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纪念专刊

14

相伴百年 矢志笃行

早期的清华，是满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

退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在那多难的年代，中

华民族遭受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积贫积弱。大批

学子志存强国之梦，远渡重洋，求学他乡。1911

年1月5日，清政府学部批复同意游美肄业馆改

名为清华学堂。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

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定名为“清

华学堂”。学堂设正、副监督，由周自齐、范源

濂、唐国安分别兼任。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才、

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

为教育方针。《清华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实行

“四四学制”，即高等科与中等科各四年。1911

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学

校除继续培养留美预备生外，希望“成一造就中

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1925年5月，正式成立大学部，清华大学历

史上的第一级学生入校。1926年起，大学部改成

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

1928年6月，原由北洋政府控制的清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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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

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国立清华大学第

一任校长。

学生在清华学校学习，毕业后公费送美留

学。1913年6月29日，清华学校1912级的“继续

班”和1913级学生在北平清华学校校内发起组织

“清华同学会”（章程中确定的正式名称为“清

华学校留美同学会”），这就是清华校友总会的

前身。（这个日子，以后成为清华校友总会建会

的纪念日）。

校友会的百年足迹，相伴着清华的沧桑岁

月。2011年，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清华大学

百年华诞。今年，我们迎来了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百年的重要时刻。

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1913~1933）

1913年6月29日，清华学校1912级的“继续

班”（1912级清华学堂首届毕业生，1912年6月

毕业，因学校当时缺乏经费无法出国留学，只能

留下跟下一级学习，成为“继续班”，于1913

年8月2日赴美留学）和1913级学生在校内发起

组织“清华同学会”，宗旨是振作校风、联络情

谊，并通过章程，选举杨永清为会长，李宝鎏为

副会长。

1914年留美同学合影，这是清华校友总会最早的一批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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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周自齐

早期清华学生入校时大都年幼，只有十一二

岁，在清华园学习多达八年之久，在成长的过程

中与母校的老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早期的学

生留洋，均有学校领导护送。

1914年8月15日，清华留美学生乘“中国

号” 轮船赴美，由校长周诒春护送。这批留美学

生包括：1911年10月选拔的中等科学生10人，

1913年和1914年两级高等科毕业生，1914年公

开考录的女生9人。在赴美行程中，重修《清华

同学会章程》，选举周自齐、范源濂为名誉会

长，周诒春为名誉会员，杨永清为会长。

1915年，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留美同学会总

会，东部支会、中部支会和西部支会相继成立。

此后，美国各地，如芝加哥、威斯康辛、纽约、

费城等地成立支会。到1920年，回国的同学逐渐

增多，又在国内设立北京支会、上海支会。后来

相继成立的有南华（港粤）、南京、武汉、奉天

等支会。总会仍设在美国。

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首任会长
杨永清

名誉会长范源濂

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会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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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留美同学会致本校同学书》

中记载，“准备产生一驻校（清华）永久同学会

之书记，其职务是收集毕业生之履历，及帮助毕

业生之择业。” 1923年8月1日，母校设同学会

干事一人，由蔡竞平教授担任，主要任务是编制

同学录，筹设新支会及全国总会，将校中情况时

常告诸同学等。

1924年5月1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任命曹云

祥为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担任校长后，成立

“同学干事会”，是校内行政机构之一。同学干

事会的三项职务是：联合毕业同学；收集刊印同

学著作；介绍职业。此外还曾发动1917级校友捐

款资助家道贫寒学行优美之学生。

1 9 2 7 年 8 月 ， 清 华 同 学 会 会 所 落 成 ， 会

所位于北平北池子骑河楼39号。该会所由清

华同学会华北支会于当年春发起捐款购买并

修葺的，原为一组四合院套房。经华北支会

同意，8月27日，同学会干事部移至该会所办

事。清华同学会总会此时尚在美国，国内有

华北、上海、南华、武汉、南京、奉天等6个

支会。

1927年，留美同学会总会诸同学鉴于旅美同

学人数日少，国内同学人数日多，提议将总会移

回国内，经总会推定蔡竞平等3人修改会章，以

便总会移回国内的计划早日实现。此项修正章程

于1928年经多数同学投票通过，设在美国的总会

随即改组为旅美支部，但在国内设立总会一事尚

未完成。

1927年12月25日清华同学会新会所落成纪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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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同学会总会（1933~1950）

