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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是适应北京市情、多快好省地培养首都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人才的好形式，是首都人才培养结构中的重要层次。

它在北京职业技术教育中，发展历史长，办学基础好，积累了丰富的

办学经验，发挥了骨干作用。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中专教育界广大干部、教职员工，克服

起步晚、基础资料工作薄弱、人力经费不足等困难，同心协力，苦战

五年，搜集、出版了370万字的资料选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编写

北京普通中专教育志这一浩繁的工程，这是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

秋大业。

北京普通中专教育志，从构成北京普通中专教育的基本要素各个

方面，全面、翔实地叙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至1992年北京地

区普通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史实，是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完整、系统地保存和提供了北京普通中专教育的大

量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为我们研究北京职业技术教育，认识、管

理、发展北京中专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它从北京普通中专教

育曲折的发展历史中，为我们总结北京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律提供了各

个年代、各种经验教训的基本情况。它为我们对北京地区中专学校广

大师生员工进行国情、市情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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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乡土教材和基础资料，有利于加强普通中专学校的德育工

作。

列宁教导我们：“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

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

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

是怎样的’’。北京普通中专教育志的出版，为研究考察北京普通中专

教育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将对北京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起着“存

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是北京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历史中的一

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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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北京地区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志，凡北京地区全日制普

通中等专业学校(含国务院部属学校和北京市属学校)及与普通中等

专业技术教育事业有关的清朝实业学堂、民国职业学校、各个时期的

教育行政机关团体的事物，皆分门别类入志。中等师范学校、职业中

专学校和独立建制的成人中专学校均不含在内。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地、全面地记

述北京普通中专教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史实。

三、本志记述的时限，自1904年至1992年底，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为记述的重点。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照片、简介诸体，以志为

主，前置概述，人物简介列人物篇中，附录置各篇之后，图表列在章、

节之内，大事记和综合统计资料列卷尾，照片列卷首。

五、本志按构成北京中专教育的基本要素分类设篇、章、节。每

章设无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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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1153年金朝定都后，逐渐成为

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清朝末年创建实业教育，

京师亦首开风气，农、工、商各类实业学堂纷

纷兴起。民国期间，建立一些新的职业学校。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地区普通中等专业教育

(以下简称北京中专教育)随着首都政治、经

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蓬勃兴起，大起大落；调整提高，健康发

展；严重破坏，恢复重建；改革开放，茁壮成

长，逐步成为北京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它与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水

平基本适应，办学形式多样，行业配套，结构

合理，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基准和规章制

度，有一支热爱中专教育事业、素质较高的干

部师资队伍，有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办学条件

较好，教育质量较高，在北京职业技术教育中

发挥了骨干作用。43年来，向首都及全国各

地输送了232313名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能上

能下的中等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对首都及

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

首都建设不可缺少的中等专业人才培养基

地。它注意发挥地处首都的有利条件，努力加

强与全国各地、各系统中专教育界的联系与

协作，是全国中专教育系统中重要的、有影响

的组成部分。

1904,',-,1948年，北京中专教育的起源。

北京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历史较久，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洋务派于同治元年

(1862)在北京开办了京师同文馆，为中国第

一所官立的新式专业学堂。光绪二十八年

(1902)，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

制)，后未付诸实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1904年1月)，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

卯学制)，对实业教育作出了一系列明文规

定，并在全国推行，实业教育正式纳入官方学

制，中国开始有了新的实业教育制度。之后，

北京出现兴办实业学堂高潮。其中，先后建立

的道济高级护士职业学堂、仁光高级护士学

堂及京师初等工业学堂等，是新中国建立后

一些中专学校的前身。当时，京城内外，除学

部直辖的学堂外，一切公立、私立实业学堂，

统归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的京师督学局

立案、考查、节制。

1912年辛亥革命后，在爱国、反帝、反封

建思潮的推动，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振兴、

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实业

教育发展较快，学堂改称学校。1912年5月，

北京军阀政府教育部撤销京师督学局，改设

京师学务局。1922年，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

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以

职业教育制度取代实业教育制度。1 928年6

月，北京军阀政府倒台后，京师学务局改为北

平特别市教育局，1932年7月改由社会局设

一科接办北平教育事务。同年12月17日，国

民政府公布《职业学校法》。1935年6月2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职业学校规程》。日

