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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创建于1936年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已走过65年的风雨历

程。10月13日上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举行了建院65年纪念

大会和丰富多彩的院庆活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前身可以

追溯到1936年成立的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经过65年

的建设，几度变迁，数易校名，学院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重要

的专门培养建设人才的高等院校。65年来，学院共培养各类

专业人才3万多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

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一代代建工学院人为国家的城市建

设，尤其是首都的城市建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北

京众多的公共和居住建筑、道路和桥梁、市政工程都凝聚了

建筑学院校友的心血，他们的辛勤劳动是首都的面貌日新月

异。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是一所位于市中心的城市型大学，规

模不大，特色鲜明，在北京的高校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学

院占地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

资产近4000万元，是北京市花园式单位。设有建筑系、土木

工程系、城市建设工程系、机电工程系、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系、管理工程系、测绘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人文

社会科学系共9个系、29个本科专业、6个硕士专业，在校本

专科生41多人，硕士研究生111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2019人

。学院还设有国际教育与合作合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怀

柔分院和城市研究所。学生在国内外比赛、竞赛活动中获得

众多奖励。学院具有相当的科研实力和工程设计能力，注重



走产学研联合办学的路子，承担的众多科研课题也有多项获

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学院还与国内外许多著名高校、科研院

所、大中型建筑企业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增强了国际间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进入新世纪，学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七一”讲话重要精神，将进一步

确立在首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立足首都、

面向全国，依托建筑业、服务城市化，以申奥成功、加

入WTO、首都经济现代化为契机，追求“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协调发展，努力办出特色，争取在“十五”期间有

一个跨越式发展。到2005年，在校本专科生达到6000人左右

，硕士研究生达到300人左右，继续学历教育学生达到3000人

左右。把学院建成首都城市建设系统创新型高级应用人才的

培养基地和继续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基地。到建校80周年的

时候，争取进入国家先进大学的行列。 （特约记者 戴晓华）

附：首都建筑师的摇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侧记金

秋的十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迎来了建校65周年的节日。建

筑系的几十位新老校友也来到系馆，与师生们欢聚一堂。笔

者有幸见到了这些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建

筑师们，并采访了原系主任、新成立的城市研究所所长姜中

光教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文革前就培养了少量建筑学专

业学生。1980年，正式成立建筑系，招收四年制建筑学专业

本科生，是文革后较早新建的建筑系之一。1982年开始招收

研究生，1986年建立建筑设计与理论硕士点。1996年通过全

国高校建筑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评估，是全国较早

通过评估的建筑系之一。2001年增加了城市规划、工业设计



专业，招生增加至近百人。由于建工学院在北京市高校中重

要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筑系从创办开始就得到了较

好地发展。建筑学是学院的重点专业之一，较早地拥有了独

立的系馆，专业教室、教研室、资料室、模型室、展示室、

多媒体报告厅等教学设施齐全，教学环境优雅宜人。走廊里

的几个古建筑构件模型，突出了专业系馆的特色。与系馆相

邻的学院图书馆设有专门的建筑图书室，图书资料非常丰富

，为师生学习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筑系的师资队伍

长期以来在北京的几个建筑系系名列前茅，先后有周仁忠、

张尔钟、英若聪、高履泰、王其明、傅义通、何重义、温梓

森、樊书培、朱恒普、刘继林、张孝纪、万国安、邺祖润等

著名老专家和王贵祥、刘继林、汤羽杨、孙明、张路峰等中

青年专家。在傅义通、姜中光、王贵祥、汤羽杨等几任系主

任的领导下，建筑系作为首都建筑师的摇篮，不断发展，与

时俱进。建筑系至今已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近千人，主要分

布于北京市的各建筑设计单位，成为首都建筑师中的一支中

坚力量。较早毕业的魏成林已任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胡越、张宇等已成为著名的青年建

筑师，他们设计的北京国际金融大厦、北京市植物园温室获

得了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奖。王开方已成为著名的建筑装饰专

家。在校学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

会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亚澳地区第二名。在全

国大学生设计竞赛中也多次获奖。教师们结合教学，还进行

了突出北京的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近年来主要课题有中国

传统建筑、历史地段和历史文物建筑保护研究、城市设计与

环境设计、居住建筑与居住环境、北京城郊乡镇规划、适应



农村的低技术节能住宅等。建筑系的对外学术交流在建工学

院是比较突出的，与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高校的建

筑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请外国的师生到北京进行考察、研

究，开始传统建筑研究班，合作开展古建筑保护的规划设计

，北京的白塔寺等传统街区，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明年

将与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圣彼得保大学建筑系进行广泛的学

术交流。在近年来的高校调整中，多所建筑工程学院被合并

到其他大学，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则有幸保持了独立地位，

并且将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办成一所有特色的“城市大

学”。为此，学院近日成立了第一个院级科学研究机构——

城市研究所，从事城市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人员培训、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也可以承担培养研究生和指导本科生毕

业设计的教学任务。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建筑学学科、土

木工程学科、供热燃气通风空调学科、给水排水工程学科、

测绘工程学科、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科、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等。建筑学

学科是其中的重点和起步学科，研究方向有历史地段保护与

历史文物建筑，风景园林与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北京郊区

城镇建设，城镇生态居住建筑与居住环境研究等。研究所聘

请了不少建筑界的专家，共同研究北京的城市建设，也热情

欢迎青年学者和建筑师加盟。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的竞争中，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要发挥“小而精”的特长，建筑系也要发

挥这个特长，突出特色，提高水平，为首都建设输送更多的

高质量的建筑师。图1、姜中光图2、已退休的老教师与新引

进的德国规划博士在交谈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