清华同学会总会会长兼总干事
梅贻琦

1931年10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

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33年4月29日校庆返校同学开会讨论，

推定章元善等7人为筹备恢复清华同学会总会

委员会委员，负责筹备工作。委员会遂以1928

年修正的会章为根据，重新草拟会章。6月1

日分函全体同学，投票通过会章并选举总会董

事。9月17日及10月7日开票，修正会章经投票

同学全体通过并选出董事梅月涵（梅贻琦）等

15人。

1933年10月29日，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

学会会所成立“清华同学会总会董事会”。总

会设于母校，选出校长梅贻琦为会长兼总干事

（此举为后来“在任校长应任校友会会长”写

入章程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学校领导对校友工

作一直都很重视的优良传统），周诒春为名誉

会长，章元善为书记，戴志骞为会计。总会以

“增进母校利益，联络会员友谊，提倡互助精

神”为宗旨，开始工作。

1934年1月1日，清华同学会总会编辑出版的

《校友通讯》创刊，即日起，清华同学会总会开

始每月出版《校友通讯》1册，分赠全体校友。

梅贻琦校长在《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

创刊词上说，“清华与别的学校有两个不同之

点：一则清华系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立，庚子

之役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庚款是民众之膏之脂。

所以清华的同学是立在特别的地位，是负有雪国

耻兴国运的使命的……”这段话概括出了清华学

子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热爱祖国、报效国家

的传统逐步形成并世代传承。

总会成立后，即与各支会接洽，至1934年4

月2日，清华同学会总会董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时，已与总会接洽的各地分会有上海、北平、天

津、杭州、南京、武汉、长沙、青岛、南昌、太

原、济南、广州等12处。以后支会不断成立，至

1937年国内已有19个支会，海外也有美国、英

国、日本等地7个支会。

1935年2月1日《校友通讯》更名为《清华校

友通讯》。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8日北平沦

陷。8月底清华大学开始准备南迁，筹建长沙临

时大学。为谋清华生员来湘之便利，校长梅贻琦

名誉会长周诒春 书记章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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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会长曹葆华 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总干事
蒋南翔

延安清华同学会致总会函

商托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四处同学会，一方

面举行登记，一方面指导行旅。1938年2月，清

华大学从长沙迁移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战乱期间，《清华

校友通讯》一度停刊。

1939年1月1日，《清华校友通讯》在重庆

复刊，是为第五卷第一期。通讯社暂设于重庆

清华中学内。自第六卷第九期（1940年9月）

起，社址迁入昆明清华大学办事处，继续出

版，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复刊后的《清华校

友通讯》开始使用梅贻琦题写的刊名。梅贻琦

亲自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发表文章，如：第

五卷第三期发表《抗战期中之清华》一文，以

后各年又发表了《抗战期中之清华》（续、二

续、三续、四续、五续）。1946年8月清华大学

复员后，梅贻琦在《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

一期上发表《复员后的清华》一文，以后又发

表《复员后的清华》（续），向校友们介绍复

员后清华各院系情况。

1939年3月10日，梅贻琦主持召开清华同学

会总会董事会，目的在恢复总会的活动，及讨论

如何尽力协助贵阳、成都、重庆三处清华中学的

发展。

1940年9月，《清华校友通讯》为庆祝梅贻

琦校长任教清华25周年出了纪念专号。

1943年4月，清华设“校友通讯部”，负

责校友间的联络，答复校友的询问。《清华校

友通讯》刊登清华校友通讯部和清华服务社

发出的《为征募清华服务社股本告全体校友

书》。所附《清华服务社简章》中规定：“本

社以增加战时后方生产并于技术方面为社会服

务为宗旨。”

