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历任校长小传 

 

董   泽 

董泽（1888-1972），字雨仓，男，云南云龙人，白族，1922 —1930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1907年到昆明云南贡院求学，次年考取留日公费生，攻读于东京同文书院。留日期间加入孙中山

创建的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12 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各科，1915年回云南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再度回到美国续修学业，1920

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董泽即向云南省都督唐继尧建议在云南创办大学，唐欣然答应并委托董泽和当时的教

育司长王九龄等共同筹建。1921年，云南发生政变，唐继尧出走，大学筹建中辍。1922年，唐继

尧重主滇政，大学又重新开始筹备。 

筹备期间，董泽拟订了《东陆大学筹备处简章》，筹措了经费，选定了校址。1922年12月8

日，省公署正式批准私立东陆大学成立，董泽被选举为首任校长。 

董泽任校长期间，广聘欧美、日本及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办学和任教 ,他倡导民主办学，注重

学术研究，提倡因材施教，反对读死书。他团结全校教职员工，艰苦奋斗，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

增建校舍、购置设备、充实图书，把学科与地方特色及需要结合起来，通过几年的努力把东陆大

学办成政治、教育、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多科性综合大学。1927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 

1925 年董泽被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他历任东陆大学校长、云南教育、交通、财政

司长及富滇银行总办、云南省政府顾问。解放后，董泽曾任云南省人民代表，高等教育委员会委

员、省政协委员，常委，省政府参事等职。 

 

 

华秀升 

华秀升(1895-1954)，男，云南通海人，蒙古族。1930 — 1932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19 年

被送到美国米苏里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 获学士学位，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经济

学，获硕士学位。 

1924 年回国后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历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云南省

省务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省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华秀升在曾“五四”运动中参与北大同学游行示威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在师生

中组织义勇军，出版《东陆特刊抗日专号》。1949年云南起义时，坚决拥护和支持卢汉起义。1954 

年病故。 

华秀升云南大学任校长期间 , 提倡民主作风 , 采取严格的学分制 , 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设立学生自治会和学监，积极倡导学术思想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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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瑶 

何瑶（1894-1968）, 男 , 云南石屏人，汉族。1932 —1937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15 年

到同济大学医工专门学校学习 ,1917 年到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1921年获机械工程学

士学位，之后几年在美国各地实习考察。1925年回国后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1926—1930年历

任东陆大学会计长兼数学、热机关学教师、理工学院院长。1932年秋华秀升校长辞职后,任东陆

大学代理校长。  

何瑶任校长期间 , 经历云南大学从省立东陆大学到省立云南大学的两个时期，他对机构进

行了调整，增加了法律系、数理学系和教育学院。1934年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后，何

瑶又对院系进行了调整，成立理工学院、组建文法学院、医学专修科，在教育系下设立图书馆学

课程，开设了专门的军事管理课程，恢复了停办5年的云大附中，为增加教学设备也做了大量工

作。 

何瑶任校长期间正值爱国师生积极组织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件的宣

传活动和多次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爱国民主运动, 何瑶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后来，

何瑶历任云南五金二厂厂长，云南省建设厅农具改进所所长，模范工艺厂厂长，民革云南省侯补

委员等职。 

 

 

熊 庆 来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男，数学家，云南弥勒人，汉族。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

我国近代数学教学开创人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37—1949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1906 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学习，1913 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及法国留学，获理科硕士

学位；1921年应聘到南京大学创办算学系；1926 年应聘到北京，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1930 年

创办了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1932 年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

议。1933年熊庆来著名的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亚纯函数》中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

誉为“熊氏无穷级”。 

1937 年，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聘请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敬

恭桑梓”。放弃了清华大学优越的科研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到落后的边疆大学任校长。熊庆

来任职后，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要重视高等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

百年大计”，大学教育乃为“建国大业预储人才”，应予大力扶持。他主张把当时尚属云南省立的

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以国家力量，促其发展”。经他的努力争取，云大于 1938 年改为国立。 

