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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 8O～9O年代：中国高校更名现象 

“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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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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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个世纪 80年代朱、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各高校纷纷更名现象，北京科技大学也在其列。王润教授作为 

北京钢铁学院的最后 一任院长和北京科技大学 的第一任校 长，亲历 了这 次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文章就校名更改的原 因、经 

过、社会背景、更名意义等问题与之进行 了访谈。通过这一案例 ，也可窥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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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 ：王润 ] 

王润(1929一 )，男，北京人。教授。1952年毕业于唐山交 

通大学 冶金 系 。1953至 1957年 在前苏联 莫斯科 钢铁 学院 作 

研究生 ，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一直在北 京钢铁学 院 

(现北京科技大学 )工作。先后任副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 

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校长等职务。是第八 、九届全国 

人大代表 ；曾任 国务 院学 位委员会材料学科第二 、三届评议 组 

召集人；国家教委科技委一、二、三届委员 ；全国高校设置委员 

会 第一、二 、三届委 员 ；全 国科协四届委员 ；中国仪器仪 表学会 

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北 

京高教研究会副会长等兼职 。 

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入 

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社会发展背景对中国高等 

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各大高校为应对社 

会变化，纷纷改革求新。首先从外在的形式上看，八十 

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各大高校更名现象，一些 

学校将“学院”改为“大学”，还有一些学校将带有行业 

特征的名词去掉。这次较大规模的高校更名现象的发 

生，与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有着怎样的关联 

性?它到底是由中国决策层推行的组织过程，还是各 

大高校为在社会转型中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组 

织过程?为此 ，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事件的亲历 

者——王润教授，就学校更名始末进行了访谈 ，从中 

对上述问题也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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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钢铁学院”名称由来及变化 

宋琳(以下简称宋)：王老师您好 !您在北京科技 

大学工作了三十余年，是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北 

京钢铁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也是北京科技大 

学第一任校长，亲历了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您 

的这段工作经历，是我们了解北京科技大学更 

名前后的不二人选。想请您详细谈谈这段历史 

过程。 

王润(以下简称王)：好的。那就先从“钢铁学院” 

这个名字说起吧。建国前，我们国家大部分高 

等学校还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 

等这类名字命名，它们命名的特点大部分是以 

城市名字、或者园林名字来命名，学校建设也 

大都走综合发展的道路，文理学科共建。建立 

新中国后，我国模仿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模 

式，通过院系调整，新建了一批工科院校，北京 

钢铁学院就是在 1952年成立的①。“钢铁学院” 

这个名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恐怕是 

“前无古人”的，在此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 

学是以一种产品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命名法 

实际上是参考了前苏联的模式，在苏联有一所 

“莫斯科钢铁学院”，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 

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相仿我国冶金部采用 

了“北京钢铁学院”名称。 

宋：校名的背后所体现的是相应的学校建制和教 

育模式的确立，中国参考了前苏联的命名方 

法，是否也采纳了它的学校管理体制? 

王：是这样的。莫斯科钢铁学院归苏联冶金部管辖， 

是苏联冶金部直属的一个学院。苏联在计划经 

济体制时期，每一个部委都设立—个或多个为 

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如学校、研究院等等。 

我们国家建国后仿效了苏联机构设立的模式， 

设立了一个冶金部，相应地在其下级单位建立 

了—个钢铁学院，还有一个钢铁研究院。我国这 

套模式的设立与前苏联相似，因此北京钢铁学 

院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建校模式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北京的钢铁学院是学习了苏联的钢铁 

学院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 

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宋：当时冶金部所属的高等学校除了北京钢铁学 

院外，还有其它院校吗? 

王：当时冶金部所属高校有三个，除北京钢铁学 

院‘ 外，还有在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②，它的 

主要专业是有色金属 ，再有就是东北工学 

院③。冶金部曾称北京钢铁学院为冶金部所属 

高校里的排头兵，可见当时对钢院很重视。 

宋 ：命名为“北京钢铁学院”，而“钢铁”是一种被 

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学校的学科布局也是 

围绕生产钢铁产品而设计的吗?都包括哪些 

系?哪些专业? 