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39名清华同学正

式成立“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并推选曹葆华

为分会会长，蒋南翔为总干事，薛容、汪家宝、

彭克瑾、武衡等4人为干事。延安清华同学会当

年6月19日致函傅任敢并转重庆清华同学会，信

中说：“盼总会亦能将所出版之《校友通讯》以

后能按期惠寄十份至十五份（以前各期，如能补

寄则更好），俾此间校友得以传观，庶与各地校

友之音同，亦藉此而能沟通。”通讯处即为“陕

西，延安，北门外，文化沟，中国青年社蒋南翔

君转”。

1943年7月5日，延安清华同学会致函梅贻

琦校长表示问候，署名为会长曹葆华，总干事蒋

南翔。

1945年春节前后，二十多位在延安的清华同

学举行了一次聚会，交谈离开学校后各自走上前

线的道路，关注着在各个解放区同学的情况。蒋

南翔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在会上讲话。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西南联

合大学结束。《清华校友通讯》在复员期中和复



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纪念专刊

20

1963年越南校友会成立

1971年5月8日，美国纽约清华校友会庆祝清华大学建校60周年聚会

员迁平以后，都未停顿。解放初期，亦曾出过两

期（1949、1950各一期，但各只有一纸两页）。

1949年4月，北平清华同学会开会，选出新一届

理事会，凌其峻、吴晗、钱端升、袁翰青、唐统

一等5人为常务理事。

1950年4月29日，《清华校友通讯》出版解

放后第二期之后停刊，此后校友工作暂时中断，

但联络海内外校友等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举行校

庆活动时，都有校友返校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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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总会（1981~）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会场

1979年3月27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恢

复校庆，校庆日为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邀请部

分知名老校友返校，并发函邀请台湾新竹清华大

学派人来校参加校庆活动。一年一度的校庆日是

清华园中最盛大的节日。返校参加秩年活动，更

是延续多年的传统。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5万多名校友从五洲四海汇聚清华园，隆重、热

烈庆祝母校百年华诞。

1980年2月1日学校成立校友联络处，何介人

为校友联络处负责人，标志校友工作中断30年后

得以恢复。此后，清华校友工作蓬勃发展，校友

总会的工作范围由小变大，总会工作人员队伍不

断壮大，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50余人。

海内外清华校友组织纷纷建立，至今，国

内已建清华校友会组织140个（覆盖31个省市自

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在海外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

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3个国家建立了51个清华校

友组织。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校友，2009年以后，清

华校友总会决定在校友相对集中的地区设立清华

校友总会校友联络部，清华校友总会上海联络部

（2009年10月25日）、深圳联络部（2010年2月

9日）、北美联络部（美国旧金山，2010年4月8

日）、广州联络部（2010年5月9日）相继成立。

1981年4月26日清华大学举行建校70周年庆

祝大会，来自海内外的8000多名历届校友参加。

美国纽约清华同学会庆祝70周年校庆聚会，90名

校友捐赠13437美元。美国华盛顿清华同学会庆

祝70周年校庆聚会，王頌明校友商谈美国Radix 

Ⅱ系统软件公司赠电子计算机一台，由中国驻美

国大使馆柴泽民代表清华接受赠礼。

校庆日当天，按校庆筹委会通过的《清华校

友总会（1981~1982）届理事会组建方案》及《理

事选举细则》的规定，经返校校友106位获得选

票校友投票，选出钱三强、赵访熊、夏翔等25人

为清华校友总会理事会（1981~1982）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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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于1980年4月27

日校庆时出版。复刊后，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的《清华校友通讯》（1962年4月29日出版新一

