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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志，意为记，“永志不忘”之意。盛世修志，继往开来，意义在于存史、铭志、资政、育人。

２００７年，湖北省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续编《湖北省志》过程中，为反映湖北高等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开始组织编修湖北省高校志。此时正值武汉理工大学全面总结合并组建以来的工作，并筹划
合并组建１０周年庆典之际，为回顾武汉理工大学的办学历史，弘扬优良办学传统，记载合并组建以
来发展历程，积淀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昭示和鼓舞来者，学校决定组织编纂《武汉理工大学
志》。

武汉理工大学由原武汉工业大学、原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三校于２０００年

５月２７日合并组建。合并前，三校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均发展为规
模较大、水平较高、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合并组建的武汉理工大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
持“育人为本、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践行“厚德博学、追求卓越”的校训，坚持“以发展促融合，以融
合求发展；以特色创优势，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共建”的发展思路，坚持实施特色
战略、创新战略、人才强校战略、协调发展战略、国际化战略，全校师生励精图治，群策群力，在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学校逐渐由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
大学转变。

《武汉理工大学志》编纂的指导思想是记载历史、传承文化、昭示未来、资政育人。按照“尊重历
史、客观记载、全面准确、详略得当”的原则，编纂工作由校志编纂委员会组织，于２００８年１月开始
启动。资料收录从原三校认定的建校时间开始，截止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全书分为上、下两卷。
《武汉理工大学志》（上卷）包括合校前三校（原武汉工业大学、原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原武汉汽车工
业大学）沿革与发展、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００—２００８）两部分；《武汉理工大学志》（下卷）包括学院与研
究中心（所）、人物两部分。

自隋、唐确立史志官修制度以来，就确立了志是官书的地位，志书必须客观反映历史和现实。
《武汉理工大学志》是学校合并组建以来第一次编纂，为保证资料真实，客观反映学校发展历程与办
学规律，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校办、档案馆、宣传部作为编纂工作牵头单位进行精心组织，各职能部
门、各学院积极参与，老领导、学校师生和广大校友等也高度关注并积极支持，校志编纂工作得以顺
利完成。由于编纂时间较紧，书中内容时间跨度大，也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所限，书中疏漏和错误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武汉理工大学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



凡　　例

一、《武汉理工大学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准确地
记述武汉理工大学的历史面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

二、本志资料收录从原武汉工业大学、原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各自认定的
建校时间开始，截止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原武汉工业大学认定的建校时间为１９４８年，原武汉交
通科技大学认定的建校时间为１９４６年，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认定的建校时间为１９５８年。

三、本志由图片、前言、凡例、目录、正文和后记组成，分上、下两卷。正文分篇，下设章、节、目。
照片放于志首，图表随文编列，图表均用三个数表示，第一个数代表篇，第二个数代表章，第三个数
代表图、表在该章的序号。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人物收录分简介、名录以及以事系人。
六、称谓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直书其名，必要时在人名前加职务名称。
七、本志所涉及到的时间、数量等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学校档案馆馆藏文书以及学校校史、年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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