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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院是北京市属的一所普通高等工业学校，始建

于1936年。学院谨守“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

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学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建

设类学科齐全的高等工科院校，2002年被北京市确定为城市

规划、建设与管理高级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11月学院通过

了国家教育部高等工业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 学院共

有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和2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建

筑设计及其理论为北京市级重点学科，供热供燃气通风与空

调工程、市政工程为北京市级重点建设学科；供热供燃气通

风与空调工程实验室为北京市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学院面

向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经营培养掌握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技能

与方法，具有较强科学研究、设计、管理能力和富有创新精

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占

地13.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5千余万元。学院设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多媒体网络教室

、外语视听教室和计算机室。学院图书馆藏书46万余册，中

外期刊千种，并设有电子阅览室、视听室和可容纳千人的图

书阅览室。学院建有千兆以太网，为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提供了现代化教育的技术平台。学院体育设施完善，建有塑

胶跑道和人造草皮等标准田径场和足球场，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运动和健身场所。学院校园内环境优雅，花草遍布，绿树



成荫，具有良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学院毗邻北京中关村新

技术开发区，附近有北京图书馆以及众多的科研院所，学术

氛围良好，交通便利，为学生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 学院现设有九系三部一中心等教学单位，

即：建筑系、土木工程系、测绘工程系、城市建设工程系、

机电工程系、管理工程系、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人文社会科学系，基础课部、外语部、体育部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学院另设有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

交流与合作学院和城市研究所。 学院各学科均具有一批学术

造诣深厚、治学严谨、实践经验丰富，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

响的学术骨干。各学科现教授、副教授近300人，享受国家特

殊津贴的24人，博士后、博士40余人。同时，学院利用自身

的地域优势，分别在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单位聘任兼职导

师45人。 学院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努力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为适应首都城乡基本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求，积极开

展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强化工程师基

本技能的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和创新意识。学生多次在国际及建设部、北京市等组织

的学科和专业竞赛中获奖。几年来，我院学生多次在全国大

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并在1999年第20届UIA国际大学生

建筑设计竞赛中，从56个国家和地区的446个方案中评选出

的20个获奖方案中，我院学生的设计方案取得了第二名（亚

太地区第一名）。 学院积极开展各种学术、科研和工程实践

活动。“九五”以来学院承担各类科研课题500余项，取得良

好的科研成果。其中，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40

多项。目前学院设有城市研究所，各系设有古建筑研究所、



人居环境研究所、结构工程研究所、建筑环境与设备研究所

、机电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并有建筑设计研究

院（具有甲级资质）、京精大房工程监理公司（具有甲级资

质）、远大建筑工程咨询公司等“产、学、研”相结合的经

济实体。学院编辑出版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建

筑高教研究》等学术刊物。 学院在抓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先后聘请了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著名

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任学院客座教

授。同时积极拓展对外合作，先后同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俄

罗斯莫斯科建筑大学、荷兰代尔夫特大学、法国佩雷学院等

建立了校际联系，在校内建有中法能源培训中心。十多年来

，先后选派教师230多人次到2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访问

、进修和参加学术会议，广泛开展国际教育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院与首都城市建设相结合，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开发新

技术、新设备，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建

设，提高学院的教学及科研水平，学院在建筑学等学科领域

聘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我院工作，包括原建设部副部长

、建筑规划专家、两院院士周干峙教授，摄影测量与遥感学

家、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李德仁教授和市政工程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李圭白教授等。 按照学院“十

五”发展计划，学院将在增加学科门类的基础上，适当外延

，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逐步形成以城市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建设与管理为服务

对象、以城市学为主干学科的多科型大学。 二、学科（专业

）介绍 1.建筑历史与理论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坚实的理



论基础和主流知识，了解学科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动态

；具有从事中等复杂程度实际工程的建筑设计能力；具有扎

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基础与外文文献基础；具有从事建筑史学

研究的论文功底；具有文物建筑保护设计能力；具有计算机

辅助设计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所在的建筑系在国

内有较好的知名度。建筑系的建筑学专业于1996年首次通过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以后在2000年、2004年

又两次顺利通过复评。建筑系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和良好的学

科梯队，并形成较强的办学特色。系内拥有大量国内外专业

图书、期刊和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及先进的建筑物理、建筑模

型实验室。在此学习期间，学生能够体验到高等学府浓郁的

治学氛围，汲取丰富的专业知识。建筑系与德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建筑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每

年与相关院校进行教师和研究生的设计交流、定期的学术讲

座。在这里学习可以最快的了解国内外建筑发展动态和最新

的学界信息。 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建筑史、外国建

筑史、历史性城市与建筑保护、地域建筑研究。现有导师6人

，其中有建设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研究单位的兼

职导师2人。该学科的导师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

级的科研项目，如北京旧城保护规划研究、长江三峡库区文

物保护研究、大型古文化遗址保护规划研究等，为研究生的

学习提供很好的研究与发展空间。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最新学科研究成果

动态；具备扎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基础与外文文献基础；具有

从事建筑史学研究的论文功底；具有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文



物保护设计能力；具有熟练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2.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该学科所在建筑系，在国内有较好的知

名度。建筑系拥有大量国内外专业图书、期刊和良好的教学

环境以及先进的建筑科学实验室和试验设备。学生在此学习

期间，能够体验到高等学府浓郁的治学氛围，能够汲取丰富

的专业知识。建筑系与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建

筑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每年与相关院校进行教

师和研究生的设计交流、定期的学术讲座，可以最快的掌握

国内外建筑发展动态。 本学科自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具有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首次通过全国高等学

校建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评估，具有建筑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以后在2000年、2004年两次顺利通过复评。2002年建筑设计

及其理论学科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市教委对学科的

建设给与了很大的投入。该学科具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和良好

的学科梯队，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学科研究方向主要

包括：公共建筑设计、居住区规划与住宅建筑设计、室内设

计、景观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工业建筑设计。 该学科有学

院内导师14人，另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等科研设计单位兼职导师15人。近年来该学科教师承担了多

项国家和省部级和各类科研课题，多项北京市重要的城市设

计和各地的建筑工程设计，并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 通过学

习，学生能够具备设计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坚实

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

成果动态；具有从事实际工程设计的能力；具有扎实的中外



文文献基础；具有从事建筑设计理论研究的功底；具有城市

与环境的规划设计能力；具有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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