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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芬芳逾甲子  继往开来新百年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六十余年历程

建于 1934 年的电机馆
三楼是电讯组（无线电工程系前身）

上个世纪 70 年代，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大部分曾迁到四川绵阳分校
图为当时的四川绵阳分校校园

吴佑寿   张克潜   冯正和   王希勤

1952 年，建系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建于

1952 年 9 月，建系时名为无线

电工程系。当时全国进行院系调

整，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电讯

组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讯

组合并建立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

系。孟昭英教授任系主任。

1952 年底，蒋南翔校长到

校。他十分重视无线电工程系

的建设工作，确定了无线电工

程系为我国电子电信工业发展

服务的方针，并争取到工业部

门的支持。建系初，全系仅 14

名教师、5 名职工和三个年级共

百余学生。1953 年冬，成立无

线电系教工党支部，李传信任

书记。无线电系初建期间师生

团结协力，共同创业，陆续开

出了各门课程，并翻译出版了

《无线电基础》、《电子管》

两部苏联教材。这是国内首批

出版的无线电工程类的苏联教

科书。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

学部，孟昭英教授当选为技术

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 年孟昭

英、常迵二位教授参加了十二

年 科 技 规 划 的 制 定。1956 至

1957 年，部分师生参加了我国

第一座电视发射台的建设，开

创了科研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

的新局面。

周恩来总理和无线电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孟昭英（左二），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左三）
及中国科学院马大猷教授亲切交谈 摄于 1956 年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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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开始启用的电子系馆（东主楼 8 区，9 区，10 区，11 区），
此图摄于 2002 年，电子系建系 50 周年时

2011 年 12 月 24 日，电子工程系教学、科研、实验室
全部迁址罗姆—电子工程馆

1958 年，第一次更名

1958 年，无线电工程系更

名为无线电电子学系。同年李传

信任副系主任，主持全系工作，

1960 年任系主任。在此期间大

批师生下厂，参加第一个五年

计划中兴建的电子类工厂的建

厂和生产实践，广泛接触了生

产实际。此后，全系师生积极

开展科学研究，并同国内科技

界、工业界密切结合，全系进

入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的发展时期。1962 年清华大学

与四机部第十研究院在系内联

合设立了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

由十院提供研究课题和经费，

并选派科技人员参加，组成协

作队参加研究室工作。到六十

年代初，全系已经形成雷达、

数字通信、电视、微波技术、

微波电子器件、真空技术与半

导体器件等专业。从 1952 年建

系至 1965 年共招收本科生 3089

人，研究生 96 人。到 1966 年，

全系在校学生已达 1200 人。从

1956 年至 1966 年的十年中，完

成了气象雷达、雷达数据录取

系 统、600 ／ 1200 比 特 / 秒 数

传机、8 路 PCM 通信终端、3cm

周期磁场聚焦宽频带行波管、

10cm 固态低噪声参量放大器等

国内领先的项目，并在国内率

先开始了硅晶体管和集成电路

的研究工作。

1966 年“文革”开始后，

在困难的条件和混乱的环境下，

一些教师仍坚持为学生上课，

有的科研组在实验室或到协作

单位继续进行科研工作。

射电望远镜
（1958 年）

气象雷达
（1959 年）

1958 年无线电工程系参与了中国第一
代电视广播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作，该
系统在 1959 年国庆十周年时进行了广
播。图为该系统中摄像机的复制品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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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和 1971 年，迁址绵阳