王：可以这么说。叫“钢铁学院”这一段时问都归 

冶金部领导。冶金部下设了一个教育司，教育 

司每年都要到冶金部所属的鞍钢、武钢、首钢 

等这类大型企业去做调查，了解企业发展需 

要什么类型的人才、需要多少人才，然后根据 

调研结果 由冶金部设置专业和制定招生计 

划，再将计划分配给所属的包括北京钢铁学 

院在内的高等学校。这种情况下，调研所反映 

的基本上是生产实际状况，因此专业设置基 

本上是按照生产过程、生产车间的设置来安 

排的。比如，某公司里有炼铁厂、炼铁车间，那 

么就有炼铁专业；有炼钢车间就有炼钢专业； 

有轧钢车间就有轧钢专业。在冶金厂里，有很 

多冶金炉，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冶金炉专业。所 

以，在当时几乎是这样一种学科设置模式，厂 

里有什么生产车问，钢院就设有什么专业。除 

此之外，还设置了一些与冶金关系密切的专 

业，比如当时冶金需要很多机械，专业设置上 

就有了一个冶金机械专业 ，这个专业不像别 

的学校单叫机械专业 ，而是称冶金机械专业。 

还有矿山机械专业，当时争论矿山机械和冶 

①1952年根据全国院系调整安排，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由以下六所国内著名院校的相应学科组建成立 ，即北洋大学冶金系、采矿系金属矿组，唐山铁 

道学院冶金系，北京丁业学院冶金、采矿和钢铁机械专业，西北工学院冶金系，山西大学冶金系，清华大学采矿系采矿金属组组建。根据教育部安 

排，学校成立之初暂在清华园办学一年。1953年 9月学校迁入现北京市海淀学院路校址。1960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更名为北京钢铁学院。 

②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于 1952年，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 6所院校的矿冶类学科组建成中南矿冶学 

院，1985年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 

③东北工学院，1948年以原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为基础，成立沈阳工学院。1950年，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专和鞍山工专合组为东北T学院。1993年， 

更名为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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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机械有什么不同，其实一个是在矿山上用 

的，一个是在冶金厂用的。矿山机械是有轱辘 

的机械，冶金机械是没轱辘的机械①。 

这种设置的一一对应关系，使人们一提到哪 

个专业就对应想到哪个车间，思路变得很狭 

窄，还曾经闹出个笑话。像当年的材料系，原 

来叫金相热处理，因为原来工厂里有搞金相 

的，有搞热处理的，都有相对应的岗位，所以 

设立了金相热处理专业。后来学校觉得名字 

范围太窄就改成了材料专业，这显得学科性 

更强了，但是问题是 ，工厂里除了材料库 ，没 

有别的车间是需要材料的，这样就产生了一 

个误会，以为学材料专业的毕业就应分到材 

料库工作。 

魏薇 (以下简称魏)：这种专业设置有什么优缺 

点? 

王：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专业设置与工厂所需人 

才联系很密切，毕业生到了车间就能干。因为 

这种设置比较注重专业课，且强调锻炼学生 

实践能力，在校期间会结合课程安排学生多 

次下厂实习，所以，学生毕业时，对厂里的情 

况已经很熟悉了，到了厂里就能干活。咱们学 

校的毕业学生当时几乎是各大工厂的技术骨 

干和技术领导。这是这种专业设置的最大优 

点，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就是专业设置比 

较窄，后劲儿不足，创新比较难。小改小革尚 

可，但是大改，提出比较新的理念很难。因为， 

毕业生基础不够，像数理化这种课程虽然都 

有安排，但是学生不够重视 ，学生都以为实用 

的东西最重要。当然，学生的这种认识是与当 

时的教育导向分不开，从决策层来看就有这 

种倾向。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创新，包 

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需要有扎实的基础， 

更需要有开阔的思路和广阔的视野，这种理 

念在当时的认识是不够的。 

宋：苏联当时也是这样一套与生产实践完全结合 

在一起专业设置吗? 

