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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以为产生瓦斯之用。然池中所积聚之废料，日积月累，听

其自然分化，久而久之，凡不能分化之物，沉淀凝结堆积池中，又

无适当之设备，+’可以随时使之溶解，或排除於池外．到至池中填

塞已满，变成废池矣．安有瓦斯产生之可能哉。本库则设置搅木，

由库外直达原料之底，可以随时用此木摇动库中原料，俾防沉淀“

凝结并助分化作用，而使气体源源发生，其有不能溶化分解之原

质等物，又可由横直两水库之暗盖，揭开取出之。大约每年清除

．一次便可。大凡工厂机器锅炉等用具，年终例须拆洗整理一次．此

。 种瓦斯库，亦不过每年清理过余之不能分解之物一次，实至简便
“， 易行．其效用即在使瓦斯继续产生，毫无障碍也：其内部横直两

水库j所贮藏之水，可依其水势之升降作用；使瓦斯继续升腾而
’ 便采集应用也。查前人所造之瓦斯库，内部极为简单，仅由池中

。原料积存之上，．用一长管直透池外，纯任气体自然流通收集应用．
。

若库内气体产生有障碍，．或气体减退时，’则不能流出应用。：或虽’。

流出些少，而不敷供给燃烧作用，绝对不能作炊薪点灯之用。故

j．，其效用，·直等于零。数十年来，瓦斯之产生方法，虽久已共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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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原名四川财经学院(1961至1978年曾改名成都

大学)，建立于1952年。．她是经过1952年和1953年两次全国高等

学校院系调整，合并西南地区的财经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经济系

科组建而成的。她的前身院校、系科有；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

华大学，成都会计专科学校、华西大学经济系、川北大学企业管理

系、贵州大学企业管理系、西南革大三处和财经系科，西南财政学

校、重庆大学商学院及法学院经济系、正阳法商学院、中国公学、

相辉文法学院，重庆财经学院、求精商学院、西南贸易专科学校．

西南财经大学建校已有40年历史．追溯历史渊源，她具有更

为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她的前身院校绝大多数建立于

新中国成立之前，不少的学校历史很悠久．她们虽带有半封建半

殖民地归中国教育的烙印，但也有着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丰富的办

学经验，其师生中有着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如光华大学创办

于1925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教会学校)的中国师生，因

校方压稍师生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愤而脱离圣约翰大学

创立的．又如中国公学创办于1905年，是我国留日学生鉴于日本

侮辱中国留学生，愤而回国创办的．再如重庆大学商学院创立于

1937年，首任院长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他不仅治学严谨，爱

学生如亲人，还带领师生进行反帝反蒋的斗争，对当时的抗日民

主运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在教学和管理方面．这些院校也有

继承祖国教育的好传统和吸收西方教育的好经验的一面，西南革

1





’_．．，o+·㈡西南财经大学概况‘二每?。‘
．。 一，t， ：o，√+}。·：-j， 一j’’j’●··‘：i。’

。

：
t，．。 ，

‘西南财经大学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一所综合性财经大学，

是全国师资力量强、办学规模大的财经院校之一。学校位予四川

省成都市光华村，临近文化名胜杜甫草堂。 ．

学校原名四川财经学院，是经1952年和1953年两次全国高等

学校院系调整：’合并了西南地区的财经院校和绝大多数综合性大

学的经济系科组建而成的。．
‘

、．

四川财经学院的前身院校，系科有·上海光华大学成都分

部、成华大学，成都会计专科学校，华西大学经济系，川北大学

企业管理系，贵州大学企业管理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三处和财

经系科、西南财政学校，重庆大学商学院和法学院经济系，正阳

法商学院、中国公学、相辉文法学院，重庆财经学院，求精商学

院、西南贸易专科学校。．学校的建校日为1952年lo月11日。

；经过两次院系调整，学校荟萃了西南地区财经学科的教授，

专家和学者，是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高等财经院校。全校

共有教师245人。其中教授50人，副教授28人，有我国马克思主

义早期传播者，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有知名教授杨佑之，李孝

同、刘洪康、归润章、吴世经、刘心铨、汤象龙、许廷星、梅远

谋，杨声等。在校学生有lloo余人。设有五个系五个专业；工业经

济系工业经济专业(1954年6月前称工厂管理系工厂管理专业)，

经济计划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统计系统计学专业，会计系会计

学专业，财政系财政学专业。学制四年(西南革大合并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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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三年)。学院初建时，由教育界名流，著名经济学家彭迪先

