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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萨的普通本科高校，是湖北省第一所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

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一I：作合格评估的民办大学。学校是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上的亲切关怀和指

导下创办发展起来的．秉承“讧校为公、办学为民、依法治校、同报社会”的办学宗旨，逐渐实现了

伞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学校位于武汉市现代港n 1 2、lk新城阳逻经济开发区内．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校同

面积118公倾(约合1762亩)，伞H制在校生20000余人，图书馆馆舍2万多平力‘米．藏书149．5万册一

学校以理J：学科为丰体．以生命科学为特色，涵盖理、I：、农、管、艺等7个学科门类二设有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食品I：程系、化学与环境I：程系、同林系、汁算机与信息I：程系、建筑l：程学

院、机械与电子I：程学院、创Up学院等15个院(系、部)，现有50余个奉、专科专、Ip面向伞圉招生

学校积极探索“产教结合、r，学交替”的人／j’培养模式、与省内外100余家企、lp签订了战略合作

阱议，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100余个，建设校内实习实训场所和大学生创,Ik(孵化)基地30余个，

开办了“钱学森实验班”等近10类特色班和实验班：

学校现彳r教师1 100余人．其巾教授、副教授近300人。具有博J二、硕上研究生’学历教师占75c／}．,，

在职的博上教师团队近百人；自．“楚天学者”1人，伞阌优秀教师1人，省级优秀教师2人，f“级优秀

教师4人，

学校现订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战略性新兴(支柱)产、lp人爿。培养汁划3项；4孚：校

连续四年获得困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承扣13项)，居伞围民办高校之首承手H 1"500余项科研、

教研课题．获得省f}『级科技勺教学成果奖30余项；学校先后荣获湖北省首批“大学生创、』k示范基

地”、“大’半：11-：．011、Ipi呼化示范基地”、“2013年度‘就、Ip湖北’魁进高校”I‘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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