王：我是 1953年去的苏联，当时情况也是如此。 

宋：这是否可以看成计划经济体制在高等教育中 

的一种具体表现。 

王：的确是这样。 

魏：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以后 ，它在社会上的影响 

如何? 

王：这个学院成立以后，很受关注，是当时的一个 

名牌学校，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是分不 

开的。1958年“大炼钢铁”是当时我国“三面红 

旗”之一，这“三面红旗”分别是“大跃进”、“人 

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当时称“钢帅”，全国 

都在为我们国家能生产 1070万吨钢而奋斗。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号召全国 “以钢为纲”， 

所以当时“钢铁学院”这个名字非常响亮。 

魏：学生报考的情况怎么样? 

王：在当时没有所谓的高校排名的调查和统计， 

那时，青年学生为建设新中国重工业，以能参 

加热火朝天的钢铁生产为荣耀，所以报考“钢 

铁学院”的学生还是相当踊跃的。我有一个 

1962年毕业的学生，他当初是北京市最好的 

学校四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当时他们学校的 

学生都想报考北京钢铁学院，能够被录取是 

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当时咱们学校第一届毕 

业生给学校立了块扁，在大理石上刻了“钢铁 

摇篮”② 

二、“北京钢铁学院”更名始末 

宋：上个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批高等学校纷纷更名 

的现象⑧，北京钢铁学院也在其中，它正式更 

名为“北京科技大学”是在哪一年? 

王：1988年④。 

宋 ：“大学更名”现象的集体发生 ，其背后深刻的 

①据 E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 4月，第 7页)记载：1952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立时 

设有4个系9个专业，分别是采矿系：设有采矿、选矿 2个专业；冶炼系：设有炼铁、炼钢 、电冶 3个专业；金相及热处理系：设有金相热处理、物理检 

验 2个专业；钢铁机械系：设有钢铁机械设备、轧钢2个专业。 

②据 E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 4月，第 13页)记载 ：1954年首届毕业生 126人赠送母 

校 ”钢铁摇篮 ”汉白玉石匾一块，镶于主楼大厅。 

③上世纪 8O年代末 90年代初期，正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恰在其时，各大高校纷纷更名，当时更名的大学包括有大连工学院、北京地质 

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中国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众多学校。 

④据 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 4月，第 158页)记载：1988年 4月 22日，冶金部副部 

长徐大铨来校宣布：国家教委和冶金部正式批准北京钢铁学院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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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是什么? 

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进人改革开放 

时期，这一社会转型背景对中国高等教育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运行 

体制与计划经时期的发展思路完全不同，各 

行各业都面临着转型、转轨的问题。高等教育 

发展如何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如何适应市场 

经济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心。原来在计划经济 

体制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面临着打破、重 

建的现实问题。 

宋 ：当时中国决策层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定位 

是什么? 

王：小平在当时有个很重要的讲话，谈科学技术 

问题，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5年 

的时候 ，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三个面向”的战 

略方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也就意味着要与世界接轨。改革开 

放后，各高等学校纷纷去国外访问，看看国外 

著名大学的设置、学科建设、教学内容和科学 

研究方向等等。而之前多少年来，学校几乎没 

有出国访问的人。 

魏：钢铁学院也派人到国外高校进行考察吗? 

王：是的。改革开放以后 ，1979年我校由张文奇 

院长c 队首先出国访问，同去的有魏寿昆教 

授、柯俊教授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出访了联邦 

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并正式签订了校级合 

作协定，收获很大。 

宋 ：80年代初，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也曾出 

访过国外的大学吗? 

王：我那时担任学院的副院长。我和章守华教授 

参加冶金部组织的 “钢铁学院”、“东北工学 

院”、“长沙矿冶学院”三校访美代表团。在美 

国访问了十几所著名大学，重点访问冶金系 

和材料科学系。 

魏：访问国外大学之后，感想如何? 