熊庆来总结在东南、清华大学办系经验，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在办学方向

上，他认为：必须尊重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并从云南地方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出发，明确表示

云南大学的使命为“培养中学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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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中心。”同时提出“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严格考

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5条改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

他强调云大要培养的学生是基础广泛厚实的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通专门人才。这一办学宗旨与政府

提出的“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的宗旨是

相符的。 

他把“慎选师资”作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的首要条件。他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带，

以聘请、借聘、设讲座等方式，延揽了一批专家教授来云大任教。如数学家何鲁、植物学家严楚

江、土木工程专家李炽昌、语言文学家闻在宥、古典文学家施蛰存等共二十四人，使云大的教师

队伍面貌一新。 

1938 年以后，清华、北大、南开相继迁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一些研究机构也纷纷迁来云

南，昆明成为抗日后方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熊庆来抓住这一时机，延揽了大批著名学者来校

执教。如刘文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

尚钺、彭桓武等。教师队伍的壮大、师资水平之高，在云大历史上达到鼎盛。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部分教师将随原单位复员离开云大，为保证云大师资不匮乏，熊庆

来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争取云南籍教师继续留在云大；二是延揽一批不能或不愿北迁的学者专

家；三是争取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到云大；四是培养本校青年教师和各系成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

做助教，争取各方面资助一批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后返校服务。因此，西南联大等机构北返后，云

大的教师阵容依然较为整齐，到 1949 年，仍有教授 140 多人。 

云南矿藏丰富，又是动物、植物王国。熊庆来任校长后，他强调办学“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

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他在扩

充院系学科时，既重视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又注意云南地方的条件和需要，他着重发展了采

矿冶金和生物学，特聘请采矿专家张正平、冶金专家蒋导江，加强矿冶系。聘请植物学家严楚江

筹建植物系，随即扩充为生物系。在熊庆来的辛勤耕耘下，到 1946 年，云大已从一所只有两个

学院 6 个系、1 个专修科的大学，发展成为有五个学院 18 个系、3 个专修科、3 个研究室及附属

医院、附属中学、先修班、疗养院、天文台、农场、林场等学科门类齐全，设备图书均较完备的

国立大学。已与当时其他国立大学缩短了教学质量的差距并被国际承认。在 40 年代，云南大学

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英国大百科全书收入中国大学条目，

国际美洲学会 29 届年会召开时，美国国务院通令其驻昆领事函请云大派员参加。 

对学生的要求，熊庆来提出：“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毕业生之下，而为国家有用之才。”

他整顿学风，整饬校纪，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注重学生平时学习成绩，修改

制定了学则。为了提高入学学生的素质，规定了入学录取分数线。熊庆来不但注重学生的质量，

也注意扩大学校规模，增加入学人数，到 1949 年，在校学生已达 1500 人，比 1936 年的 302 人，

增加了 5倍。 

熊庆来办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研究风气。他不仅在讲课、行政繁忙中挤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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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从事函数论的研究，还积极推动数学系教师的科研活动。熊庆来还支持文科成立了“宪政研究

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自己带头并推动理科教师参加“中国科学研究

会”在云大组织的学术活动；支持成立了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文史版

一、二号 2 期，第二类数理版 1 期。熊庆来、吴晗、张荫麟、冯友兰、方国瑜、姜亮夫、陈省身、

庄圻泰、王士魁等都刊登了文章。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其生命表现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

之成绩，钻研结果，与夫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

力”。其实质是要求学生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这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求新”、

“求真”精神的体现。为了云大的发展，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

求得资助。使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图书、设备购置得到增加和补充。 

熊庆来在改革云大管理体制时，吸取清华大学经验，建立了三会（校务会、教务会、教授会）、

三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五院（文法、理、工、医、农）体制，改变了过去集大权于

校长一身的做法。形成了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体制，极大地调动了教授办学的积极性。 

