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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编纂

的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力求反映史实、体例完备、资

料详实、突出特点、图文并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编纂原则是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突出北京联合大学的发

展和办学特点。

三、本志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述自1978年北京联合大学前

身各分校建校至1992年的史实。下卷记述1993年至1997年的

史实。共计20年。

四、本志编目分篇、章、节。依学院分篇，依类分章。横排门

类，纵叙史实。

五、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源于档案材料和各部门工作记录，文

中均不注明出处。书中各种统计数字主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层

报表。

六、本志记述以文字为主配以图表，为阅读方便，图表随文，并

标明图表序号。校部篇第一组数字代表章号，第二组数字代表该

图表在该章中的序号；学院篇中第一组数字代表学院，第二组数字

代表章号，第三组数字代表图表在该章中的序号。

七、人物未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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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概况

北京联合大学是为适应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于1985年1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计划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北京市属普通高等学校，是一所包括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1992年设十三所学院：文理学院、文法学院、旅游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外国

语师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建材轻工学院、纺织工程学院、中医药

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航天工程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校部和所属学院分别位于北京市城区和近郊

区：校部和文法学院位于西城区丰盛胡同，文理学院位于海淀区土城北路，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位于

东城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外国语师范学院位于海淀区阜城路白堆子，旅游学院位于朝阳区小营，

自动化工程学院位于东城区黄化门，电子工程学院位于海淀区五道口，机械工程学院位于朝阳区自

家庄西里，建材轻工学院位于宣武区盆儿胡同，纺织工程学院位于朝阳区道家村，中医药学院位于

东城区安定门外蒋宅口，化学工程学院位于西城区前海东沿，航天工程学院位于丰台区东高地万源

路。

北京联合大学1992年十三所学院共设置本科专业58个，学制四～五年；专科专业31个，学制

二～三年。在校学生13168人。其中，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学生9023人，包括本科生7184人，专科

生1839人；成人高等教育学生4145人。全校现有教职工4077人，其中专职教师1604人，职工

2473人。教师中正副教授339人，讲师754人，助教357人，学校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类教师由建校

初期的3．8％上升到21％，全校获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者7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34人。

北京联合大学全校占地面积205929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185398平方米，各学院设有图书

馆和阅览室，总藏书量131万册。学校出版<北京联合大学学报>、<高教研究>、<旅游学刊>和校报

等。学校拥有130多个实验室，并建立了较完备的电化教育设施。学校设备资金总额由建校初期

的2000多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7739万元，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先

后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共计340万美元。

北京联合大学结合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教学成果：

1987年，有10项优秀教学成果获北京市级一、二等奖：1989年在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工作中有

19项优秀教学成果获北京市级奖和局级奖。北京联合大学于同年被评为全国教学奖励工作先进

学校，受到国家教委的表彰和奖励。

建校以来，北京联合大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相继建立了食品科学与营养学、应用数学与计算

科学、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材料工程、纺织技术经济、轻工技术、法学、经济学等研究所。完

成科研项目510项，其中，国家级课题36项，省(市)部级课题82项，所承担课题多是国家和北京市

急需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课题，共获得国家级奖4项，省(市)部级奖32项；获专利1l项，推广成

果67项；获经济效益约316万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水平，1990年在北京

市高等学校学报优秀编辑质量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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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的前身是1978年建立的大学分校。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为解决十年动乱造

成的人才奇缺和广大知识青年要求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挖掘地方财力物力，充分发挥北京地区高校

的优势和潜力，扩大招生规模，创办了36所大学分校。当年招生16136名，于1979年初开学。

1982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委、市政府陆续对大学分校进行调整合并，到1984年底，经规划调

整的大学分校还有17所。为进一步统一协调管理，1984年8月17日，北京市政府申请将大学分

校中的十二所组建成北京联合大学。1985年1月，教育部(85)教计字002号文件批准建立北京联

合大学。1985年3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5)38号文件(关于建立北京联合大学的通

