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专业重要性：  

食品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永恒的朝阳产业，是安徽省的十大支柱产业

之一。食品产业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食品产业在贯彻实施“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国民营养计划》等国家健康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使命与

担当。 

专业前景：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以现代科技手段为基础，研究食品的营养、工艺设计

与生产，食品安全的学科，是生命科学与工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食品

科学与工业工程的重要桥梁。目前我国食品工业正朝着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

的方向发展，在个性化营养设计、人造肉、3D 打印食品等未来食品，大健康产

业，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数字化信息技术与食品供应链等

食品生产制造领域中高层次行业专业人才需求激增。 

优势特色：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通过国家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食品科学学科为学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支撑学科之一；具有食品科学

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每年组织承办或协办全国三只松鼠杯休闲食品创新大赛、

安徽省大学生食品创新设计大赛等专业赛事。专业开设培养具有未来食品、休闲

食品等食品设计与开发创新能力的“三只松鼠”冠名班。 

就业方向： 

历年考研率 40%以上，2023年考研录取率达 62%。专业历年毕业生平均就业

率达 99%以上。毕业生在国际香料、益海嘉里、三只松鼠、溜溜果园、蒙牛集团、

双汇集团等上市公司或国家知名企业，及各地方的国家机关、技术监督、质检、

商检、海关、工商管理、食品检验、药品检验等诸多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相关工作。 

杰出校友： 

杨良保，98 届毕业生，中科院合肥智能所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

有宏，91届毕业生，安徽古井贡酒公司检测中心副主任，高级酿酒师；黄林沐，

88届毕业生，安徽省投资集团总经理。 

培养质量： 

近年来专业教师共获建立省级一流课程、示范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共计

8 门，校级 10 门。指导本专业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6 项，省级

奖项 40 项，校级奖项 70余项，获奖学生数超 350余人次。获批安徽省科技成果

进步三等奖 1项，芜湖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建立

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校内实训基地。近五年本专业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60项，授权 30余项。 

 

 

 

生物工程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专业重要性： 

生物产业是国家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安徽省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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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明确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发展

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现代生物产业具有极强的社会服务和行业应用属性，是解决

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人口与健康、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最

有效途径之一。 

专业前景： 

生物工程是利用生物学与工程学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人类需要设计和改造生

物的结构与功能，实现绿色、高效、经济地制造各种生物基产品的新型学科，是

生物技术从实验研究走向产业化的桥梁。生物工程专业对接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核

心需求，服务于生物经济。随着我国生物及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对生物工程专

业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 

优势特色： 

生物工程专业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安徽

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专业经 30 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与现代生物产业

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绿色生物制造”与“现代生物医药”两个特色培养方向。专

业拥有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 5个，省级教学团队 1个。专业所依托的生物工

程一级学科是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支撑学科、校高峰Ⅱ类学科，发酵工程二级学

科，是安徽省省级重点学科。目前有生物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生物与医药

专业硕士授权类别。 

就业方向： 

近三年本专业考研录取率 36.3%，其中 18.3%的学生进入双一流等重点大学

继续深造。本专业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96.0%。 

杰出校友： 

吴合金， 2000 届毕业生，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潘军，

2004届毕业生，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杨凯，2006

届毕业生苏州大学教授、博导，国家优青、江苏省杰青。 

培养质量： 

近年来专业教师共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共 5项；获评省级教学名师 1人、校级教学名师 2人；建立省级一流课程、示范

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共计 8门，校级 4 门。指导本专业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

中获国家级奖项 13 项，省级奖项 14 项，校级奖项 10 余项，参与学生 180 余人

次。近年来共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生物制药 

（人才培养定位高度契合安徽省、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专业重要性： 

生物制药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建设行业和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生物

制药本科专业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之一。安徽省正瞄准

全球医药发展新趋势，加快科技创新攻坚和成果转化运用，重点打造以生物制药

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专业人才需求旺盛。 

专业前景： 

生物制药是在生物学、药学、工程学理论知识指导下，面向健康产业需求，



以动物、植物、微生物为对象，研究、开发、制造具有预防、诊断、治疗功能的

生物源药物的新交叉专业。生物制药专业是教育部特设专业，面向产业一线的研

发、管理、生产等岗位，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近年来，尤其在诊断试剂制造、

靶向药物开发等岗位需求同比增长 90%以上，人才需求旺盛。 

优势特色： 

安徽工程大学面向产业需求开设生物制药专业，人才培养定位高度契合安

徽省、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专业拥有安徽省工业微生物分子育种工程实验

室等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 6个；与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省

级实习实训基地 2个。目前有生物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生物与医药专业硕

士授权类别。 

就业方向： 

本专业近三年平均考研录取率 40%以上，其中 20%的学生进入双一流重点院

校深造，录取院校分布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97%。 

杰出校友： 

孙良玉，生物技术（制药）2009 届毕业生，合肥国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技术总监；曹蕾，生物技术（制药）2010 届毕业生，罗氏诊断（上海）有

限公司，法规事务部，临床副总经理；刘志刚，生物技术（制药）2009 届毕业

生，安徽博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培养质量： 

近三年，本专业教师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3

项，12人次获校级教学优秀奖；建设了省级示范课程 5门、校级优秀课程 9门，

双语教学课程 1 门。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奖 5 项，省级奖项

20 余项。专业教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安徽省自然

科学基金等及企业横向合作课题等各类项目 20 余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发表教

学、科研论文 8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5 项，获得轻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