1949 年 6 月，熊庆来赴广州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接着被教育部指派为中国 5 人代表团

成员之一，飞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大会。在法期间得知国民党解散云大，而留居巴黎，

潜心研究数学。台湾当局曾多次通过陈立夫邀他赴台，他不为所动。1951 年，熊庆来先生不幸

中风右手偏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练习左手写字，继续做了大量的数学研究工作，在法国的《数

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学论文 10 余篇。 

1957 年 6 月，熊庆来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回国，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

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9 年 2 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终年 76

岁。 

 

 

秦瓒 

   秦瓒（1898—1988），字缜略，男，河南固始人，汉族。1950—1951 年任云南大学临时校务

委员会主任委员。 

    秦瓒1919年考取公费留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26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

在河南大学经济系、北京社会调查所、北京大学任教和任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秦瓒到

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他讲授生

动、逻辑性强，像作讲演，深受学生喜欢。他还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经常出席学生的集会，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受爱国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被称为“红

色教授”。 

云南解放初期，云南大学组成了由 11 人参加的云南大学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选举秦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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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任委员，9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秦瓒为云南大学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负责过

渡时期的校务工作。在这期间他主持了恢复教学秩序、评定职称、院系调整等一系列工作，到北

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还带队到农村参加清匪反霸和土改工作。为云南大学的建设和云

南省高等教育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秦瓒历任云南大学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经济系主任、西南军政委员

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云南省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云南省教育

工会副主席、云南省人民代表、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主委、九三学社辽宁省委顾问，云南省政协第

一、二、三、四届常委。1988年3月秦瓒在大连去世，享年80岁。 

 

 

周保中 

周保中(1902-1964)，男，云南大理人，白族。1951—195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周保中1923年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 ,1925年到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8 年底,受中共中央派谴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学习。1932 年 2 月,

任中共满州省委委员、军委书记。1935 年冬,创建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

军第五军, 周保中任军长兼党委书记。1937 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1945年抗战胜

利后 , 先后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解放

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 云南大学校长 , 第一、 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 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周保中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育改革，使旧的教育事业转变为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他首先进行工资改革，成立了工资评定委员会，实行“工资分配制度”，稳定了

职工收入，使教师更安心工作；为了学校的发展，周保中还积极进行征地工作，经多方努力，学

校的征地计划得到落实。与此同时，学校成立了思想改造委员会，着重帮助知识分子树立革命的

人生观，顺利完成了过度时期师生的思想改造。 

 

 

李广田 

李广田( 1906-1968), 男，山东邹平人，汉族，教育家，诗人，教授，中共党员。1957—1960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李广田，1929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学习英、日、法文。1935 年大学毕业回济

南教中学。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6 年到南开大学任副教授 ,1949 年到清华大学中文

系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 

1952 年，李广田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956年，李广田被选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195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主持云南大学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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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云南大学教学、科研较好的时期之一，他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努力调动政工队伍的积极性。

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0年在反右斗争中，李广田因为表示了一些对大跃进的看法，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降为副校长，“文革”中，李广田整理的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被视为大毒草，遭受了非人的

折磨和摧残，1968 年被迫害致死 。 

1978 年党和人民为李广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广田教授长期从事诗词、散文、文学评论、创作和研究，他的代表作有《画廊集》、《雀

记》、《欢喜团》、《金坛子》、《灌木集》、《春城集》、长篇小说《引力》以及对少数民族

民间文学进行整理研究的长诗《阿诗玛》和《线秀》等。 

 

 

高治国 

高治国(1914 —1998) ,男 , 汉族 ,中共党员。山西五台人。1960 —1964 年任云南大学校

长。 

高治国，1936 年毕业于山西省代县师范学校 , 同年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 年

考入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33 师、32师政治委员和川东大竹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后曾任四川川东大竹地委书

记、川东大竹军分区政治委员，国务院燃料工业部西南电管局局长、党组书记，云南省基本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水利电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 中受到迫害 , “文革”后先后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 