知)指出：北京联合大学是一所市属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总规模近期为一万二干人。分

设下列十二所学院：文理学院(北京大学分校)；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文法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二分校)；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外国语师范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分

院)；旅游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清华大学分校)；电子工程学院(北京

邮电学院分院)；机械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一分校)；轻工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分院)；纺织工

程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分院)；中医药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分院)。各学院仍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其级

别和待遇不变。北京市政府同时决定：北京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职业大学机电学院以及

十所郊区大学分校一并纳入北京联合大学统一协调管理。

北京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职业大学机电学院分别设在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

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内，由这两所学院主办，属专科性质，收费走读．不包分配。1990年，

经北京市高等教育局批准，北京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职业大学机电学院以北京联合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专科的名义招生，毕业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

北京财贸学院门头沟分院、北京经济学院密云分院、北京钢铁学院延庆分院、北京师范学院顺

义分院、北京工业学院房山分院、北方交通大学昌平分校、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怀柔分院、北京工业大

学通县分校、北京邮电学院平谷分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大兴分院以及1985年9月成立的北京农业

大学昌平分校在管理体制上纳入北京联合大学。1988年3月，市政府将以上大学郊区分校划归北

京市高教局管理。‘

1985年2月11一12日，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大会在华都饭店召开。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北京市高教局的负责人，北京联合大学领导及所属十二所学院的院

长、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廖叔俊主持会议，市高教局副局长许德

贵宣读了国家教育部关于建立北京联合大学的批复，廖叔俊宣布了北京联合大学校级领导的任命

名单。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谭元望讲了话，并对<北京联合大学规划纲要>、q匕京联合大学组织纲要)

两个文件做了说明。+

1985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1985年4月15日，北京联合大学校部在北京中山公园正式开始办公，相继建立了校长办公

室、教务处、人事处、总务处、党委办公室、郊区分校处六个职能部门。1986年2月24日，校部迁至

海淀区花园北路花园春旅馆内，1990年12月16日又迁至西城区丰盛胡同13号文法学院院内办

公。 。

4’’

1985年5月，化学工程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分院)、电气化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分校)、航天

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第三分院)相继加入北京联合大学。

1986年9月，轻工工程学院院更名为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

1989年12月16日，北京联合大学电气化铁道学院撤销。 、’

1990年9月1日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入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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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一1992年底，北京联合大学下设十三所学院，即：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外国语师范学院、旅游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建材轻工学

院、纺织工程学院、中医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航天工程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后，为解决原有大学分校在创办初期对专业设置缺少统一规划的问题，1985

年根据北京市高等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和培养规划，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和有关领导部门的指导、帮

助下，在各学院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对各学院和本科专业设置进行了统一规划和调整，确定了

专业的设置、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将全校十五所学院的本科专业从89个调整为68个(含10个新

增专业)，布点78个，包括文、理、工、医、师范、财经、政法、外语等八个大类。本次专业调整的特点

是(1)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培养应用型人才；(2)尽可能拓宽专业面，逐步实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3)根据北京市建设的需要，增设急需的缺门和短线专业；(4)同其他市属院校在整体上配套。这次

专业调整初步改变了因大学分校的仓促创建造成的部分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专业种类偏多、口径

过窄、名称混乱等状况，增强了适用性。

在调整专业设置的基础上，全面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从1985年11月开始经过半年多

的辛勤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全面修订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工作。新的教学计划在培养模式和知识结

构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基本上体现了根据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指导

思想，并具有以下特点：(1)改变了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学科交叉综合，调整了知识结构；

(2)加强了基础，拓宽了专业面；(3)坚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突出能力的培养；(4)加强了实践性教

学环节。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减少了课内学时，四年制计划总学时一般从2700—2900学时减至

2500学时左右，五年制计划总学时从近4000学时减至3500学时左右。。

进行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执行新的教学计划后，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提

