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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志》在编者的辛勤劳作之下，在许多同志的关怀支持之

下，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校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全书翔实地记录了我校自

建校以来的历史和现状，它是我校几代人建校和创业历史的写照，它圆了我校广

大师生员工和校友们多年追逐的一个梦。

志书记载了我校开创者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和业绩，也记载了四十多年来我

校建设发展过程中风雨沧桑且又光彩夺目的路程，还记载了我校由一所名不见经

传的专科性学校发展成为在国内外已颇有影响的大学的历程。由于学校几经变

迁，给编写志书带来了许多困难，编修人员不辞劳苦，从浩繁芜杂的文书档案和文

件资料之中，摭拾核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芟繁补略，整齐条贯，记录了学校初

创、建设、发展、改革、创新各个阶段，以及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发展学科、对外学

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出了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进取、求实创新、争

创一流的精神风貌和高尚情操。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生动的教科书。

我校的发展与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政府为了培养崭新一代

的外贸工作者，创建了我们这所学校。祖国的开放政策，为我们这所学校的发展提

供了前提和机遇；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们这所学校的壮大提供了物质保证；

外经贸体制改革，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可以相信，我们今后

的发展会更快。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经贸教育的历史虽只短短四十余年，但它历经

风霜，几经考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迎来了当今盛世。今天，我

们的桃李满天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经贸教育，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题词，对我校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荣毅仁副主席、李岚清副总理不断给

我们以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这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和鼓舞。我们前面的路还很

长。编写志书，藉以察往知来，可以起到“存史、资治、教育”的作用，让今后一代又

一代的后来者了解过去，掌握现在，去更好地筹划未来。激励我们的青年学生学习

前辈，继承优良传统，把自己培养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又一代的祖国

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时轮飞转，再过几年，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中国将与世界市场更进

一步地融合。经贸大学面临着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任。我们肩上的担子艰巨又光

荣，我们的面前任重而道远。与已往一样，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笔直，“到此已



穷千里目，一山放过一山拦"。但是，我们也会与已往一样，不!比已往更加充满信

心，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璀璨的业绩，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的幸福安康，

培养出一代胜过一代的经贸人才。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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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领导体制，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党委对学校实行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

作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工作中注意加强

党的统一领导，实行党政分工，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建立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为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工作

能力强的教职工队伍；为培养大批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对外经济贸易专门人才而共同努力。

本篇编录了建校40年来学校与上级领导的隶属关系；学校各阶段校级领导的分工情况；

学校管理体制与管理组织机构以及各种校级专门委员会的建立情况。

第一章领导管理体制

学校与上级的隶属关系与领导管理体制，主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节高级商业干部学校与北京

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时期

1951—1954年，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和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在中央贸易部与中央教育部双重

领导下，实行校长负责制，在校长领导下设校务委员会。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召开全国贸易人事会议，决定于1951年成立培养商

业干部的高等学校。

1951年1月，中央贸易部指派郭超、陈涛、李寿彭、刘素心、许宏民等5人组织筹备委员

会。郭超为主任委员，陈涛为副主任委员。旋即设立筹备处，陈涛任筹备处主任，进行筹备工作。

学校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

1951年11月，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校长李秋野到任，相继成立校务委员会。原筹备委员会

及筹备处撤销。党的机构设中共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总支部委员会。

1952年3月，根据政务院政务会议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在中

央贸易部和中央教育部领导下实行校长负责制，在校长领导下设校务委员会。

1952年下半年，中央贸易部撤销，学校划归对外贸易部领导；同年11月，中央高等教育部

成立，学校乃由中央对外贸易部和中央高等教育部双重领导。

1953年1月，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更名北京对外贸易专

科学校。同时，中央财经学院对外贸易教研室教师全部并入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

1953年10月，根据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成

为中央高等教育部委托对外贸易部领导管理的高等学校。



第二节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建院

初期实行院长负责制

1954—1958年，在对外贸易部领导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

1954年1月，根据《全国高等财经学院1954年院系和专业的调整和设置计划》，中央高等

教育部决定，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对外贸易专业与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合并，以北京对外贸

易专科学校为基础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根据该计划，上海财经学院对外贸易专业停办，教

师调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1954年4月，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11人，主任委员由对外贸易部副

部长解学恭担任，副主任委员为李秋野(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校长)、马乃庶(中国人民大学

贸易系主任)。同时，抽调人员组成秘书组、教务组和校务组进行筹备工作。随即起草《北京对

外贸易学院方针任务的意见》、《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织系统表》等材料上报高等教育部和对外

贸易部。同时制定《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织规程》。规程内容包括：

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为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委托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管理之

学校。

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学方针为“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

合”。学院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制度等，均应根据此方针制订实施。

三、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学生培养目标为具备政治、业务、语言之全面的对外贸易人才。具体

标准是：政治坚定可靠而能派遣出国工作；了解对外贸易基本政策与业务知识；通晓并能初步

运用一种外国语文。

四、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设院务委员会。

1954年7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通知，“兹经政务院批准：以北京对外贸易专

科学校为基础，合并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对外贸易专业，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即希分别进

行调整”。

1954年8月25日，对外贸易部批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正式成立，印信即日启用。原北京

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校名撤销。同时宣布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筹备委员会即行撤销。

1954年9月1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正式开学。

1954年9月8日，对外贸易部批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设中国共产党核心小组。党的核心

小组下设学院党总支部和对外贸易经济系分总支部。

1956年5月，中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

对外贸易学院委员会。
。

1958年7月，中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党委书记李秋野代表党委会

作两年来党的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崔哲代表监委会作两年来党的监察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

生中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第二届委员会。



第三节院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

1959—1961年，在对外贸易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双重领导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实行党委

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党的教

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

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

应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
，

i

1959年3月，经上级决定，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党的关系转属中共北京市委员会领导，遂在

对外贸易部和北京市市委双重领导下实行院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经学院行政会

议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31人。主席：李秋野，副主席：

马乃庶、王晓楼。随即召开院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院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明确院务委

员会是在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权力机构，院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院务委员会决议由院长贯彻

执行，院长向院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
，

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北京对外贸易

学院被列为新增加的44所重点院校之一。

．1961年4月，中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提出

了以后的工作目标。

第四节院党委领导下以院长为首的

院务委员会负责制

1962年一“文化大革命”，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对外贸易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下实行院

党委领导下以院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

十条》)，中共中央批示指出，‘‘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

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一⋯⋯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权力应该集中在学校党委员会一级，不应该分散。系的

党总支委员会保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

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自1962年起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

院务委员会负责制。进一步建立或健全了有关管理体制方面的规章制度。

1962年7月，中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召升第四届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党委会，

委员21人。 ：，

1964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

作机构试点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学校党的组织仍然由地方党委领导。要求高等学校迅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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