期）一起，推动了清华校友的交流和了解。目前

发行量已达三万册。

1981年7月6日，在母校召开清华校友总

会理事会（1981~1982）届理事第一次全体会

议，19位理事出席，刘达校长主持会议。会议

听取了校友联络处负责人何介人关于校友活动

恢复以来的工作和当时与海内外校友联系情况

的汇报；听取了《清华校友总会章程》起草和

修改经过的汇报；一致通过了《清华校友总会

章程》。总会章程确定本会宗旨是：加强校友

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发扬清

华的优良传统，共同为母校的发展与中华民族

的富强与进步贡献力量。会址设于北京清华大

学校内。根据总会章程“在任清华大学校长应

任校友总会会长”，一致推举刘达校长担任本

届理事会会长，并选举施嘉炀、陈岱孙、钱三

强、钱伟长、何东昌为副会长。会议决定聘请

在校工作的王乐铭等10位校友组成干事会，由

何介人任总干事。

1987年4月26日，召开二届一次理事会，

高景德会长主持会议，选举陈岱孙等6人为副会

长，吕森任总干事。会议讨论了《清华校友基金

会章程》（草案）和《清华大学校友奖学金评奖

办法》（草案）；决定成立校友基金管理委员

会，选举赵访熊为主任。

清华大学校友工作会议起始于1988年，最初

称“校友联络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从2003

年起更名为“清华大学校友工作会议”，每年召

开一次，由校友总会主办。出席会议的有学校领

导、校友总会负责人、各地校友会代表。会议内

容主要有：介绍母校近况，汇报校友总会工作，

交流校友工作经验，加强校友联络等。到2012年

7月共召开了15次校友工作会议。学校负责人和

校友代表济济一堂，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共商

校友联络与服务大事。

1990年3月，第二届校友联络座谈会在母校

举行。26个地区校友会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对上

海同学会、天津校友会等26个校友会《关于赞助

重建二校门的倡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通

过了倡议书。经学校同意依原照片动工重建，于

1991年恢复了这一校园文物。

1991年11月13日，清华校友总会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核准进行社会团体登记。清华校友

基金会也于1991年11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核准进行社会团体登记。

1991年12月22日召开三届一次理事会，张孝

文会长主持会议。选举陈岱孙等7人为副会长，

承宪康任总干事。

1994年2月27日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

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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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同意并经民政部批准将清华校友基

金会更名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费

孝通、钱伟长任名誉会长，王大中任

理事长。原清华校友基金会将改为隶

属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校友基金

管理委员会，系独立的分支机构。

1996年4月13日召开四届一次理

事会，王大中会长聘任陈岱孙等4人

为名誉会长，选举梅祖彦等5人为副

会长，推举刘敏文为总干事。

2000年12月19日，“清华校友

网”开通。校友网开通的电子期刊

系统，可以在线浏览《清华校友通

讯》、《清华人》（后更名为《水木

清华》），注册用户超过十万校友。

面对海外校友的《清舞飞洋》，已发

送1万个校友信箱。

2002年4月21日召开五届一次理

事会，校长王大中会长主持，选举

贺美英等6人为副会长，郭樑为秘书

长。

2002年7月，在清华大学本科

生、研究生毕业典礼上，1951届电

机系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性

能计算机领域著名专家，2002年度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金怡濂作了

《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己任》的演

讲，以后，校友总会每年都邀请优

秀校友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并将演

讲稿编辑成《清华大学优秀校友演讲集粹》发

给大一新生和毕业班同学。“人才培养”是学

校的根本任务。校友总会提出，校友工作要融

入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主流。经过不断努力，

已经形成“校友育人”的良好局面。将校友资

源转换成良好的育人资源，已成为清华大学校

友工作的一项传统。

2002年，以“光大清华传统，服务母校发

展，促进校友合作”为宗旨的《清华人》杂志创

刊。2010年1月，《清华人》取得正式刊号并更

名为《水木清华》。《水木清华》校友杂志已经

历十个春秋，深受广大校友喜爱，发行量已超6

万册，这本杂志已经成为联络校友和服务校友的

重要载体。

“两刊一网”，即《清华校友通讯》、《水

木清华》和“清华校友网”，被誉为清华人的精

神家园，深受广大校友的喜爱。

为了满足海外校友子女了解祖国文化和发展

的辉煌成就，1983年7月，举办了“旅美校友子

女暑期学习班”。2007年以来，校友会每年都开

办海外校友子女夏令营，加深了与海外校友的联

络和情感交流。

海外校友子女夏令营

《水木清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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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款纪念章 校友年度捐款率 (截至 2012 年 )

校友年度捐款。校友捐款率是校友对母校认

同程度的重要指标。2003年4月，清华校友总会

发表校友年度捐款倡议书《寸草报春晖》，倡议

每位校友每年捐款20元，支持母校建设。到2011

年百年校庆校友捐款率已经达到45％，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的前列。

服务校友是校友工作的根本。2003年11月，

校友总会章程中首次把“服务广大校友”作为校

友总会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校友工作

不断创新，校友总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服务校

友工作体系。“联络校友、服务校友、回馈母校、

育人为本”清华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

校友们在各自岗位上更好地发展，做出佳绩、造

福社会。

2006年1月，校友会发起了以“助困励学，

爱校育人”为宗旨的“校友励学金”工程。“校

友励学金”的建立，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体系”更加完善，使特困学生得到的资助力度有