本发动侵华战争后，1938年5月，日伪在北

平成立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北平特别市公

署教育局，向各校派进日本教员，并推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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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奴化教育政策。由于日伪反动统治政治

腐败，物价飞涨，职业学校纷纷停办。1940年

9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职业

学校法》，规定职业学校分为高级和初级两

．种。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实行三民主义、发展地方产业、完成国民经济

建设为目标，建立了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

学校等一批高级职业学校。对于职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等也都有较明确的

规定。这时期，一些私立的高级职业学校也陆

续举办，各高等职业学校归北平特别市教育

局管理。1946年9月，中共北平市市立高级

工业职业学校地下党支部成立。

这时期，由于国民党进行内战，物价失

控，教育经费支绌，而且现代工业不发达，科

学技术落后，社会对人才需求不旺，职业教育

步履维艰。1948年北平解放时，有公立高级

职业学校5所，私立高级职业学校11所。其

中，高级工业学校2所，高级商业学校1所，

高级农业学校1所，高级医事学校11所，高

级家事学校1所。共75个班，有在校生2078

人，专任教师164人。大多数学校教学无计

划，师资不固定，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社会

需要脱节，学校领导力量薄弱，经费困难，办

学条件十分简陋。

1949～1957年，北京中专教育制度建

立。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

府，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把北

京由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建设方

针，北京市百废具兴，社会及各生产部门急需

大量掌握专业知识、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基层

专业技术干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十

分重视中等技术教育，一方面，有计划、有步

骤地对旧教育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整顿

和提高工作：接管旧的公立高级职业学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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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有一定政治和业务能力的共产党员担任学

校领导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的领

导；对私立职业学校，进行调整、合并或停办；

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取消反动训导制度，

推行民主管理，开设革命政治课程。另一方

面，克服当时财政经济十分拮据的困难，根据

首都社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一

些新的中等技术学校。1950年，北京市文教

局增设中等技术教育股，管理中等技术学校

行政事务。1951年，中央决定将原有多科综

合陛职业学校按专业性质改为单种陛中等技

术(专业)学校后，北京中专教育开始确立按

同类专业设置学校、按专业培养人才的基本

格局。北京市文教局将国立、市立、私立职业

学校全部改为中等技术学校，并于1951年成

立中等技术教育科。1 952年，政务院颁布《关

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教育部

颁发《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各级中

等技术教育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之后，北京

市政府成立有各业务部门领导人参加的北京

市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中等

技术教育，由副市长吴晗任主任。这个时期，

北京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成为首都各条

战线的生力军和技术干部的重要来源。

1953年，我国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

计划，北京中专教育进入健康发展的重要时

期。中专教育事业的发展，被纳入北京城市建

设总体规划，与首都经济建设合理布局、同步

发展。为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并为第

二个五年计划进行必要的准备，北京市政府

拨款20亿元(旧人民币)大力扩建北京工业

学校，使之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中专学

校之一。中央各部门也在改造、发展旧的国立

高级职业学校同时，配合156项重点工程建

设，在北京建立一批中专学校。同时，中共北

京市委组织北京中专学校教职员工参加土地

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肃清暗藏反革命、抗美援朝、思

想改造和忠诚老实等政治运动，进行反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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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全面加强了北京中专

学校建设。

这个时期，北京中专学校全面学习苏联

办学经验，深入进行教育改革，逐步建立中专

教育制度。各校组织教师、干部参加各种讲习

班，听苏联专家讲课，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及苏

联各种教育论文。教学工作采用苏联模式：根

据社会需要设置专业，确立各专业的培养目

标；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制定各专业的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编译了一批教材；加强马

列主义教育·把政治课列入教学计划；建立完

整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教学报表。国务院

文教总顾问马列采夫、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

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顾问光拉斯诺杰等苏

联专家也分别到北京中专学校检查、指导。北

京电力学校、华北第—工业学校、华北第四工

业学校等，还分别聘请苏联专家讲课、指导学

校工作。由于学习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

中专教育的有益经验，系统引进苏联教育模

式，促进了北京中专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1954年，中共华北局为集中力量更有效

