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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叶茂的清华经管学院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的大厅里，静静伫立着一尊陈岱孙先生的塑像。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陈岱孙

的生命与清华大学、与清华的经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清华大学前任校长王大中在2000年此塑像揭幕式上说道：“今天的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同1926年建立的以陈岱老（注：陈岱孙先生尊称）为系主任的经济系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

1926年经济系初建时，只有教授2人、讲师1人、学生8人，发展到1952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培养了1500多名毕业

生。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经济系并入其他院校。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恢复设立经济管理工程

系，当时只有教师10人。1984年，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当时在校生规模不到200人，经过26年的发展，截至2009年9

月，学院在校学生达3932人，全职教师135人，毕业生共15000多人。

从一个势单力薄的系发展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走过了几经波折却连绵不绝的发展历程。它的根深

植于84年前的经济系，枝叶繁盛于今日的经管学院。清华经管学院始终与国家的变迁和时代需求联系在一起，始终肩负

服务社会、培育英才的使命。从经济系首任系主任朱彬元到陈岱孙，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到赵纯均、何建坤、钱

颖一，清华经管学院依靠一批卓有见地的名师，培养了大量治国兴业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初创成气象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之时，按

中等科、高等科各4年进行留美预备

学习，打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本来规定80%以

上的学生要留学理工科，但当时百业

凋零、民不聊生，很多学生都有志于

振兴经济。1921年，社会科学部就逐

步开出了经济概要、经济学、商业组

织、劳动法、商用数学、币制银行、

经济地理等经济管理课程。根据清华

大学《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

从1909年开设游美肄业馆到1929年

留美预备部结束，清华留美学生共计

根深叶茂的清华经管学院

○ 本刊记者 关娟

1279人，学习人文、社科者48.4%。其

中，学习经济科的267人，占20.6%，

1930年清华成立经济学会，前排居中高个者为陈岱孙教授

清华学堂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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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科中最多。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

1926年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其中就

包括经济学系，由清华学校1916级毕

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朱彬元

担任系主任。经济系初建时，只有教

授2人、讲师1人、学生8人，但朱彬元

在谈到经济学系成立缘由时说：“盖

政治经济互相表里，自古以来，谋国

之道，未有忽视民生重计，而能长治

久安者”。经济学系的课程分为经

济、商业两组，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和

企业经济。在课程编制上，效仿哈佛

大学的做法，“科目不求其多，而求

陈岱孙先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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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材料充实，范围广大，这一科得兼