出新课题。北京联合大学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探讨和实践；(1)转变传统的只重视传授知识，忽视

能力培养的旧的教学思想；(2)改革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授课原则；(3)改革教学方

法。逐步改革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学生自己获取知识

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的能力。(4)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北京联合大学一直把教学方法研究作为教学改革

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下去，并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1990年7月，北京联合大学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1989]44号文件和北京市高教局京

高教研字(1989]第003号文件精神，在学院规划的基础上，制订了1(北京联合大学“八五”(1991—

1995年)发展规划要点>。(规划要点>在总结“七五”期间学校发展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八五”的规划的指导思想、学校发展规模、专业设置、办学条件及拟采取的措施。<规划要点>

提出，从北京联合大学的实际出发，“八五”期间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改革、主动适应

北京市四化建设需要，着重提高质量，在提高中继续打好基础做为学校工作的具体指导方针。强调

面向首都生产的第一线和其它实际工作培养第一线应用型人才，并提出以下发展措施：(1)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2)继续积极推进专业改造和学科建设。逐步解决校内的重复专业，大力提倡学院之

间合办专业，扶持重点学科，逐步形成学科特色；(3)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优先加强主干课；(4)加

强校内实验室及实践基地的建设，逐步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加强实践环节，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1990年lO月31日、12月6日，北京联合大学在文理学院召开教学工作会议，会议对联合大学

的办学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学校发展方

向，办出联大特色，更好地为首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1992年7月23日一25日，北京联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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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香山召开暑期研讨会。会议就北京联合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教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入研讨，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共识：(1)肯定了北京联合大

学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及其在北京市属高校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北京联合大学毕业生

在首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在各行各业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确定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

式办学和产、学、研相结合的新模式；(3)提出了联合大学应面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面向基层和生

产第一线，为首都经济建设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应用型人才；(4)在继

续办好本科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专科；(5)力争扩大联合大学和下属各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在专业设

置、教学计划、招生工作等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6)在加强学校整体建设，发挥整体优势的基础上

进行联合大学调整工作，以克服学院布点过多、专业重复、财力物力分散、办学效益低的弊端；(7)加

强联合大学校部的职能和作用，通过调整和深化改革使校部与学院间的关系进一步理顺。“香山会

议”是学校调整和改变办学模式，开始形成自己办学特色的一次重要会议。

1989—1992年期间，北京联合大学在产学合作、加强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大胆

的实践。机械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和纺织工程学院的试点工作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1992

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社会实践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和团中央的表彰。

第三节人才培养

北京联合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主动适应北京四化建设需要，坚持面向北京、面向基层、

面向生产第一线，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

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

1985年至1992年，北京联合大学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共招收本、专科学生22638人，成人高

等教育招生15831人(详见表1—1)，已成为北京市培养多种高级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从大学分校建立至1992年，联合大学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毕业生，他们中间人才

济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有的成为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如应用文理学院

八三届毕业生郑晓龙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机械工程学院八五届毕

业生、现任北京开关厂副厂长黄平曾获得“第四届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称号。纺织工程学院八五

届毕业生黄渊连续两年获北京市工业企业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中医药学院八三届毕业生、现任交通部北京交通医院中医科主任、主治医师叶明被共青团北京市委

命名为“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荣获团市委颁发的“五·四”奖章。建材轻工学院A．--届毕业生齐智

平在数控技术研究方面成绩突出，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

学位获得者”，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二等奖。化学工程学院八三届毕业生、现任该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唐小恒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高校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等；有的已经走领

导岗位，如：应用文理学院八三届毕业生、现任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电子工程学院A--届毕业生、

现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夏强，电子工程学院A--届毕业生、北京电信局局长刘博，中医

药学院首届毕业生王莒生、谢阳谷均现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机械工程学院八七届毕业生、现任