1969 年和 1971 年，无线电

电子学系的绝大部分教职工和

学生分两批迁至四川绵阳，成

为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主体。

1970 年分校开始招生，边建设

边开展教学科研。1972 年分校

主体建设工程结束。师生艰苦

创业，短时间内在山沟建立了

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分校。在

信息闭塞、物资匮乏、运动频繁、

生活艰苦的情况下，广大教职

工努力搞好教学工作、积极开

展科学研究，在航空管制雷达、

微波数字通信系统、群路数传

机、大功率正交场放大管、场

效应晶体管和微波晶体管、激

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并与省内的一些重点工厂企业

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为当

地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1977 年 5 月刘达同志任清

华校长。经过他和老校长蒋南

翔的努力，并于 1978 年初报请

邓小平同志批准，清华大学绵

阳分校撤销，搬迁回京。搬迁

工作于 1978 年开始，

至 1979 年 5 月结束。

1978 年，重建

1978 年起，从绵

阳迁回的人员与原留

在本校的电视和半导

体专业的人员合并，

无线电电子学系在校

本 部 重 建。1979 年

李传信同志兼任系主

任，张绪潭同志任系

党委书记。全系在搬

迁过程中，保持了教学科研工

作的连续性。经过两年多的恢

复与调整，全系工作迅速走上

正轨。学校于 1980 年底决定，

以半导体器件与物理教研组为

基础，建立清华大学微电子学

研究所。半导体的本科专业教

学工作由系和所共同负责。

1989 年，第二次更名

1980 年吴佑寿教授任系主

任，1984年张克潜教授任系主任。

1989 年，无线电电子学系更名

为电子工程系。在吴佑寿、张克

潜两任系主任和刘润生、江剑平

两任系党委书记主持下，按照学

校“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个

结合”和“着重提高、在提高中

发展”的方针，在全系教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在教学、科研、开发、

实验室建设、学生管理和教师队

伍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在教学方面开设了 100 余门本科

生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研究

生课程，正式出版教材及专著近

百部。其中《高频电路》、《信

号与系统》、《激光原理》被国

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电

子线路系列课”、“信号与系统”、

“激光原理”被评为校级一类课。

在科研方面，积极参与 863 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和多方面的横向课题研究。

到建系 40 周年时，全系已

取得了三百多项科研成果。其

中，获国家级奖励 14 项，“自

适应和数字电可控非相参频率

捷变雷达系统”获国家发明一

等奖。获部委省市级奖励 114

项，授权专利 48 项。全系拥有

仪 器 设 备 4200 余 台， 其 中 大

型、精密仪器 100 余台套，折

合固定资产 4000 万元。设有两

个国家级重点开放研究实验室、

一个校管研究实验室、一个由

全国 14 个电子厂家合建的 EDA

实验室和 10 个系管实验室。全

系设有三个本科专业，五个研

究生学科，均有硕士与博士授

予权。其中，通信与电子系统

和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两个学

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设有

电子学与通信博士后

流动站。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教

学、科研与生产更紧

密结合，有些科研方

向与企业形成了长期

稳定的协作关系，逐

渐发展成为“学、研、

产”结合的研究开发

实体。在系本科生有

1065 人、 硕 士 生 194

人、博士生 63 人。

1992 年董在望教
1982 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自适应和数字电可控非相参频率捷
变雷达系统”，于 1984 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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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任系主任。在系主任董在望，