数科之用。”192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

国立清华大学，聘任1920级毕业生、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陈岱孙为系主任，

他在第二年兼任法学院院长、法科研

究所长和经济学部主任。自此，陈岱

孙与清华经济学科结缘，并为此贡献

了大半生的心力。

由于国家对经济学科发展的需

要，经济系自成立以来发展很快，上

世纪30年代，全系教师已从初期的3人

增至10多人，开出课程20多门，并分

为理论、财政、银行、会计、统计、

国际经济6门（组），以便学生根据自

己志趣加以选修。1929年到1937年，

经济系本科生一般有100多人，最多

时148人，毕业生共259人，研究生

先后也有24人，在全校各系中都是最

多的。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的清华大

学，已成长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与南开大学等在云南昆明组成了

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成立了法商

学院，包括经济学系、商学系、社会

学系等。由于三校合并，师资雄厚，

先后在经济学系任教的有教授14人，

讲师、教员、助教30人。全系开出的

必修课有7门，选修课多达41门。从

1938～1946年，经济学系是全校各

系中学生人数和毕业人数最多的一个

系，约占全校1/5。经济学系共有毕业

生774人，商学系也有159人，两者合

计约占全校毕业生的1/4。

抗战胜利后，师生们陆续北返，

1946年10月，清华园开学复课。复原

以后，陈岱孙仍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兼

法学院院长、法科研究所所长。全系

开出课程为22门，1947和1948两年，

经济学系毕业生90人，仍居全校各系

之冠。

1948年12月，清华园先于北平解

放，经济学系成立教学改进委员会，

明确任务、调整课程。根据新民主义

建设需要，经济学系分为统计、会

计、财政、金融4个组，并计划逐步分

为4个系。同时，经济学系与人民银行

合作，建立两年制的银行专修科，为

各级人民银行培养急需的金融干部。

从1949到1952年，教师约20人，经济

学系毕业生共158人，加上银行专修科

70人，共228人。

动荡育英才

在1926～1952年不到30年的发

展历程里，清华经济系以培养领军人

才、服务祖国社会为宗旨。在清华学

校早期，经济课程由美国教师讲授，

后来是先留美的学生教后留美的。改

为大学后，经济系每年至少聘任5名

以上留学西方名校的优等生为专任教

授。这些教授学贯中西、长于融合，

崇尚“通才教育”，强调学生具有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知

识，“不贵乎有专技之长”。

1935年毕业、1941年返校的徐

毓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第一位中国

哲学博士，也是凯恩斯亲自教过的三

个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国内第一次翻

译出版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

通论》，把凯恩斯主义带到中国，并

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张伯伦

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以

及凯恩斯的《通论》为基础，于1947

年编出讲义并开出课程《当代经济理

论》，比类似结构

的萨缪尔森的《经

济学》早两年。

国 际 知 名 经

济学家和计量经济

学家刘大中，在取

得康奈尔大学经济

学博士后，到清华

讲授数理经济学和

数理统计学，同时

悉心研究中国经济

问题，发表一系列

学术论文。他是在

《美国经济评论》

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

传记的唯一中国人。

在金戈铁马的革命时代，这些

以聪明才智和学问报国的经济系师生

仍坚持学术研究。1928年，罗家伦

校长指出：“研究是大学的灵魂”，

“大学里的研究……在增加人类知识

的总量与民族生存的能力。”因此，

尽管当时战争不断，经济不振，财政

拮据，学校收支根本没有科研费这

一项，经济学系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教

师从事各项研究工作，编写学术专著

（译著），发表学术论文，并达到较

高的学术水平。

到1952年，经济系培养的毕业生

达1500多人。他们有的为革命事业冲

锋陷阵，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

的致力于学术研究，为探究国富民强

之道呕心沥血。

施滉、冀朝鼎、徐永瑛是1924

级同班同学，他们在“五四”运动后

组织进步学生团体唯真学会，提出

“政治救国”的主张。1927年，他们

成为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

党员。1934年，施滉壮烈牺牲；解放

后，冀朝鼎成为人民政府中央银行首

任行长，徐永瑛成为新中国首批外交

官。1944级的刘国志是小说《红岩》

中刘思扬的原型，他在西南联大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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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50周年校庆时，冀朝鼎（左）与蒋南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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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投身革命，矢志不渝、表现坚强，

于1949年不幸牺牲。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

整，清华大学从综合性大学变为多学

科工业大学，经济学系先调到中央财

政经济学院，第二年分别转往北大和

人大，只留下少数教师作为基础，组

成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进行全校学生

的公共政治课教学。直到改革开放以

后，才以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企业组

织与计划教研组的部分教师为骨干，

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又在这

个系的基础上成立经济管理学院。

改革催新生

“你们不仅选择了清华，而且也

选择了经济类与管理类学科作为你们

本科的专业。……中国正在发生着历

史性的变革，不仅改变着中国，也改

变着世界。回顾过去的将近30年中国

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

发展的历史。……变化中的中国呼唤

着众多经济类、管理类的英才。应该

说这是市场需求最强劲的学科。……

同学们选择的经济与管理，是一个可

以大有可为广阔的平台。”这是清华

经管学院的现任院长钱颖一在2007级

本科迎新大会上的致辞。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迅速推进，经济与管理类学

科蓬勃发展，时代的需求使清华经管

学院重焕生机。

1979年上半年，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工程系建立，董新保、傅家骥分

别担任正、副系主任，第一届16名研

究生入学。当时提出的建系方针是：

“应发挥清华的特点，要与文科财经

类专业有所区别和分工，学生在具有

系统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知识的同

时，还应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知识和

现代化管理手段……学生应按理工科

要求招生。”

1980年，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

业本科生31名入校；1981年，第一届

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开学。1982年，

经济管理工程系开始着手建院，并得

到了当时校长刘达等领导的大力支

持。1984年5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成立大会召开，时任国家经委

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

当时的经管学院，在校生不到

200人，只有管理信息系统一个本科

班，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实验条件极

差，但与这些外在的物质困乏相比，

经管学科如何发展、如何办好学院等

内在问题更为紧迫。1984年正值中国

改革开放的兴起阶段，计划经济逐渐

向市场经济转变，现代意义上的管理

教育在中国也是刚起步，要在一个变

化的环境中从事未知的事业，当时的

经管学院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国际展锋芒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