北京人民机械厂一分厂副总工程师张海泉，化学工程学院八九届毕业生、现任北京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孙绍刚，纺织工程学院九一届毕业生、上海证券大厦总经理李福闰等等；更多的则是兢兢

业业地在各行各业奉献着光和热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北京联合大学正在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高教

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努力把北京联合大学建设成一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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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京，适应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实行本、专科教育并举多学科综合的有自己特色的新

型地方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历届本科生、专科生和成人教育生人数统计表

表1—1 单位：人

＼ 学院
＼类别 本科生 专科生 成人高等教育

＼
数量

年度＼招生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数 招生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效 招生数 毕业生数 在校生数 (所)

1985拒 2523 1186 9016 1097 665 1922 1401 1401 15

1986正 2017 1795 9112 703 574 2015 1092 2556 14

1987定 2531 2208 8467 578 993 1543 2550 5685 14

1988经 2418 1986 863I 622 840 718 3179 1092 7371 13

1989捏 1885 2355 8892 460 559 1316 2930 1100 8297 13

1990整 1856 1590 7949 712 490 1276 1774 1931 5813 14

1991氲 1779 2172 7438 721 344 1619 1243 1687 5320 13

1992钲 1870 2044 7184 866 358 1839 1505 2276 4145 13

—8一



第二章领导体制与组织机构

．
． 第一节领导体制．
． 弟一节钡寻侨制

一、领导体制 、

1985—1992年，北京联合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北京联合大学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保证党

的方针、政策和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行政工作由校长负责，副校长协助校长

工作。1992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京组干(1992)184号文件批准组建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常

委会，并任命了北京联合大学党委正副书记、党委常委。

二、领导体制沿革：

1、北京联合大学领导体制的建立： 一

1985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建立北京联合大学。1985年2月4日，中共北

京市委组织部发布任命通知，决定谭元望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1985年2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作部发布任命。决定李恩元、陈锡章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张玉茹、胡静萍任北京联合大学

党委副书记；李渭任总务长；刘季稔任教务长。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和“中

国共产党北京联合大学委员会办公室”印章，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建立。

1985年2月11、12日，市委教育工作部、市高教局在华都饭店召开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工作会

议，会后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市高教局联合发出(dE京联合大学工作会议纪要>，该文件明确指出：“联

合大学不是一个二级管理机构，也不是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市高等教育局的派出机构，同其他市属大

学一样，是一所大学。其党的工作由市委教育工作部归口指导和管理，业务行政工作由市高等教育

局归口指导和管理”。

2、北京联合大学领导体制沿革：

1985年，<北京联合大学组织纲要>中指出；“北京联合大学是一所市属大学，组成联合大学的

十二所分校，分别成为联合大学的十二所学院，而联合大学则是建立在各学院基础上的一所多学科

的综合大学。这所大学与其他市属大学相同，其党的工作和业务行政工作分别由市委教育工作部

和市高等教育局归口管理。联合大学十二所学院均为相对独立的实体，仍属局一级单位，原有的待

遇不变。学院正、副院长和党委正、副书记仍按市委关于干部管理的规定由市委教育工作部任免。

十二所学院的党的工作和业务行政工作，由联大负责统一协调管理。联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由市

委任免，副校长、副书记、教务长、总务长由市委教育工作部任免。联大实行校长负责制，各学院逐

步实行院长负责制。校、院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工作会议纪要>中也指出：“市

委、市人民政府或市委教育工作部、市高教局召开会议研究问题、部署工作时，校、院负责同志一起

参加，下达文件同时发给校和院”。北京联合大学校部是学校的办事机构，对所属各学院进行宏观

指导和组织协调。各学院均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 ．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1987年9月lo日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87年10月31日发文任命李恩

元为北京联合大学校长。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1990年9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90年12月发文

任命李煌果兼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

‘。

市委教育工委1991年3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91年5月发文任命姜成坛为北京联合大学副

校长。

市委教育工委1991年9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91年11月发文任命袁林为北京联合大学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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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兼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免去其北京联合大学建材轻工学院副院长职务。