高治国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 ,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 , 使学校工作转移

到教学这个中心上来，强调治理学校要依靠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积极性，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

养，促进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发展，使云南大学进入了人们常说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胡泮生 

胡泮生（1917—2002），男，中共党员，山东博平人，1964—197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胡泮生曾在博平县育英初级中学和省立济南高级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

济南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便积极投身革命, 历任八路军

先遣纵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华山工作团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六团、

二团政委及第十一团团长兼政委 , 五十一师一五三团政委。解放后 , 历任中共贵州省安顺地委

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工业局副局长、中央轻工部办公厅主任、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云南省计委副主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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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泮生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 , 着重对稳定教学秩序,改善教学和科研的工作条件 , 提高教

学质量诸方面做出努力。特别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建政工队伍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粉碎 “四

人帮”后，给一大批师生职工的冤假错案以彻底平反 , 恢复了名誉。他在“文革”期间 , 受到

了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刘披云 

刘披云（1905-1983）， 男 , 中共党员，四川岳池人，1978—197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27 

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 , 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被杀害，刘披云奉中共中央之命和傅烈等

同志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历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川西特别委员会书记、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六大代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教育处长、延安大学教育

处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代理延安大学副校长、哈尔滨特别市政府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交通部

秘书长等职。 

刘披云于 1935 年被派到日本学习 , 翻译了 《唯物史观日本经济》和《历史唯物论》等著

作。 

解放后 , 刘披云曾任川南行署副主任兼川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川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

长、中央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司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副省长、中央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司长、

南开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

校长等职 , l983 年 5 月在昆明病逝。 

刘披云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 ,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一手抓教学、科研 , 一

手抓学校建设和改善教职工生活 , 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 , 并做出成绩。 

 

 

赵季 

赵季（1918-1994），男 , 教授 , 中共党员，湖南邵东人，,1980—1983 年任云南大学校

长。 

青年时曾读过中级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1937年底参加革命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在鄂豫皖边区和江汉解放区做文化教育工作 , 办干部培训班和编辑报纸。历任湖北省盐沔和

江陵县长、江汉区洪山专署民政科长和教育科长等职。 

解放后，赵季教授曾在湖北省文教厅、中南高等教育局和中央高等教育部任职，分管中小学

教育和高等教育，主编《湖北教育》。曾受聘为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教育学院和中等教

师进修所教员。先后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 

赵季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先后提出“教活，学活，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加强基础，

突出重点，办出特色”；“治学严谨，品学端正，求实务实，富于进取”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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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俊 

杨光俊(1932一 ), 男 , 汉族 , 教授 , 中共党员。生于上海 , 云南楚雄人。1983—1992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1948 年在昆明昆华商校读书期间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组织。1949 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 , 曾任昆华商校“民青”负责人 , 中共昆明“师职”区委员会委员 , 解放后调至中共昆明

市委宣传部工作 ,1952 年入云南大学数学系读书 ,1956 年获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60 年被

评为云南省文教及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历任云南大学数学系副主任、总支委员、党委常

委、校党委委员、校长、中国数学会理事和云南省分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

共十二大代表、云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 

杨光俊教授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有较突出成果。曾发表《论一类退缩椭园型方程的

Dillichlet 问题》、《具有非特征蜕型线的双曲型方程的奇性哥西问题》、《一个具有重特征

方程的哥西问题的抛物性》等论文 , 在偏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 20 余篇。先后两次获

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编写了《数理方程》、《偏微分通论》、《蜕缩双曲和椭园型方程》 《dEPD 

方程》等教学讲义。代表性专著有《欧拉-波阿松-布达方程》。 

杨光俊任校长期间，对学校的改革和稳定发展做了一系列工作。推行学分制 , 双学位制 , 

改革教学计划 , 更新教材内容 , 多层次培养人才；注重教学队伍的梯队建设 , 抓教书育人工

作 , 对省政府、省教委实施经费任务包干 , 改革住房制度 ; 加强校舍、设备及图书建设 , 为

了适应我省经济建设的需要增设了新专业 , 使学校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 , 同时重视国际交流