地办好中专教育，对所属地方中专学校进行

调整，北京财贸学校迁往外地，北京工业学校

的电机、化工等专业也进行了调整。北京市教

育局撤销了中等技术教育科。同年，政务院颁

发《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高教部

发布《中等专业学校章程》及一系列关于中专

学校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教师工作量、学科工作、教学工作、毕

业生分配和学校管理工作的原则、规定、条

例、办法。中央各部委也纷纷颁发本行业的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各种法令文件。北京各中

专学校，按照德、智、体的一致要求，结合本行

业的业务规范，确定本校专业的培养目标，按

本行业的需要及培养目标确定学制，严格按

照各中央部委制定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

作。并十分注意突出中专教育的特色：以专业

技术教育为重点，与文化教育并重；理论教学

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教学工作与社会需要

紧密联系。北京中专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

本框架初步形成。

1956年5月，为了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建

设服务，加强教育同生产实际的联系，全国中

专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根据“谁用干部谁办学

校”的原则，以业务部门办学为主要形式的各

类中专学校，均归中央各业务部门主管，中央

和地方办的学校分别由中央业务部门或省、

市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之后，北京中专教育

确立了基本管理体制，实行依靠中央与北京

市各级业务部门办学，由业务部门主管，中央

和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管理的制度，使

北京中专教育与社会及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在业务指导、干部、经费、专业师资、实习等方

面能够得到业务部门的有力支持，能够按用

人单位的要求培养人才。

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学校

教育工作座谈会后，中共北京市委采取各种

措施加强了对北京中专学校的领导。1956年

11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下达了《关

于在中学、小学、中专学校党的基层组织中实

施领导、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任务的

几点意见(草案)》。1956年底，中共北京市委

决定将北京中专学校党的工作划归高校党委

(后改为大学科学工作部)领导，各校共产党

的组织关系分别划归各中共区县委，由区县

委教育部门管理日常工作。这种领导方式，使

中专学校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共中央、市委

的方针政策，了解高等教育的经验，并加强了

各校的联系，对加强中专学校的建设取得明

显效果。市委还选派了一批干部充实、加强中

专学校的领导班子。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

府的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过问中专工作，副市

长贾庭三及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等先后

分别兼任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市土木建筑工

程学校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党和国家领导

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分别视察

北京一些中专学校或接见中专学生。中央部

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多次到所属中专学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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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导工作。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

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

斗争的通知》，北京中专学校开展反右派斗

争，有22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全部教职工

的2．4％。1958年开展“双反”(反浪费、反保

守)运动，在“教育大革命”中，开展向党交心

和拔白旗插红旗、教育方针大辩论、红专大辩

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

想、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

争。1959年，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

面红旗的学习运动，并结合教育工作实际，开

展大辩论、大批判。1960年，北京各中专学校

开展以改革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运

动，发动师生利用大字报揭发资产阶级教学

观点，教师自动检查，听取群众意见。“反右”

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政治运动中的“左”的做

法，对中专学校教职工的思想和学校各项工

作带来很坏的影响。1962年，按照中共中央

的统一部署，北京地区中专学校开展甄别工

作，对被错误批判、斗争、处分的教职工进行

平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这时期，北京中专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

明显改善，以为国家培养专业技术、管理干部

为特征的北京中专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中专

毕业生已成为北京市政府各部门技术干部与

管理干部的重要来源。

1958""1965年，北京中专教育经历了大

起大落、调整提高、健康发展的过程。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北

京中专学校开展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掀起

“教育大革命”、“教育大跃进”运动。6月5

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级党委、各

文教部门、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各乡、各
——4——

社，一齐动手，大办教育。9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多快

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并且确定了教育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7