市委教育工委1991年9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91年11月发文免去陈锡章北京联合大学副

校长职务。 。

市委教育工委1992年9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发文任命吉多智为北京联合大学

副校长兼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

各大学分校成立初期均设立党政合一的领导小组，后来相继成立了党委。1985年，北京联合

大学成立后，自动化工程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为院长负责制的试点学院。北京

联合大学的其他各学院均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北京联合大学建校后，校党委由两位副书记代表党委在市委教育工作部的直接领导下执行校

党委的职责，领导党委办公室开展工作。

1992年3月6日，市委教育工委向市委组织部报送了(关于健全北京联合大学党委的请示)，

市委组织部1992年5月19日批复同意健全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党委。1992年11月12日市委组织

部京组干[1992]184号通知：“经研究决定，组建中共北京联合大学常委会，张玉茹同志任中共北京

联合大学党委书记；胡静萍同志任副书记；李煌果、姜成坛、袁林、李月光、熊家华同志任党委常委”。

1992年11月28日市委教育工委召开北京联合大学校部及所属文理学院、文法学院、职业技术师

范学院、外国语师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建材轻工学院、纺织工程学院等八所学

院的党委书记会议，宣布正式建立北京联合大学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北京联合大学的领导体制

与职能从此进入了一个健全发展的阶段。自1992年12月11日起，上述北京联合大学的八所学院

的党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各学院正、副局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任免和管理仍由

市委教育工委负责。机械工程学院、旅游学院、中医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航天工程学院的党组织

关系归各业务主管局。

三、隶属关系
’

l、党的领导隶属关系： 一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受市委教育工委直接领导。’

2、行政领导隶属关系： 。

北京联合大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行政业务受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归口指导和管理。

。 四、北京联合大学的管理体制：

北京联合大学是由十三所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宏观上是一个整体，负责统一规划和协调管

理十三所学院共性的工作。各学院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有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北京联合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北京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校

党政领导及各学院院长组成。凡属学校教育改革、教学、科研工作、学院建设的重要问题以及人事、

财务等项指标的分配，均提交校务委员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再经校长决定发布执行或报经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执行。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的任务是对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法令在全校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

督，并受市委委托，负责所属各学院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

为了更好地实行校长负责制，做到既校长全面负责。又注意发挥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并依靠

集体智慧，实行民主决策，北京联合大学建立了有关会议制度：

l、党委常委会：由校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常委参加，研究决定北京联合大学党政工作的重大问

题。

2、校长书记联席会：由校长主持、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参加，研究决定全校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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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和校部建设的各项日常工作。 ．

‘

‘一
‘

3、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在校长主持下审议全校

性重大问题。协调各学院的工作。

4、校长办公会：由校长主持，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校部各处室负责参加，党委有关人员出

席．研究决定行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 。

北京联合大学实施会议制度的同时，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教育改革、教师职务评定、学生

和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均由党政密切配合一起抓；校部中层干部的任免由党政联合考查。分头

任免；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培训等都是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进行。

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后，根据1985年3月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市高教局联合下发的<北京联合大

学工作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对所属各学院的管理主要有如下形式；一、行政工作由市高教局主管

且党的关系在市委教育工委的学院有八所，即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

师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建材轻工学院和纺织工程学院(1987年6月以后)；二、

行政工作由市高教局和业务部门双管且党的关系在业务部门的学院有四所，即化学工程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旅游学院、中医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校部对所属各学院的管理主要是负责教育改革和

有关的行政工作，诸如专业设置、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工作、职称评审工作、招生工作、学士学位授