王：访问代表回国以后感触良多。出国考察后发 

现，在国外 ，学院大多是专科一级的设置，真 

正的高等学校都叫大学。国外的一些专家有 

时候还误认为我们都是专科院校，所以当时 

各学校都想改成带有“大学”二字的学校。再 

有，通过国内外大学专业设置的对比发现，我 

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符合邓小 

平提出的“三个面向”方针，所以，想通过更改 

校名为调整专业设置提供条件。 

魏：国外也有高校是以学院命名的，如美国的麻 

省理工学院，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专 

科学院? 

王：据有关资料介绍 ，美国这所大学的中文译名 

应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是 1861年建校的 

私立大学，在我国清朝时期错译为“麻省理工 

学院”沿用至今。在北美洲“institute”是指学 

校、学院、大学，在我国“学院”与“大学”却是 

两个 不 同概 念 。依该 校 具有 六 大学 院 

“School”，及完善的学科设置，并且在 20世纪 

前已成为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的情况，可以 

译为“马萨诸塞理工大学”。 

魏：在所有大学中，较早更名的是什么时间? 

王：差不多都是86、87年的时候。 

魏：北京钢铁学院在众多更名学校中，时间是相 

对较早的吗? 

王：不是，可能还算比较后期的。咱们学校在 1988 

年更名时，已经有一些学校都改了。我们也正 

是看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改了，才改的。 

宋：在各高校中，进行更名的原则是什么? 

王：有三个倾向比较突出：一是要把学院改称大 

学，二是把带有地方性地名去掉，改为“中国” 

二字，三是把体现行业特征的名字去掉，这主 

要指建国后成立的一些工科院校。行业背景 

的名字去掉后，改为什么?我印象中最深的是 

北京工学院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因为美国 

有个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当时“理工”二字很 

受欢迎，各学院都想借助这个名字来打响旗 

号。当我们与相关单位联系更名事宜时，他们 

告诉我们已经晚了，这个名字已由北京工学 

院用了。 

宋：学校更名在学校发展史应是一件大事，当时 

参与讨论都有哪些人? 

王：学校更名问题曾在党委常委会上，校长办公 

会上和座谈会上多次讨论 ，大家都非常重视， 

①张文奇(1915—1990)，男 ，河南南阳人，冶金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52年北洋大学矿冶系并人中国矿业学院)，1948年，获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冶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历任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1952年，北京钢铁学院成立时奉调到北京钢铁学院，后任北京钢铁学院 

院长、北京科技大学校长顾问。曾任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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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慎重。参加讲座较多的人有符荣书记 
①

、魏寿昆教授②、柯俊教授③和我④。 

宋：当时给学院再取名时，大家的建议都是什么? 

王：当时有两个大方案，一个是以“中国”冠名，比 

如说中国地质大学、中国航空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咱们就叫“中国钢铁大学”。但是，有人 

认为以一个钢铁这种产品命名还是欠妥。后 

来提议改为“科技”了，用“科技”代替“钢铁”， 

仍沿用“北京”二字，因为我国已经有一所“中 

国科技大学”了⑤，所以就变成了“北京科技大 

学”了。英译名采用了魏寿昆教授和柯俊教授 

的建议，即“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之所以把北京 Beijing放后头，说明 

我们学校不是北京所属的学校，而是位于北 

京的一所大学。学校名称中虽然没有“中国” 

二字，但仍是全国性的大学。 

宋：当是对于学校更名，有顾虑吗?有不同意见 

吗? 

王：确实有顾虑。当时我们在研究改名的时候考虑 

了这么些问题，一个是当时“北京钢铁学院”这 

个名字还是很受欢迎的，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有点舍不得改；再有就是当时的校友对改 

名这件事有些意见，当时的书记符荣和学生们 

谈过，有些学生仍希望保留“钢铁”二字。还有 

些人提出叫学院没有关系，像美国的麻省理工 

学院人家还不是叫的学院。最后经过反复讨论 

后认为还是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好。 

宋：当时最早提出更名的想法，是冶金部的指示， 

还是学校自己的主张? 