工作方针。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北京中

专教育不顾客观条件，超过社会经济的需要

和承受能力，提出“办几个万人中专”，“县县

办卫校、县县办师范、县县办艺校”，“县办中

专、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口号，北京中专学

校盲目地高速发展。同时，在教学中，片面强

调政治教育、实践经验与体力劳动，忽视文化

基础知识与专业理论学习，不恰当地缩短学

制，大量增加政治课教学比重，大量增加生产

实习和劳动时间，把课堂搬到工厂、工地，提

出“以劳动为纲”、“以任务带教学一、“学生上

讲台”等口号，发动学生编写教学大纲，大办

工厂、农场、医院诊所，把一些单纯消耗型的

实习工厂变为部分生产型的加工厂，1958年

北京中专学校共办工厂94个。在大搞技术革

命的号召下，开展“科研大跃进”，大搞技术革

命、技术革新，中专学校师生自行设计、自己

制造小型飞机发动机、计算机、机床、水利设

备、教学仪器设备，自建家属宿舍，开展大炼

钢铁运动。各校大办民兵师，建立民兵师团，

学生按营连排编制，实行生活军事化。

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

议，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

提高，有重点的发展。之后，北京中专学校开

始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成

绩的基础上，努力纠正学校发展过快、政治活

动过多、劳动时间过长等违背教育规律韵做

法。1959年9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反

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北京中专教育又转入

持续的大发展。1960年上半年，北京中专学

校数达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高峰。到1960

年底，北京中专学校达90所，在校生49898

人，有8所条件较好的中专学校则升格为高

等学校。1961年6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及中央有关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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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匿、充实、提离”的

八字方针以及教育部三次全国学校调整工作

会议调整中专教育的精神，对北京中专学校

采取定(定发展规模)、缩(缩小发展规模)、并

(与谴校合并)、迁(全部或部分迁离j艺京)、停

(停办)等方式进行调整。1961年，北京中专

学校招生数比1960年减少59％。1961年5

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关于北京地

区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佟的报

告》，j艺京地医规模过小、设备简陋、区县办的

12所卫生类学校合并，37所中专学校撤销或

停止招生，5所中专学校部分或全部外迁。

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进～步

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篱职工麓报告》后，北寨中

专学校进一步调整。同年，北京中专学校精简

教职工1092人。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北京中

专教育开始恢复发展，至1963年，北京地区

保留中专学校40所，在校生29313人。同时，

各中专学校大力贯彻《教育部直藩高等学校

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调整

政治活动与教学业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的比例，稳定教学秩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努力提高教学羡量。经过调整、整顿、提高，二l乏

京中专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64年

1月，教育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

央指示和刘少奇讲话精神，确定逐步实行两

种教育裁度，提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

是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之后，北京市成立半

工半读、半农半读领导小组，北京市教育局成

立半工半读教育办公室。提出了北京市试办

半工半读学校的规划，并积极试办各种形式

酶半王半读学校。至1965年底，有22浙中专

学校在全校或在一个专业、一个班的范围内

进行半工半读或社来社去、不包分配的试点。

北京市建立了一大批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

校，有的蜃寒发展为全量裁中专学校。圊年，

北京市高等教育局(以下简称“高教局’’)成

立，中专教育划归高教局管理。
1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基本适应

首都建设需要的j艺寨审专教育体系已经形

成，39所中专学校的专业合理配套，既与首

都经济建设同步规划、合理布局，又与高等教

育按比例发展，形成专门人才培养的合理层

次。并积累了一定静办学经验，有比较完整的

规章制度，较好的办学条件，建立了一批骨干

中专学校。其中，北京卫生学校、北京无线电

工业学校等一批中专学校还承担为少数民族

代培学生，为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培养留

学生的任务。

四

1966---1976年，={乏寨中专教育遭到严重

破坏。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动

乱，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中专教育、半工半

读翘度技错误地作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

产阶级教育制度受到羝翔和否定。j艺寨中专

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各校文革委员会接

管了学校领导权，一批干部、教师被批斗、殴

打，关进“劳改队”，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两

派群众进行武斗，学校校舍、设备遭裂严重破

坏，甚至被纵火焚烧，中专学校局势混乱，中

专教育完全瘫痪。1967年1月，人民解放军

派遣干部进驻北京各中专学校进行军训，实

行“革命大联合”、‘‘斗、批、改修、“复谍阉革

命”，lo月，各校开始陆续复课。1968年8月

后，工人笔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中专学

校。

1968年底，按中央规定，各校的应届毕

篮生分嚣王{#，至此，=l艺京中专学校“文化大

革命”开始时的在校学生绝大部分离校，各中

专学校陆续停办或撤销。1969年，北京中专

学校在校生146人，是北京中专学校在校生

人数最少的年份。。文化犬革命”时絮，j艺京中

专教育遭到极大破坏，71．7％的中专学校被

撤销，65．7％的校舍(45万平方米)被外单位

占用，大批干部、教师被下放劳动或被遣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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