任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4月彭迪先调任四川大

学校长后，由四川省副省长张韶方(当时是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兼任院长，直到1962年。先后任副院长的有曾庶凡，叶兆

麒、张世昌，刘洪康、庄顷，卢昭。7 1953年10月学院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总支部委员会，1954年建立了党委会，均由叶兆麒任书

t记。先后任副书记的有卢昭，赵力。
“

根据上级决定，从1955年到1964年，学校的系和专业设置有

过较大的变动。1955年撤销了经济计划系和国民经济计划专业，

1956年增设了农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专业，同时，增设了工科三

个系和专业，即机械系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化工系糖品物工专

业，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57年撤销了工科，+三个专业

分别调整到重庆大学，成都工学院(现成都科技大学)和华南工

学院，1959年，增设了政治经济学专业；1960年，增设了科技专

业，设一，二，三系。财经部分一在原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基础上

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系，会计，统计二系合并为核算经济系，财政

系与贸易经济专业合并为财政贸易系。学校对外挂四川财经学院

和四川种学技术学院两个牌子，对内是一套机构，统一领导，待

条件成熟后分为两个学院，1961年，决定不再办科技学院，四川财

经学碗与四川科技学院合并，改名为成都大学，设五个系九个专

业；财经部分有计划经济系，设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会计学，

统计学四个专业，政治经济学系设政治经济学专业；理科部分设

物理，化学、数学力学三个系，有物理，化学、数学、力学四个

：专业，1963年，．计划经济系分为工业农业经济系和会计统计两个

系。1964年，理科部分调整到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

财经部分恢复为政治经济学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会计

系、统计系等五个系。-
“

t‘
-’。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学校从1955年至1959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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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门培训在职干部，举办了一年制专修科，1956年起又附设

夜大学特别班l 1964年举办了函授教育。1959年为四川省教育厅

举办了二年制政治教育专修科。 ．，一j

学校建立后≯规模不断扩大。在校生最多时达1900余入。到

1966年时，校园扩大到320．8亩，校舍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一

校园内绿树成荫j鸟语花香，流水淙淙，四季常青，是师生学

习、研究的好地方。图书馆藏书40多万册，中外文期刊500余种，

先后成立了备专业资料室。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外文编译室和

“货币陈列室"，建立了实验工厂，实验农场以及农业技术学、

工业技术学，商品学等实验室。学校很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设置了精干有力的政治工作机构，配备了较强的政治工作干

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工作，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财经学院建立．

了起来，并闻名全国。．， o。。j ‘j 、‘’卜t■‘．

十年动乱期间，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被迫停办，校舍被

占，所幸师资和办学骨千力量基本保存下来。，1978年4月，四川

财经学院得到恢复，由四川省领导。1980年4月改为中国人民银

行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1985年11月，学校

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张洪。王叔云，刘诗白先后任校(院)长。，

刘洪康、林云、高振荣，正千轩，+王叔云0刘诗白．’张寿宁i赵

东亚，庞皓t李达昌，张涌、+王裕国先后任副校(‘院)长。张

洪、王永锡先后任党委书记。赵力，·王捷：甘本佑，廖明铨先后。

．任党委副书记。现任名誉校长刘诗白，校长甘本佑，副校长赵东

亚‘庞皓、，王裕国。党委书记王永锡，党委副书记廖明铨。 ’j：

、复校以后，按照以金融学科为重点，其他各类财经专业相互

协调，互相渗透，综合发展的方向，做了大量工作，学校发展迅

速，变化深刻。：‘专业设置更加合理，办学层次；规格和形式增．

多；教学、科研及后勤服务等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办

学规模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一¨：‘．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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