王：主要是学校自己商量。那时候觉得其他学校都 

在着手更名这件事，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啊。也 

没有谁，比如冶金部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找 

我们说说你们这要改名儿吧，没有这种现象。 

魏：当时提出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上报给冶 

金部时，他们的态度如何，有反对意见吗? 

王 ：当时学校在拟定完名称后，准备上报给冶金 

部时，还存在顾虑，怕冶金部不同意，因为你 

把“钢铁”名儿给去了，行业特色没了，冶金部 

会同意吗?结果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改名 

很 顷利。 

宋 ：从全国范围看 ，发生在 80年代末到 90年代 

初这段时间的集中更名的高校，大都是有行 

业背景的。 

王：是这样的。 

宋：紧接着，9O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又 
一 项重要举措，就是把原来隶属于各大部委 

的高校划归到教育部或者其它部门。这些事 

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否说明国家早就已经设 

定好了，学校通过更名逐渐脱离行业背景，然 

后逐步将高等教育发展推向市场。 

王：这不太清楚(思考)，据我的经历，好像没有这 

么个规划，至少中央没有跟我们谈这个设想 

或规划问题⑥。 

宋 ：那您认为实际上这个更名事情中央并不是非 

常明确的。 

王：我的感觉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顺 

应社会变化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85年 

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其中涉及到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但是 

具体到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先更名，给学校 

发展以明确定位，还没具体到这一步。 

宋：那这次高校集中更名事件更像是由民间所发 

动的? 

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不是上边的行政指令，是 

改革开放的方针促成的这种集体行为。 

①符荣(1926—2008)，男，四川宣汉人，1944年毕业于四川达县师范学校 ，1958年 3月调入北京钢铁学院工作，1983年 10月至 1992年 4月任北京 

钢铁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②魏寿昆(1907一)男，天津市人 ，冶金学和冶金物理化学家、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创始人之一。1923～1929年就读于北洋大学，1929年获矿冶系 

工学学士，1930年考取天津市公费留德，1935年获德国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工学博士，1935～1936年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研究所从事 

博士后进修一年。1936年回国，先后在北洋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任教，1952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立时被任命为第一任教务长，历任学院图书 

馆馆长、学院副院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③柯俊(1917-)男，浙江黄岩人，物理冶金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4年获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学术奖金，在 

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剑桥大学晶体学系学习，194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到北京钢铁学院(dC京科技大 

学前身)工作，历任北京钢铁学院金物教研室主任、物理化学系主任、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④当时王润教授已担任北京钢铁学院院长一职 ，任职时间为 1983—1990。 

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 1958年建校时就取为现在的校名，它也是中国第一所以 ”科学技术 ”命名的大学。 

⑥据 E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4月，第 133页)记载：1983年 1月 27日，党委常委会 

传达冶金部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本次会议首次明确要把北京钢铁学院建成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学科大学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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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 

意义及发展 

宋：由“钢铁”改为“科技”，对于学校未来发展的 

意义在哪儿? 

王：首先，为学校专业设置提供了发展空间，不像 

之前局限于设置与钢铁有关的专业。钢铁材 

料属于工科，工科里包含一个材料专业，材料 

又分成金属材料、有机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金属材料中又分钢铁和有色金属两部分。 

所以钢铁是材料学里的八分之一，只占很小 

的一部分，在工科中所占的比例更小。而“科 

学”与“技术”包括的范围就广了，科学和技术 

两方面，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技术则既包括冶金、材料，也包括机械、信 

息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设置在以前 “钢铁学 

院”名称下不便于兼容，改为科技大学之后， 

学校发展的空间可以拓宽了。 

宋：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后，它的发展重心、规 

模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吗? 

王：刚开始没有。开始扩大还是在划归为教育部 

管理以后，因为属于冶金部管理的时候都是 

根据冶金部的需要来招生，每年冶金部教育 

司指定每个学校某个专业招几个班，在刚更 

名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这样。 

魏：当时更名时，是否已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 

做好了宏观规划? 