系党委书记江剑平、刘序明、

彭吉虎的主持下，全系积极参

与各项国家级科技计划，科研

经费逐年增加；以高技术科研

成果为主的系办产业迅速发展，

建立了清华阳光、清华华环、

文通等系办公司及其他合资公

司。从 1996 年起，本科学制改

为四年，在课程设置上，进一

步加强了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的

教学，拓宽了专业面，加强了

计算机教学。研究生的招生规

模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更加密

切，从 1991 年起，聘请了多位

国内外专家、教授担任我系的

客座或兼职教授，并与国内外的

著名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与国

外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1997 年，龚克教授任系主

任，陈旭任系党委书记，一年

后冯正和教授接任系主任。世

纪之交，在国家科教兴国基本

国策的指导下，电子工程系科

研经费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

和交叉学科研究加强，课程改

革和人才培养取得新的进展，

系馆等工作环境也有了明显改

善。建系 50 周年时，SCI 论文

从 5 年之前每年不到 10 篇提高

到近 90 篇，系固定资产达到

6654 万元，并连续三年获得全

校人均效益第一名。

1999 年对教研组的组织形

式作了改革，把八个教研组合

并为五个研究所和一个教研室，

即信息光电子研究所、通信与

微波研究所、高速信号处理与

网络传输研究所、网络和人机

语音通信研究所、图象图形研

究所、电路与系统教研室。

2000 至 2001 年， 全 系 开

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大讨论，调整了课程体系

结构，体现有专业背景的通识

教育的培养目标，提倡教师引

导下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方法，

加强设计性、研究性、实践性

的教学内容。在专业基础课程

方面，系重点抓五个系列课程

的建设，即：信号与系统、电

路技术、计算机、电磁场与微

波及量子与半导体系列课程。

为加强实验教学，重点建设了

现代通信教学实验室（包括高

频、微波、通信）和 计 算 机 教

学实验室（包括软件、硬件）。

2005 年，本科专业合一

2005 年起全系本科按照电

子信息科学大类统一招生，原

两个本科专业合并为一个，即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工

程系的招生质量始终处于全校

最好之列。2011 年 12 月在校本

科生总数为 1040 人。

2006 年，王希勤教授任系

主任，刘小明任系党委书记。

2008 年冯振明接任系党委书记。

2010 年金德鹏任系党委书记。

2008 年，为了加强实验教

学，把中央主楼九层全部划出

成立教学实验中心，对场地、

设备、岗位等实行统筹管理；

同年将电路与系统教研室更名

为电路与系统研究所。2010 年，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将通信与

微波研究所拆分为通信研究所

和微波研究所，将图像图形研

究所与网络和人机语音通信研

究所合并成立信息认知与智能

系统研究所。2011 年高速信号

处理与网络传输研究所更名为

信息系统研究所。至建系 60 周

左起：王希勤、冯正和、董在望、吴佑寿、张克潜、龚克、黄翊东（2013 年摄）左起：张克潜、吴佑寿、孟昭英、李传信、董在望（1992 年摄）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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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全系年科研经费总额超

过 1 亿元人民币，年发表 SCI 论

文超过 150 篇，年 SCI 论文他引

次数超过 1000 次，都有大幅度

的增长。

为 了 适 应 学 科 和 产 业 的

发展变化，满足社会对创新型

工程人才的需求，切实实现厚

基础、宽口径、多样化的本科

培养模式，经过几年的研究，

2009 年确定以“信息载体与系

统的相互作用”为统领电子信

息科学类本科知识结构的核心

概念，把“场与物质”、“电

势与电路”、“比特与逻辑”、

“程序与处理器”、“数据与

算法”、“数据包与网络”、“媒

体与认知”等多组相互关系统

一起来，并形成明确的层次递

进关系，勾画出电子信息科学

类知识体系的结构。在此基础

上设计出覆盖两个一级学科知

识面的以 10 门专业核心课程为

主体的新课程体系，统一了专

业核心知识架构。该课程体系

自 2009 级开始实施。教学重点

亦从传授知识向帮助学生构建

起知识架构转移。

研究生培养在规模和形式

上也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目

前每年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约 140 人， 博 士 生 90 人。 从

1999 年起，招收在职工程硕士

班，目前获得学位的在职工程

硕士生累计共 468 人。到 2011

年 12 月， 全 系 在 校 研 究 生 总

数为 1084 人，其中博士生 455

人，全日制硕士生 445 人，在

职工程硕士生 184 人。电子系

现有两个一级学科，即信息与

通信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

在 2002 年和 2007 年教育部组

织的两轮一级学科评估中，这

两个学科均排名第一，并均于

2007 年被批准为国家一级重点

学科。

自 1986 年 建 立 电 子 学 与

通信博士后流动站、1998 年建

立电子科学与技术及信息与通

信工程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到

2011年12月，出站博士后215人，

在站博士后 41 人。

2011 年，新馆

2002 年，与香港伟清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捐款 3000 万

元人民币建设 1 万平米“伟清

楼”的意向。该楼 2006 年奠基，

2009 年启用。2008 年与日本罗

姆公司达成捐款 20 亿日元建设

3.3万平米“电子工程馆”的意向，

同时将伟清楼交学校但保留一

部分用于电子系科研。“电子

工程馆”于 2009 年奠基，2011

年百年校庆时落成，同步建设

了超净室和微波暗室等基础设

施。2011 年底全系主体搬迁至

新馆。

2012 年，60 周年

60 年来，电子工程系为国

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本科

毕业生11955人，研究生4013人。

他们绝大多数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成为

各行各业的骨干。在电子工程

系学习和工作过的两院院士有

34 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委员有 2 人，获授将军衔的有

23 人。

2013 年，黄翊东任系主任。

至今电子系建系已经 62 年了。

回顾过去，电子系人无比自豪；

展望未来，电子系人充满信心。

这 60 多年来，电子工程系在引

领中国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发展、

培养电子科技事业栋梁之材、

将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的路上不断奋斗着、贡献着。

黄翊东 ( 现电子工程系主任，右 1)，王希勤（时任电子工程系主任，右 2）向人大常委
会原委员长吴邦国（右 3）介绍微纳结构光电子器件的研究情况

※（资料由电子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