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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 

为了庆祝焦作工学院创办 90 周年暨重建 41 周年，

今年 3 月，学院决定编写《焦作工学院校史大事记~，

由学院史志编辑室、院长办公室合编。

焦作工学院经历了焦作路矿学堂、河南福中矿务学

校、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福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工学

院、国立焦作工学院、焦作煤矿学校、焦作矿业学院、

焦作工学院等办学阶段。其大事记的编写断限，从 1909

年 3 月焦作路矿学堂创办起，至 1999 年 10 月校庆前夕

止。

本大事记的编写原则，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力求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述焦作工学

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本大事记采用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未体相结合的方

法，按照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顺序编列;历史纪年，

按历史朝代、年号记述，清朝、民国均加注农历日期;

坚持一事一条，大事稍详，要事略简，既能反映事件广

度，又能反映事件深度的原则，基本上展现出焦作工学

院发展的史事脉络。

本大事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学院的档案、全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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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刊与校报发表的报道、《焦作工学院史) (1984 年)、

《焦作工学院的变迁> (1988 年)、《焦作矿业学院志》

(1994 年)、《焦作矿业学院一一焦作工学院校史(征求

意见稿)} (1997 年)以及学院大事记。

本大事记由薛世孝编写，王少安审定。附录由罗绍

河组织编写。

《焦作工学院校史大事记》的编写是一件艰巨的工

作，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和经验不足，加之资料有限，时

间仓促，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敬请学院历届领导、师生

员工、校友给以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

薛世孝

1999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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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工学院校史大事记

焦作工学院创办于 1909 年，它悬在清朝末年开展洋务运动，

兴办洋务学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由

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统治集团中出现了推行洋务运动的洋务派。他们主

张"办洋务"、"兴西学在全国建立一批近代军用企业和民用

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需要消耗大量煤炭，因而又出现了一批近代

煤矿。于是，焦作路矿学堂便应运而生了。

1894 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从而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开矿设厂等特权。 1897 年

3 月 17 日，英国福公司成立不久就贿买我清政府，并于 1898 年

6 月 21 日，在北京总理衙门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

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 <章程》规定英国福公司

"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 60 年的权利。随后，清光

绪皇帝批准了这个《章程》。在这个《章程》中第十三条规定:

"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由

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延请洋师教授，培养专门

人才，以备路矿因材选用，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后屡经交

涉，历经长达 11 年的谈判和斗争，英国福公司才同意开办焦作

路矿学堂。

焦作路矿学堂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兴起、发展的必

然产物。她的创办，标志着中国第一所矿业大学的诞生，开创了

中国煤炭高等教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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