王：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认为仅 

发展与钢铁生产有关的专业过于狭窄，这既 

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与世界接 

轨，但是再朝哪个方向发展和突破并不是非 

常清楚。 

魏：那具体学科、系、学院的设置有所考虑吗? 

王：也没有。只是扣了一个大帽子，以便将来想设 

置什么学科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设立了。校 

名的更改可以一步到位，但是学校的升级是 

很难一步到位的，都是逐渐地在发展和完善 

的，其实这个建设过程一直在进行。 

宋：北京钢铁学院时期，各专业的设置具有很强 

的行业背景，到北京科技大学时期，这些专业 

是如何慢慢调整的。您能具体谈谈吗? 

王：更名前后，系里的专业慢慢就增多了。比如说 

那个时候建立的腐蚀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 

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到哪 

个工厂去，当时也没有腐蚀车间和腐蚀厂，但 

是，腐蚀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年被腐 

蚀掉的材料数量相当惊人 ，如何防腐是一个 

很重要的科技课题。石油管道、轮船、发动机 

都有防腐问题，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设立这个 

专业，而不应限定有对应车间。又如，冶金炉 

专业，后来更名为热能专业了，冶金炉专业原 

来就是搞冶金厂里的炉子的，加热炉、高炉、 

平炉、转炉这些炼钢用的炉子，研究结构、设 

计炉子等等，后来改成了热能专业，各种能源 

问题，节能问题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专业 

面儿就宽了，名字也就相应地改了。这都是一 

步一步来的，绝不是谁设计好的，而是根据社 

会需要来逐步的把专业扩大，名字再相应地 

变化。还有把原来属于一个学科的系合并成 

立了院。以前有金属材料系、压力加工系、金 

属物理系、材料物理化学系，后来都集中起来 

形成材料学院，虽然各个专业分工不同但都 

是围绕材料进行研究的，把这几个系合在一 

起就成了一个院。 

魏 ：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之后，学校其它方面发 

展情况如何?比如财政经费拨款、招生、对外 

学术活动等等。 

王：1988年更名时，学校仍然归冶金部领导，这段 

时间与没有更名之前情况变化不是很大。比 

如，当时经费申请仍然比较难，大概有三大块： 

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每年费用大概 

三千多万，各年拨款的侧重点稍有不同，整体 

来看，当时经费下拨还是比较困难的，基本上 

还是受计划经济的管束。到后来归属于教育 

部管理的时候，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数额都明显 

增多，政策放开了，学校也可以去贷款了①。 

魏：当时对外交流情况如何? 

①据 B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 4月)统计 

年份 学院新增科研项目(项) I 到位科研经费(万) 

1979 167 l 232．1 

l980 267 』 228．5 



第 3O卷 第 5期 宋琳、魏薇 ：20世纪 8O一9O年代：中国高校更名现象 7 

王：改为大学以后，出去跟人家交流的面就广了。 

我们不仅跟设有钢铁冶金专业的学校交流， 

我们也开始关注其它的专业，目的是想如何 

来拓展我们的专业方向。我们还跟这样一些 

学校建立了校级关系，包括德国的亚琛工业 

大学，加拿大的麦克麻斯特大学，还有日本的 

东京工业大学，神奈川大学、美国滨州大学， 

跟国外很多大学建立了关系，我们还选派了 

很多老师去国外学习，学校有很多教师都曾 

在国际知名大学留过学。 

宋：调整之后，师资队伍、学生规模、专业设置是 

否有所扩大? 

王：这个扩增的过程都是逐渐的，但是在更名以 

后扩增的速度的确加快了①。 

宋 ：学校更名为“大学“，明确综合性大学的发展 

方向，而综合性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不仅应包 

括理、工，还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经 

济、管理类学科。学校对于这一类淡科发展是 

如何考虑?如何定位的? 

