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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事

为边接中民政法大学 50 周年校庆，我的组织编写了

这本《中国政法大学枝史〉。

从 1952 年的北京政法学院至今，中国政法大学已经

走过了 50 年的历程。 50 年来，中国政法大学与新中国

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见证了新中国法学教育乃至整个

法羁建设的起步、坎坷与振兴，也与全国的政法战线一

起遭受了不堪回首的磨难。

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政法大学为新中

国政法战线培养了大扯优秀的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并形成了鲜明的政法教育特色。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层民主法帝j 建设进程的推

进，中国政法大学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学校的

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有了模大提高，办学条件有了明显

改造，学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成为具有法学、哲

学、政治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几大学科门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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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复合型攻法专门人才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中哥政法大学取得的主军煌业绩是党和国家三代领导

集体亲切关邦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校邦生灵工凡十

年又在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学校历届校友在各自岗位上兢

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结果。在此，我幻向一直关心攻法

教育事止的领导和上级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句为中国

政法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的师生员工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并向关注母校建设发展的所有校友们表示

真诚的满意。

中茵政法大学有着尤荣的传统，在政法教育与改革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

模式 O 我们将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继往开来，开拓进

取，不断创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在新世纪

里继续草动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争取更大成绩，为社会

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解战存、

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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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立与成长

第一节 北京政法学院的刽立

中华人民共和昌成立，彻底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

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随着革命和政权性贵的转变，

革命根据煌的政法教育己扩大到全国，或为新中国政

法教育的方向。 1952 年，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族复和发

展中，教育部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

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黑"每大Z如有条件具

备时得单强设立一野政法院校"的原则，决定建立北

京政法学院 O

1952 年 8 丹 23 日，根据中央命令，由中央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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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及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政治系、法律系、社

会系等单位代表于振酷、刘昂、朱婴、严景耀、陈传

纲、夏吉生、程接鹤、费青、钱端升、戴铮、韩幽桐

等组成了北京政法学在筹备委员会 O 筹备委员会在 3

个月内举有了 4 次会议。 11 月 11 日，在筹委会第四

次会议上，宣告筹备工作完成，学院开学条件基本就

绪 O

为了加强党对学院的领导 1952 年 8 月，经请示

上级党组织，建立了北京政法学院搞时党组，作为学

皖筹备时期的党的临时领导机关 O 党组成员 3 人，分

别为戴铮、刘昂、欧阳本先，党组书运自戴铮同志担

任 O 词时，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模据上级捂示及筹委会决定，北京政法学皖由原

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治系，原清华大学政治系，原燕

京大学政治系大部分际生，原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社会

民政专业少数师生及原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行政人员组

成，并由华北行政委员会及华北人吴革命大学词来一

批老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 O 成立时，全校共有师生

员工 863 人，其中学生 766 人，包括原因校学生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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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京大学 190 人，清华大学 33 人，燕京大学 33

人，辅仁大学 25 人) ，招收二年据专修科新生 148

人，提干学员 331 人;教职工近 200 人，包捂由华北

人民革命大学谓来张子培、修恒生、高嚣、卢一翻等

20 人，原因校教师挝人(其中北京大学 28 人，包括

钱端升、费青、芮沫、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吴

之椿、黄觉非等教授 8 人，汪踵、杨翼，嚷、阴法鲁、

王利器等副教授 4 人，潘汉典、朱奇武、程镀鹤、金

德耀等讲师 5 人，罗典荣、张国华、余叔通、陈先

中、潘华告等助教 11 人;燕京大学 8 人，包括严景

耀、雷洁琼、张锡形、徐敦璋、陈芳兰等教授 5 人，

夏吉生等教师 3 人;清华大学曾炳均、桂汝揭副教授

等 9 人) ，原北京大学职员 46 人，工勤人员 82 人 O

学皖成立后，受高等教育部领导，同时受华北有

政委员会领导。 1954 年 9 月 中央正式明确了北京政

法学院的隶属，改为自司法部领导。

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钱端升先生担任学院苔

任院长，戴铮任代理副院长， :X1J 昂枉教务长，著名法

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费7号任学院副教务长 O

学院成立时的校蛙设在北京东城沙滩原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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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址 o 1953 年 2 月，北京政法学皖第五次在务会议讨

论了有关新校址的选择与建设问题，根据中央安排，

新校址选择在北京西立郊土域， ~p 后来的海淀区学院

路 41 号，班在的海淀区茜士域路 25 号。 1953 年 7 月

1 日，新校舍开始兴建 o 1953 年 12 月，新技舍初步建

成，部生陆续迁入 o 1954 年 1 月 26 S ，新校舍全部

竣工， 2 月 12 日，北京政法学院搬迁全部完成。

1952 年 11 月 12 日，全院却生一起学习和讨论了

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以民主的影式召开了第二次教

务会议。

11 月 13 司早晨，随着第二声上课钟声响过，北

京政法学院 1952 至 1953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原生开

始正式上课 O

1952 年 11 月 24 日，全院挥生举行北京政法学院

或立典礼。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克让，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张莫若、彭泽离，秘书长商希晋，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许德珩，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秀锋，最高人

民法院华北分院副皖长韩菌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

玉章，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等在搞大会。教育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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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伦部长、政法委员会彭泽民副主任在成立大会上讲

话，祝贺学院的成立，并对学院的建设与发黑提出了

殷切期望 O

当日，学院挂起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露毛主手东

同志为学院题写的"北京政法学院甘校匾，新中国法

学教育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O

1952 年，竟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 1953 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 5 年计划建设时期。 花

京政法学院创立的时候，正值中国发生在大变化的历

史时期 O 学院的创立，使新中国的政法干部和劳动人

民的子弟得到了接受高等法学教育的机会 O 根据新中

国法制建设的追切要求和政法哉线的需要，国家暂定

北京政法学院为干部学校，以培养司法、行政干部，

提高在职政法干部的业务水平为教学吕标 G

第二节 党政工离组织建设

一、党组织建设

1952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政法学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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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委员会成立，由王润同志捏任书记，张子培、郭迪

担任副书记，委员有:解润滋、欧 F日本完、涂继武 O

总支委员会受北京政法学院路时党组领导。当时，学

院有党员 332 人，其中教职工党员 47 人，学生党员

285 人，设立了 4 个党支部 o 1953 年 1 月，在时党组

书记戴铮同志调走，党组由武振声任书记， XtJ 昂任副

书记，党组成员有徐敬之、鲁直、王润、张亚民、修

恒生。

为了完善党的组织建设， 1953 年 4 月 5 B ，经北

京市委正式提准，成立了北京政法学在党委，书 ìê 王

润，副书记张子培、张重民，委员有亚岳、张文林、

郭迪、欧阳本先、武振声。党委受北京政法学院党组

领导。 1954 年 1 月、 2 丹、 9 月，党委又进行了三次

调整，书记为王润，副书记尊追，委员有欧陆本先、

武振声、张文林、李耀西、王绪之、张召南、崔衍

勤、赵吉贤、高柳域，其中王润、郭迪、李撞西、王

绪之、赵吉贤为常委 O

1955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1 B ，学院举行中共北
京政法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委两年来的工

作，通过了〈关于保证完成教学工作的决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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