较大提高，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方面

的负担问题。为使每年的资助资金来源有稳定的

保障，在2007年建立了“清华校友励学基金”。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得到了海内外广大校

友、校友会组织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体现了

广大校友“爱校感恩”和对母校人才培养工作的

大力支持，不仅从经济上支持了学生的成长，更

是学校精神文化的传承。

2007年7月7日召开六届一次理事会，校长顾

秉林会长主持，选举贺美英等9人为副会长，郭

樑为秘书长。

2009年7月开始实行校友“年级理事”制

度，使校友联络工作得到进一步落实。当年227

名2009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成为校友总会聘

请的首届年级理事。

校友联络是开展校友工作的基础。加强与各

地校友会的联系，取得他们对校友工作的支持。

组织校庆秩年校友返校、完善“年级理事”制

度，重点加强按地域和按行业来整合校友资源，

形成按年级、地域和行业联系校友的“立体”的

三维联系网络，至百年校庆，校友联络率已经达

到80％。

近年来，一大批以校友为主体的行业协会

和兴趣爱好团体相继成立，各种会议、活动和

比赛精彩纷呈。校友总会推出校友认同卡、开

办海外校友子女夏令营、组织访问新竹清华大

学等，在全方位服务校友的过程中，大大增加

了校友的凝聚力。

2010年10月30日，在海南三亚召开清华大

学第十四次校友工作会议。在校友座谈会上，大

家畅谈清华校友文化，展望清华未来百年的发

展，对母校百年华诞的庆祝活动建言献策，热烈

非凡。会议同时举行了“清华新百年展望”校友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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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总会历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届次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总干事）

第一届
（1981－1987）

刘达（1981.7—1983.5）
高景德（1983.5－1987）

施嘉炀、陈岱孙、
钱三强、钱伟长、

何东昌
何介人（总干事）

第二届
（1987－1991）

高景德（1987—1988.10）
张孝文（1988.10－1991）

陈岱孙、施嘉炀、
赵访熊、钱伟长、
钱三强、梅祖彦。
李传信（后增补）

吕森（总干事）

第三届
（1991－1996）

 张孝文（1991—1994.1）
王大中（1994.1－1996）

陈岱孙、施嘉炀、
赵访熊、钱伟长、
钱三强、梅祖彦、

李传信

承宪康（总干事） 

第四届
（1996－2002）

王大中（1996－2002）
名誉会长：陈岱孙、

施嘉炀、赵访熊、钱伟长

梅祖彦、李传信、
方惠坚、谢志诚、

承宪康
刘敏文（总干事）

第五届
（2002－2007）

王大中（2002—2003.4）
顾秉林（2003.4－2007）

贺美英（常务）、
梅祖彦、

方惠坚、承宪康、
刘敏文、陈希

郭樑（秘书长）

第六届
（2007－2012）

顾秉林（2007—2012.1）

贺美英、陈希、
陈吉宁、陈旭、

杨家庆、胡东成、
荣泳霖、承宪康、

白永毅。
胡和平（后增补）

郭樑（秘书长）

第七届（2012－） 陈吉宁（2012.1－）
胡和平、陈旭、

史宗恺、胡东成、
白永毅

郭樑（秘书长）

张孝文 王大中刘达 高景德 顾秉林 陈吉宁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校友总会

承担了繁重的校友接待工作，参与校庆重要活动

的组织、学校出版物的编辑出版等项工作，作出

重要贡献。

2012年10月27日召开七届一次理事会，陈

吉宁校长当选第七届理事会会长，胡和平等5人

当选副会长，郭樑任秘书长。

2012年7月14日，清华大学第十五次校友工

作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选举产生清华校友

总会第七届理事会，对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各项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地校友会进行了表彰。