与合作 , 扩大了交流的地区和学校 , 增加了交流和合作的内容。 

 

 

王学仁 

王学仁(1934 — ), 男 , 汉族 , 数理统计学家 ,1934 年生于云南省建水县。中共党员，

教授，博士生导师，数理统计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劳动模范。1992—1996 年任

云南大学校长。 

1957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数学系，1960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进修。历任云南大学数学系

主任、经济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校长，兼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常务理事、国际

数学地质协会成员、美国统计学会成员、中共十四大代表、中共云南省委第四届委员、云南省科

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全国人大六、七届代表。 

王学仁教授长期从事“应用统计”和“数学地质”的研究工作。自 70 年代中期即多次深入

矿区，运用多元分析的理论从事地质研究，把数学与地质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数学地质”的

理论和计算方法。尤其在 Outliers 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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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云南省基金重点课题多项；先后出版了《应用概率与数理统计》、《地质数

据的多变量统计分析》、《实用多元分析》、《应用回归分析》、《多变量及要素场统计预测》、《试验

设计基础》、《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7 部专著；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

“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励 13 项；培养出一批国内外知名的青年统计

学家。曾多次应邀到美、日、澳等国讲学，被誉为国内外著名的统计学家，我国“数学地质”的

创始人之一。1999 年在美国巴尔的摩获 ICSA 应用统计奖。 

王学仁教授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以来，锐意改革，推动制定并实施《云南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

革方案》、云南大学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科技开发和专业调整规划和方案；成立了云南大学第

四届董事会；制定了《云南大学实施“211 工程”纲要》及其建设项目建议书；提出以“211 工

程”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以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为目的的综合改革；实施“强

化目标管理，激励竞争机制、突出支持重点、按照效益投入”的运行模式，使学校在学科建设、

专业改造、人才培养以及教学、科研、管理、对外交流、多渠道筹资改善办学条件、基础设施建

设、解决教职工住房，提高教职工待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经国家教委批准，1996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以北京大学吴树清校长为组长的专家组对云南大学“211 工程”进行预审，王学仁校

长作了“立足边疆、服务云南、办出特色”的汇报报告。预审获得一致通过。 

王学仁教授曾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被澳大利亚拉脱比大学授予理学荣誉博士学位并受聘为

美国迈阿密大学客座教授。列入《中国名人词典》、《新中国科技精英谱》和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

心“杰出成就人物传记”。1996 年 4 月 28 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专题报道了王

学仁教授的业绩，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朱维华 

朱维华（1941—），男，中共党员，研究员 , 现授聘担任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院长。1996

—2001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1959-1963 年在云南大学数学系读书 , 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 年1月 ,被公派到美国西伊

利诺大学计算机系进修 , 1985年5月获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如期回校 , 先后任云南大学计算

机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和主任。1988年10月至 1989年1月受国家教委委派到美国威斯康星中心大

学担任校长实习工作 , 考察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1991年4月出任云南大学副校长 ,1993年1月

调任云南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并晋升为研究员。 1994年9月调任云南工业大学校长 , 完成四个

工科院校合并工作。1996年6月任云南大学校长 , 主持云南大学“211”一期工程的论证立项和

“九·五”期间的“211工程”建设工作。2001 年 2月退休后参与创建云南省第一所能独立颁发

专科文凭的民办高校并担任院长 , 且于当年招生开学。社会兼职有国家教委第一、二届高校设

置评议委员会委员 ,1995 年 5 月当选为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第三届副理事

 9



长 ,1995 年 6 月当选为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 ,1997 年 4 月当选为云南省

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副主席 ,1989 年以来担任云南省计算机学会第三、四、五届理事长 ,1998 

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9 年被评为云南省省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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