们说：刚

才你们唱了《解放军进行曲》，唱到“向前，向前”，过去南方人到北方来，和北方人一起把

北方解放了，现在我们北方就应该去帮助南方，我们的责任是解放全中国。因此，我们

要向南、向南、再向南。

1948年底，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和学校工作人员接受参加接管平津工作的任务，

先徒步行军到河北良乡，暂息待命，随着平津的解放，先后进驻天津和北平，到工交、学

校、街道和郊区农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学习政治和文化，帮助建立基层政权，开

展建团工作。1949年5月，完成接管工作任务后，分批返回良乡，继续学习。

1949年8月，团校第二期普通班在良乡开学。lO月1日，第二期学员和学校工作

人员，从良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团校队伍被安排在天

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两侧，大家庄严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聆听毛泽东震撼世界的声

音，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

中央团校第一、二期普通班，共培训学员2000多人。这两期的毕业典礼都在北京

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出席毕业典礼，并接见全体学工人员。1949年7月4

日，在第一期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即席向学员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记住，做什么，要

有个目的，没有目的、前途，乱来是不行的。～你们学了唯物史观之后，就要懂得一步一

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朱德在讲话中，热

切希望学员们毕业以后，积极进行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工作，要用最大的力量进行生产

建设，还要为党培养千千万万的青年干部。1950年4月20日，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学

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献词，表达做好青年团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亲手接过献词。中

央领导对团干部的关怀，更加激发学员为做好建团工作和培养青年一代而献身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

中央团校在平山、良乡期间，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单独的校舍，学员和工作人员

分散居住在农民群众家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就在破庙的露天广场坐着砖头、小马扎上

课，在农民的炕头上开小组讨论会；没有餐厅，就在空地上席地就餐。1949年底，中央

团校迁入北京，校部和各班部分别设在市区东四一带的民用住宅，条件虽然比以前有所

改善，但仍存在许多困难，师生员工像战争年代一样，一律实行供给制待遇，半军事化管

理，过着艰苦的生活。穿的是统一的旧军装，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大锅菜。白天上

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严防敌人的破坏。艰苦的条件和严格的管理培养了学工人

员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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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规化、青年化建设时期(1950年5月一1956年12月)

从1950年夏到1956年底，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适应这种形

势，中央团校是边办学，边建设，逐步向正规化发展。这个时期教学的重点是突出对学

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教育，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

和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

1951年初，团中央书记处在团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团校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央

团校今后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主”。为此，中央团校进一步加强基本理论的教学，第

三、四期普通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实践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党

宣言》、《列宁主义基础》、《伟大的祖国》和《团的工作》等。第五期普通班的教学，在原有

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又开设党的建设课程。第六期普通班的教学，

重点是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理论的教育。胡耀邦为学员做了《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基本精神》的报告，杨尚昆做了《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

1954年夏，学校离开东城区散居的旧址，搬人西郊海淀区新校舍，即现在的校址。

迁入新校址后，较大地改善了教学、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学校在总结过去教学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吸取苏联团校经验，贯彻延安整风精神，提出向正规化、青年化发展的方针。

1955年，遵照团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具体化为“学习基本理

论，充实业务知识，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工作能力。”要把团干部培养成为具有共产主义

觉悟和一定理论水平，熟悉青年工作业务，活泼开朗，朝气蓬勃的人才。为此，学校从第

七期普通班开始，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共青团工作理论》四门课

程，并增设体育、音乐、舞蹈等教学内容，还举办多种专题知识讲座。在教学管理和教学

方法上也进行较大调整：缩小班的编制，实行小班授课，分小节上课的制度；把单科独进

教学改为双科或多科并进教学；把小组讨论为主调整为课堂讨论为主；改进考试制度和

考试方法，实行五分记分制和口试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把读书学习和参观、看影剧、进

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总结、检查制度。所有这些做法对帮助师生掌握理论

观点、开拓知识领域、活跃校内生活、增长工作技能，以及促进教学正规化都起到较好的

作用。

这一时期，共办七期普通班，三期少数民族班和宣传干部、土地改革等短训班，培训

学员5500多人。还组织学工人员参加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等重大政治

活动。

这一时期，为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学校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和教研室的建设。1951

年建立“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业务时事政策”、“语文史地”

共五个教研室。以后又调整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个教研室。1955

年对原有教研室扩大编制，增加教师，同时又增设马列主义教研室、团的工作教研室和

民族部语文教研组。从第七期普通班开始，“五室一组”承担全部课程的讲授和辅导任

务，这是教学建设上的重大变化。1956年初，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校党委提出向科学进

军，并以此为中心制定全校工作十二年规划纲要，其中对教师的培养和科研工作提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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