美丽的校园，校友的影子无处不在，校友的

文化影响着校园文化。

位于大礼堂前大草坪南端的日晷，是1920

级校友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也是校园内最早

期的校友捐赠物之一。底座镌刻着1920级的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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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胜于言”，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风。

从位于综合体育馆西南端小广场上的喷水

塔（1919级校友捐赠），到重建的二校门；

从蒙民伟学长捐建的艺术教育中心和音乐厅，

到新百年的标志性建筑“新清华学堂”；从零

零阁、世纪鼎到灵璧石——漫步清华园，校友

捐赠物随处可见。清华藏战国竹简，更是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瑰宝。一直以来，海内外

校友纷纷出资支持母校建设。他们对母校的爱

心，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学校发展的

宏伟事业中来。校友捐赠不仅支持了学校的发

展，更是学校文化建设重要的组

成部分。

百年以来，校友对母校的

赞 颂 广 为 流 传 。 冯 友 兰 先 生

说，“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

生 中 最 幸 福 的 时 代 。 ”  季 羡

林 先 生 说 ， “ 清 华 园 ， 永 远

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

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王

淦昌学长说，“我觉得我很有

运 气 ， 有 机 会 考 进 了 清 华 大

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

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

读书。”杨振宁学长说，“我

走过世界上很多名校，清华的

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最深，清华

的校友凝聚力最强。我为自己

在清华受到的早期教育感到自

豪。”朱镕基学长说，“水木

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

终生难忘。”胡锦涛学长说，

“清华园里奋发向上的政治空

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

苦朴素的优良校风，深深地陶

冶了我们，指引我们走过了几

十年的历程，至今仍在我们身

上起作用。”他们说出了全体

清华校友的心声。

2013年5月，清华校友总会

荣获国家民政部联合类社团评估4A等级，是国内

第一批荣获此荣誉的高校。

校友工作是学校的核心工作之一，校友资源

永远是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学校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凝聚了校友们的支持和努力。校友会要更广

泛联系、团结广大校友，集智、集心、集力、集

资，为实现清华新百年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爱国奉献，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

我们走过百年，与母校携手共同前行；

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世界一流的辉煌！

年度校友捐赠总额柱图

七届一次理事会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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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次校友工作会议（校友联络座谈会）

会议名称
会议召开时

间
会议地点 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主要内容

第一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1988年3月29
日-31日

清华大学
27个城市校友代表及学校领

导参加。
介绍母校近况,交流各地校友组织的工作；座谈招生，转让科技成果、毕业生
分配招聘等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各地校友和校友组织的作用。

第二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1990年3月29
日-31日

清华大学
26个地区校友会代表及学校

领导参加。

介绍母校近况，汇报校友总会工作；座谈母校招生，毕业生分配、建立实践教
学基地、继续教育等情况；交流科技开发工作；讨论八十周年校庆活动；交流
各地校友联络工作。

第三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1994年3月30
日-4月1日

清华大学
30个城市校友会代表及学校

领导参加。
讨论如何进一步发挥各地校友会作用，加强校友联络，支持母校人才培养及科
技合作事宜。

第四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1996年3月27
日-29日

清华大学
31个城市的40名校友会代表

及学校领导参加。
加强母校与各地校友会的联系，加强各校友会之间的联络，进一步发挥各地校
友会的作用，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

第五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1999年4月5
日-7日

清华大学

各省市校友会以及港澳地区
和美国、日本、加拿大的47
个各地校友会代表，及学校

领导参加。

听取母校创建一流大学近况，参观校园建设，交流校友联络工作，酝酿90周年
校庆活动安排的设想。代表们希望今后能更多地了解母校情况，加强和母校联
系，特别是通过网络等现代化手段。

第六次校
友联络座
谈会

2000年12月
19日-20日

清华大学
48个省市校友会负责人共55

人及学校领导参加。

介绍了学校改革、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展情况，学校信息化和开展远程
教育的情况,校园建设的近况与发展规划,庆祝母校建校90周年活动筹备工作情
况和庆祝建校90周年有关宣传工作。部署2001年庆祝母校建校90周年的筹备工
作，举行了“清华校友网”开通仪式。各地校友会负责人汇报交流了校友会开
展活动的情况。