王：当时应该考虑的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对学校 

未来发展的整体定位也是在摸索中的，所以 

对学校文科未来的发展也是在摸索中。在学 

校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确思考过文科的建设， 

但做得还不够。 

马胜利(插话)：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确很重 

要。一方面体现在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另 
一 方面体现在对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意义和 

价值 ，这些与发达国家比，有很大的差距。再 

有，在大学中发展文科对于人文精神的弘扬、 

对于校园文化的建设都有着其特殊的重要价 

值。这种人文文化的建设和对学生的熏陶，对 

其一生的发展都会有着“润物细无声”潜在而 

久远的影响。 

王：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好好设计一 

下，一所综合性大学，尤其是有着浓厚工科背 

景的大学如何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 

宋：到设置院这一层建制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王：那是到9O年之后了。 

魏：其他大学更名后学校的发展也都如此吗? 

王：差不多吧。 

宋：通过您对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前后情况的介 

绍，总体感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的 

发展很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整体发展情况 ，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确实是这样。 

宋：中国有句话，叫做“名正言顺”，您能结合更名 

后学校的总体发展情况，概括一下这种发展 

思路的意义所在吗? 

王：谈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所在脱离不开它的社 

会关联性，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它的价值在 

于与社会发展契合。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样 
一 轮改革，在两个问题上是比较显著的：一是 

改变了过去过分专门化的限制。过去的倾向 

是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结果是 

学生培训面狭窄，分配工作的选择性相当有 

限，并且研究与创造能力不足，经过这样训练 

1982 333 652_36 

1983 466 232．1 

1984 530 694．13 

1985 682 594．32 

1986 551 774．25 

1987 792 945．5 

1988 853 935．5 

1989 880 l172．8 

1990 975 1635 

1991 838 1221．2 

1992 895 1441．37 

①据 E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学院)1952—2012纪事》(北京科技大学纪事编辑组编，2012年 4月，166页)记载：学校从 1966年 6个系 l3个专业发 

展到 1990年的 18个系、26个专业(其中工科专业 17个、理科专业4个、管理专业 2个、文科专业 3个)、14个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35个硕士学 

位授予权学科专业，已经形成了以冶金和材料为特色、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1990年毕业本 、专科学生 1490人，其中本科毕业 

生 831人，专科毕业生659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13人、硕士研究生 327人、研究生班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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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下科研 

生产活动的。二是，由于专业的调整 ，尤其是 

脱离冶金部，划归为教育部管理之后，学校的 

自主权与决策权在增大。学校在专业设置、招 

生计划、接受生产部门与社会机构的委托及 

与其合作、处置基本建设投资与经费以及开 

展国际学术交流在逐渐增大，学校的发展开 

始逐步地面向市场、面向整个社会，学校的发 

展由被动变主动。 

宋 ：北京科技大学经过这一轮改革，学校发展由 

单科性向多科性拓展，由之前带有浓重的行 

业背景学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变，您认为在这 

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应注意的问题 

是什么? 

王：当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指引下，各行各业 

都在转型升级，高校也必然要转型升级。我希 

望，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也能顺利地由所谓“行 

业特色”高校转型为“多学科的研究型大学”， 

由主要面向“钢铁工业”转变为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升级为国际一流的 

现代大学。我想，这样作并不妨碍我校与钢铁 

工业界发展密切联系，也更会促进我校具有 

优势的材料冶金学科的发展。我校 “钢铁摇 

篮”的美称又增添了新意，培养的人才具有钢 

铁般的坚强意志，钢铁般的体格，钢铁般的殷 

实才智。 

宋：非常感谢!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也分享了您的治校心得。祝您身体健康! 

王：也谢谢你们。对于学校更名，师生及校友都很 

关心，讲明更改校名的情况，是我的责任，也 

是我的心愿。祝愿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后记 ：2013年 11月 7日。在 王润 教授 家中对其进行 了访 

谈 ，参与这次访谈的还 有学报编辑部马胜 利老师 。口述能够顺 

利完成 。也是得到 了王润教授 的大力支持 。在此期间与之多次 

进行了沟通，并多次审阅了稿件。其严谨求实的精神令人敬佩。 

在此 。学报编辑部深表谢意 。 

(责任编辑 ：马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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