管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已经跨越国界，

针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发展，朱镕基指

出了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

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

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是要敢于借鉴、

引进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

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结合中

国的国情，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

院。”自此，“跻身世界一流经管学

院之列，造就未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

的商业领袖，贡献学术新知，以推动

民族经济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了清华

经管学院的使命。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

华校训也鼓舞了当时的常务副院长赵

纯均和全院师生：“我们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因为我们是清华”，

“要办好经管学院，就必须加快学院

国际化的步伐，敢于学习借鉴世界上

一切优秀管理学院的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我们在国际合

作中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

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注

意在国际化的同时进行本地化。”赵

纯均介绍说。2006年10月，拥有25

年海外背景的著名经济学者钱颖一成

为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他认为

“一所国际化的经管学院，至少应包

括三个方面：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

的课程、国际化的师生”。

在这些指导思想下，清华经管学

院获得了一系列突破，在短时间内迅

速发展：

1991年，清华经管学院成为全国9

清华学堂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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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学院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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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首批试办MBA学位教育的院校之一；

1992、1993年先后提出“调整

结构，扩大规模，提高师资，争取资

源”的办院方针，积极发展以MBA为

主产品的包括金融财务、会计等市场

经济急需的专业；

2000年10月，清华经管学院顾

问委员会成立，该顾问委员会由50余

位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

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

长，以及我国政府及财经部门的领导

人组成；

2001年底，清华经管学院高级管

理培训中心成立；

2002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成为

我国首批试行培养EMBA的高等院校之

一；

2005年，清华经管学院的现代管

理与技术创新研究基地成为教育部批

准的70家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之一，成为清华大学建设一流大学

的一个重要举措；

2007年，清华经管学院获得国际

商学院联合会（AACSB）的认证；

2008年，清华经管学院通过欧洲

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IS的认证；

2009年，清华经管学院开始实施

新版清华MBA和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2010年，2011年MBA招生改革正

式启动，信息战略一期工程建设完

成……

目前，清华经管学院共有8个系、

20个研究中心、5个实验室、8个博

士点和3个国家重点学科，毕业生共

15000多人，是清华最大的学院。清

华经管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优秀

的办学环境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目前在校的外国学生有281

位。经管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遍及世界

各地，在金融、经济、管理等各领域

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长中的清

华经管学院，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的

经管学院的目标不懈努力。
（感谢黎诣远老师对此文提供的帮助）

清华经管学院发展历程

链接

源流

1926年		 经济学系创建。

1928年		 陈岱孙出任经济学系系主任。

1952年				 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经济学系并入其他高校。

前身

1979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建立；	

	 开始招收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

1980年		 开始招收本科生。

1981年			 开始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

历程

1984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

1986年		 获得“系统工程”和“技术经济”博士授予权；

	 “经管老楼”（即文南楼）落成并投入使用。

1991年		 全国试办MBA学位教育，清华开始招收首届MBA学生。

1997年		 学院迁往由利国伟夫妇捐资建成的伟伦楼；

	 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的“国际MBA”招收首届学生。

1998年		 获得“数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博士授予权。

2000年		 顾问委员会成立，朱镕基院长担任名誉主席；

	 获得“工商管理”博士授予权。

2001年		 赵纯均担任第二任院长；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数量经济学”三个学科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

	 		与哈佛商学院合办的“清华－哈佛高层经理研修项目”正式开办。

2002年		 成为首批正式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教育的学院之一；

	 由伍舜德先生捐资的舜德楼落成并投入使用。

2003年		 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年		 隆重举行建院20周年庆典活动。

2005年		 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兼任第三任院长。

2006年		 钱颖一担任第四任院长；

	 获得“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7年		 通过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的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得此认证的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数量经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8年		 通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EQU IS的认证，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获此认证的	

大学商学院。

2009年		 实施新版清华MBA培养方案；

	 实施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2010年	 信息战略一期工程建设完成；

	 正式启动2011年MBA招生改革。

四位院长合影，左起：何建坤、朱镕基、钱颖一、赵纯均

清华学堂 ACADEMY
经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