第七次校
友工作会

议

2003年3月29
日-31日

清华大学

42个省市区、香港、澳门特
区,及海外纽约、洛杉矶等
地的校友会负责人共58人及

学校领导参加。

介绍学校近况，介绍学校将进行纪念辅导员制度50周年系列活动的情况,郭樑
汇报了两年来校友会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校友工作的新思路。钱锡康做关于
年轻校友状况阶段调查汇报,赵金铎介绍了清华校友年度捐款工作，与会代表
对学校人才培养、加强学生思想工作、继续教育、重视加强母校和地区的合
作，改进校友会工作诸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第八次校
友工作会

议

2004年3月
23—25日

江西南昌
30个省市区及美国纽约校友
会负责人共50余人及学校领

导参加。

贺美英同志全面介绍了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情况,郭樑秘书长提出了
总会的四项重点工作:继续做好校友年度捐款工作;努力扩大《清华校友通讯》
和《清华人》的发行；推动行业校友之间的交流；加强校友网站建设

第九次校
友工作会

议

2005年8月
27—28日

四川成都
上海等41个地方校友会的50
余位代表及学校领导参加。

郭樑秘书长做校友总会工作报。充分发挥校友会和校友资源的优势，群策群力
引导毕业生正确择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成为本次会议的鲜明主
题。召开首届“自主创新与国际化”——清华校友论坛。

第十次校
友工作会

议

2006年8月
26-28日

河南洛阳

来自总会、全国各省市和纽
约等50多个地方校友会代
表，学校各有关部门的负责
人共150人出席了会议。

大会对32名优秀校友工作者进行了表彰。秘书长郭樑做校友总会工作报告，校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介绍了教育基金的组成和使用，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祁金利介绍了学校就业引导的基本情况。举行了“自主创新与国际化”——洛
阳论坛。 

第十一次
校友工作
会议

2007年11月
17-18日

广州番禺
和东莞

校友总会负责人和来自内地
和香港以及美国的50多个校
友会代表近150人、清华大
学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会议。

秘书长郭樑汇报了近年来校友工作取得的进展，并提出迎接母校百年校庆的工
作目标。召开了“科技创新体系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主题论坛。与会嘉宾就
“创新体系中的企业主体”和“创新体系中的园区建设”两个专题进行了对
话。在东莞举行了励学金工作会议。

第十二次
校友工作
会议

2008年11月7
日-9日

重庆

来自海内外53个校友组织的
140余位代表、清华大学领
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

议。

会议既是一年来校友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更是百年校庆筹备工作的启动总动
员。举行了“清华校友与开放经济论坛”。

第十三次
校友工作
会议

2009年11月
15日

清华大学

来自海内外64个地区校友组
织的约110名代表，校友总
会理事52人、15位特邀代
表,以及清华大学领导和有
关部门、院系负责人、教师

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采用全体会和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校友工作、百年校庆和人才培养等问
题展开讨论。学校将在2010年4月至2011年7月举办“百年校庆年”。授予对
“两刊一网”做出突出贡献的14位校友“清华校友紫荆奖”。同时召开校友总
会理事会全体会议。理事会增补胡和平为校友总会副会长、增补邓俊辉为副秘
书长。

第十四次
校友工作
会议

2010年10月
30日

海南三亚

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国、英
国、新加坡的60多个清华校
友会120多名代表、清华大
学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成员出

席会议。

清华大学企业合作委员会与海南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省校合作协议。总会秘
书长郭樑做工作报告，今年台湾和西藏相继成立了清华校友会，至此，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都有了清华校友会，包括国外10多个国家的
50多个清华校友会，全球已有200多个清华校友会。举行了清华校友论坛，论
题是“低碳经济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清华新百年展望”。

第十五次
校友工作
会议

2012年7月14
日

新疆乌鲁
木齐

来自总会和海内外50多个清
华校友会组织的负责人、清
华大学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150多人出席会议。

选举产生校友总会第七届理事会，对在百年校庆各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
地校友会进行了表彰。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作校友工作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史
宗恺通报了近年来学校学生工作和毕业生就业引导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举
行了“新疆区域发展论坛”和“校友工作研讨会”。“校友工作讨论会”分三
组，围绕“组织建设”、“校友活动”和“校友发展”三个专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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