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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王孙禺教授（图）

[ 作者 ]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 单位 ]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 摘要 ] 王孙禺，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达的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现状

与趋势研究》, 参加中国工程院《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课题专家组成员，第一课题组负责人。97年8月完成，已报国务

院；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的综合研究与试

验》。 

[ 关键词 ] 清华大学;教育;教授

       王孙禺，男，教授。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  1960.9—1968.12 清华大学附中初中、高中曾获银质

奖章、曾任清华附中学生会主席  1968.12—1978.2 山西省太谷县 插队; 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工人  

1978.2—1982.7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生物医学仪器及应用电子学专业 本科（77级、电师七） 曾获

系、校、北京市三好学生，获全国大学生优秀毕业设计  1982.7—1986.9 清华大学电机系 教师、在职

研究生  1986.9—1993.9 清华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曾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做访问学者   1991.11—1993.9  

1993 .10—1995.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93 .5—1997.10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

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97.11-2000.1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副系主任  2000.10—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教学介绍： 研究生课程：“高等教育管理”、“组织理论与教育管理”、“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指导硕士研究生：已毕业9人，未毕业6人；联合指导研究生若干人 教材

编写：《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文科计算机应用》翻译教材：《理解与管理公共组

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非盈利性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科研情况：参加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达的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其中分报告《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回顾、现

状与展望》,主要执笔人；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我国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主要特征及途径的研究与

试验 》, 主报告执笔人之一；参加中国工程院《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课题专家组成员，第一课题组负责人；分报告执笔

人；97年8月完成，已报国务院；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高

层次人才的综合研究与试验 》。已完成；承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级重点研究课题 《中美德高等工程教育与国家工

业化的关系的比较研究 》。已完成；承担北京市“九五”教育研究重点课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21世纪高等教育观念和模式的若干

影响 》。已完成；承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外高等工程教育与国家竞争力 》。已完成； 承担国家计委

“十五”教育发展重点专项规划起草、国家计委重点研究课题《教育质量：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已完成；承担国家外国专家局

软科学研究课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智力引进对策研究》。承担中国工程院课题《开发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被聘

为课题专家工作组组长。已完成；承担中国工程院课题《中日韩三国工程教育比较研究》，已完成；承担中国工程院课题《21世纪初我国

工程师培养的重要性极其培养途径的研究》；承担国家外国专家局软科学研究课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智力引进对策研究》；承担或参

加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多项。著作论文发表情况：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看美国公立大学的若干社会职责和特点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1994年第2期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高等教育 1995年第5期近年来美国工程硕士计划改革动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6年第2期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思考 中国教育报1996年11月16日工程教育适应性体制设计报告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工程教

育 清华大教务处编1996.1  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的重要使命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7年第2期我国高教人才培养目标的若干特色 清华大学教

育研究 1997年第3期关于高等学校提高人才素质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1997年第6期  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8年第3期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当前国际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新走向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8年第4

期网络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来自清华大学的报告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6日大学之道：叶企孙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9年第1期从“西学东渐”到教育国际化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世纪的呼唤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 公共管理学浮出水面北京人事

行政管理1999-7 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 科教兴国与工程教育改革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1 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新华

文摘1999－9（收录）祖国大陆与台湾高等教育体制的宏观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The Analysi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mployment costs in China， Current Issus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000.4 关于通过网络开展远程继续教育的思考中国远程教育2000年第8期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数

学与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高校师资成本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12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研究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 发展网络教育 适应多样性教育的需求中国远程教育2001年10月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工程教育改革——来自清

华大学的工程教育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研究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28日智力引进：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国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高

校教师教学评估结果处理初探 江苏高教2002年第1期获奖情况：1988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获清华大学校级先进工作者奖励1996年获清华大学1994－1995年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清华大学校级

先进工作者奖励、清华大学“清华之友—优秀教师一等奖”1998年获清华大学1996－1997年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教学会教

育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年 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2001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特别奖（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等）2002年获清华大学。联系方式：传真：010-

62784663（O） E-mail:sunyu-eri@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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