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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历史、发展与未来的深度融合
由于笔者来自于四川，故对中国矿业大学在四川华蓥山时期的历史尤为感兴趣。虽

《中国矿业大学简史》中有这段历史的记录，但过于概括，未得所愿，心生疑惑，因而

以其为源作此论文来深入了解。

一、 引言

中国矿业大学（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简称 CUMT），作为中国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所重要院校，历经多年发展，培养了大量矿业工程及相关领域的人

才。虽然这所大学的历史与徐州市紧密相关，但其与四川省的渊源亦不可忽视。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学校的部分办学活动和学科建设曾转向四川省，为四川

省乃至全国的矿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的历史渊

源，分析其在四川时期的办学模式、学科发展及地方经济的互动，并展望未来双方合作

发展的潜力。

二、 历史渊源：四川与中国矿业大学的初步联系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09 年成立的焦作路矿学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以矿业、冶金、能源为特色的综合性工科学校。与四川的联系，可以

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恢复高考之际，学校因国家产业

布局需要，部分学科和办学资源曾向四川迁移。

1. 四川的矿业背景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尤其是煤炭、天然气及有色金属等

资源储量丰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改革初期的能源需求激增，四川

省的矿业产业需要大量技术、管理以及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中国矿业大学的矿业工

程技术优势与四川的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形成了天然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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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的迁移与发展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受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和地区发展需求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

部分教学资源和学科在四川省设立了分校，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是在四川的煤矿

区，学校与当地煤矿企业合作，为其提供矿业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这一时期，学校不

仅通过教育提供矿业领域的技术支持，还通过多方合作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 四川时期的办学模式与学科发展

1. 办学模式的调整与地方产业结合

四川作为学校办学的新基地，其矿业特色为当时的中国矿业大学提供了与地方产业

深度结合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学校通过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的合作，推动了“产学研

结合”模式的发展。四川矿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极大，而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师

资力量成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校企合作，不仅加强了学科建设，还

提高了教学的实践性，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国矿业大学特别注重矿业工程、煤炭工程、机械工程等学科的

培养。这些专业的知识体系不仅为四川的矿业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促进了学校与地

方企业、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这种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成为四川矿业和能源

产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手。

2. 学科设置与课程改革

四川时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与改革，特别是注重结合

实际生产需求。课程内容开始从传统的矿业基础课程，向更多的现代化矿业技术和管理

课程拓展。例如，煤炭工程、矿井安全、矿业自动化等新兴领域的教学逐渐得到了重视。

此外，学校还加强了跨学科的培养，逐步开设了如环境保护、资源与环境管理、矿山机

械自动化等课程，为行业培养了多方位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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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在四川时期还注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与地方矿业企业的深度合作，

学生能够参与到矿山勘探、资源开采、环境监测等实际项目中，这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

也让学生能更好地与行业需求对接。

四、 四川时期对学校发展的深远影响

1. 四川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互动

四川时期的办学实践为中国矿业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学校开

始注重不仅培养矿业技术人才，还注重培养矿业管理、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的综

合性人才。这一理念为后来的教育体系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川时期的办学经验表明，高校的教学与地方产业结合能够促进专业教育的升级。

许多毕业生进入了四川省的煤矿、冶金及能源企业，成为了行业骨干。这不仅提升了地

方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全国矿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

2. 四川地区的矿业技术进步

通过与四川的企业、政府合作，学校不仅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还推动了四川地区

矿业技术的进步。例如，在煤矿安全、矿山环境保护及矿山自动化等领域，学校的科研

成果在地方矿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推动了四川矿业行业的现代化。

3. 学校与地方经济的互动

中国矿业大学在四川的办学，不仅是教育活动的延伸，更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学

校通过技术和人才输出，成为了四川地方矿业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的助推器。四川省政府、

企业与学校的多方合作，体现了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 未来展望：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的合作潜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与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四川省的矿业行业仍然面临着

新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的深度合作仍然具有广阔的前景。



《矿大记忆与大学文化》课程作业

5

《矿大记忆与大学文化》课程作业

1. 创新与科研合作的深化

随着国家对绿色矿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重视，四川的矿业行业正面临着转型升

级的需求。中国矿业大学作为矿业学科的领军者，可以与四川的矿业企业展开更深层次

的科研合作，推动绿色矿业技术的创新，助力四川省矿业行业向更加环保、高效的方向

发展。

2.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

四川省依然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在未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矿山工程管理及

环保领域，仍需大量具有专业背景的高级人才。中国矿业大学可以继续加强与四川省政

府和企业的合作，开展定向培养，精准对接地方产业的用人需求。

3.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可以通过推动四川省与其他矿业大省的合作，形成区域性的矿业科技

创新联盟，加强跨省区的协同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四川作为能源重地，

其矿业行业的发展需要学校继续发挥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的优势。

六、 结论

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省的合作，既是教育与地方经济融合的典范，也是矿业行业发

展与创新的推动力量。四川时期的办学经历，不仅为学校带来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也为

四川省的矿业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与人才支持。随着全球矿业行业不断面临新挑

战，未来中国矿业大学与四川的深度合作，必将在矿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及地方经济

转型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