予和毕业证书的发放、干部培训、教职工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

1992年9月16日，北京市市属高校布局调整方案公布。该方案对北京联合大学的调整规划

是：“将北京联合大学的自动化工程、电子工程、机械工程、建材轻工、纺织工程学院合并，成立北京

联合大学工学院；将北京联合大学的文法学院和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要把

联合大学办成一所适合本市中小企业需要，应用性强，以大专层次为主的学校。联大化工学院、旅

游学院分别由市化工集团总公司和市旅游局办学，挂靠在北京联大。钢院分院暂时挂靠在北京联

大”。外国语师范学院并入北京师范学院。调整方案对加快北京联合大学向实体转变，加快北京联

合大学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

一、校级党政领导(表2——ll

第二节组织机构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分管工作

谭元望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1985．2—1987，10 主管全面工作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1987．10—1990．1l 主管全面工作
李恩元

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 1985．2—1987．10 主管教学、科研工作

主管人事、财务、
陈锡章 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 1985．2—1991．11

总务工作

李煌果 校长(兼) 1990．12—1994．3 主管全面工作

主管教学、外事、
姜成坛 副校长 1991．5一

科研、办公室工作

主管总务、基建、
袁林 副校长 1991．11一

财务、人事工作

主管职业技术师范
吉多智 ，副校长 1992．10一

学院工作

党委书记 1992．11—
张玉茹 主管全面工作

党委副书记 1985．2—1992．1l

胡静萍 党委副书记 1985．2一 主管组织、纪检工作

’

’一11—



二、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系统图：

l、1985年

2、1990年

3、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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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大学校部直属企业

1、北京联合大学木制家具厂：

北京联合大学木制家具厂始建于1985年10月，占地六亩，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三个车

间，职工60余人(包括临时工)。厂址在朝阳区十八里周庄，该厂主要生产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

教室、宿舍、食堂等所需的专用木制品以及行政办公各个档次的家具。该厂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北京联合大学海淀兴达科技开发部：

1989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兴达科技开发部”成立，该企业属全民所有制性质，地点在海淀区

花园北路花园春旅馆内，经营范围：以科技开发为主，技工贸结合；经营方式：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同年12月经北京市高教局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撤销。

第三节各类主要委员会和领导小组

一、北京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

1985年7月1日，为了加强领导，统一协调各学院的工作，北京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经中共北

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北京市高教局批准设立。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主持下，讨论研究学校的规划、

建设、改革等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协调各学院的工作。凡属学校的教育改革、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学院建设等重要问题以及人事、财务等项指标的分配，均提交校务委员会充分讨论和审

议，再经校长决定发布执行或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执行。校务委员会由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副校

长、党委书记、副书记、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共22人组成。

二、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

1985年6月25日，经北京市高教局批准，北京联合大学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委员会是校长

领导下的学术性的评议咨询和工作机构，同时也是职称评审和学位评定的工作机构，行使职称评审

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校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第一，对学校的事业规划、专业设置、教

学计划、科研方向、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重大事项，向校长提出评议性意见；第二．接受校长

的委托，对讲师以上职称的提升，根据国务院规定的提升条件进行业务上的审查，并做出评定，经校

长批准后，上报备案或审批；第三，审核各学院学术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的名单，评定通过学位获得

者名单；第四，对科研成果进行必要的评定；第五，审议学报编辑出版的方针；第六，组织全校性学术

报告会，组织和推动跨学院的学术活动；第七，完成校长委托的其他任务。

校学术委员会由各学院部分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院长、副院长共18人组成，设主任一

人，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一人。经常性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执行。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李恩元任校

学术委员会主任，文法学院院长许崇德、文理学院院长李椿任副主任，并特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原北航分院院长张锡圣任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陈锡章任秘书长，各学院均设立院学术

委员会。 ；

三、北京联合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1985年6月，根据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共同颁发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

定)(试行草案)，在各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北京联合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北京

联大体委)。北京联大体委的主要任务是在校长领导下，统一组织和协调全校体育工作。即：制定

学校体育工作计划和有关的规章制度；指导各学院体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大力开展以“达标”为中心的群众体育活动；统一规划学校各运动队的布点和训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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