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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学院是一所应用型地方性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 985年的广西大学梧州分校。2003年

1 0月，梧州市教育学院、梧州师范学校并入广西大学梧州分校，从此植入了1 1 1年的师范教育历史(1 905年创办的梧

州师范初级讲>-j所)；2006年2月，教育部批；隹，在广西大学梧州分校的基础上建立梧州学院。

梧州学院地处“三圈一带” (珠三角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广西梧州

市，梧州市素有“千年古城”“百年商埠”“世界人工宝石之都” 的美誉，是广西东大门。

梧州学院设立有9个二级学院和教学单位，面向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招生。现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学

生1 4000多人，外国留学生近200人，教职员工1 100多人。

梧州学院设置40个本科专业。22个高职高专专业，涵盖了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文学、艺术学、法学、

教育学、哲学等9个学科门类。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是学校的优势学科；信号与信息处理、产业经济学、旅游管理、

机械及自动化是广西重点学科；软件工程是广西重点培育学科；电子信息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是全国高校特色专业；

旅游管理、艺术设计、软件工程是广西特色专业。学校还建有林产化工、制药工程等面向地方产业发展的特色专业。

梧州学院坚持“贴近业界、校地协同、东融西连、通江达海”的办学特色，立足梧州，服务“一区一带” (粤桂

合作特别试验区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辐射两广，面向东南亚。

近几年来，梧州学院紧跟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步伐，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了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向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并向建成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行。

梧州学院联系人：谭永军，电话1 3907848030

郑文锋，电话1 387848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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