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淮北师范大学 2023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2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3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

4 师范生补助经费

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6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7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经费

8 2023 年专利转化专项项目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

名称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主管

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目

资金

（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83.00 6762.00 6762.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683.00 6762.00 6762.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全省平均水平不低于 12000 元。

目标 2：改革完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制度。 目标 3：促进省

属高校深化改革和内涵式发展，加强教学实验平台、科研平台、实践

基地、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2023 年支持重点学科数不少于

10 个，支持科研项目不少于 50 个，支持重点平台建设不少于 3个，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计划 2023 年引进一类到七类人才博士 50人，其

他系列教师 20 人等，提高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目标 4：支持推进

一流学科专业和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支持博士点立项建设等。

1.持续推进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成立工作专班，

定期召开调度会，四项核心指标均和支撑学科条件均

已达标并不断优化。完成校内高峰学科考核，动态调

整经费，持续推进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

2.完成 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专业学位类

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专项核验工作。3个专业通过国家

师范专业二级认证。课程建设工作有进步，获批省级

一流课程项目 10 项；73 门省级课程建设项目全部通过

验收；完成 24 门第三批国家一流课程申报工作。获批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9门、省级大中小课程思政一

体化示范课程 5门。3。7人获评“安徽省江淮名家”

“安徽省高端人才引育行动项目领军人才”“安徽省

高端人才引育行动项目青年拔尖人才青年学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支持重点平台建设 ≥3个 3个 5 5

支持的学科数量 ≥10个 10个 5 5

支持的科研项目数量 ≥50个 50个 10 10

质量指标

科研创新能力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3 3

政府采购验收合格率 ≥99% 100% 5 5

经费支出合规性 ≥90% 98% 2 2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及时性 及时支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政府采购完成率 ≥95% 100% 5 5

成本指标
生均拨款数 ≥12000 元 15012 元 5 5

预算完成率 100% 100% 2 2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 ≥10 万元 157.62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毕业生就业率 ≥80% 91.44% 5 5

对人才培养质量影响程

度
不断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对改善实验教学条件的

影响程度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3 3

对提高科研能力的影响

程度
不断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2 2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逐步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3 3

对学校可持续健康发展

的影响程度
明显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2 2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满意度指

标

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85% 85% 5 5

学校师生满意度 ≥85% 85% 5 5

总分 100 97.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

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主管

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目

资金

（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07.00 2092.00 2092.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407.00 2092.00 2092.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研究生及本科生资助

学生数按国家及学校相关资助管理办法执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新生

奖学金发放率 100%，老生发放率不少于 70%；目标 2：教育公平显著提

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2023 年计划资助发放

覆盖面达 100%，国家助学金资助覆盖面不少于 20%，国家励志资学金资

助覆盖面不低于 3%；目标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到基层就业和应征入伍。

1：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落实到位；2：

教育公平显著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

生活需要得到满足；3：高校学生到基层就业和

应征入伍积极性高，激励引导落到实处。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受益学生数 ≥20000 人 21060 人 3 3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助人数 ≥20人 20 人 4 4

研究生国家学业奖学金资助

人数
≥1500 人 1500 人 3 3

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资助人数 ≥20人 24 人 4 4

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

人数
≥500 人 550 人 3 3

本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人数 ≥4000 人 4068 人 3 3

质量指标

资助金发放覆盖面 ≥100% 100% 2 2

国家助学金资助覆盖面 ≥20% 20% 2 2

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覆盖面 ≥3% 3% 2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指标 2 2

资助对象符合率 ≥98% 100% 2 2

时效指标 资助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发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助学金生均发放标准 ≤4500 元 4500 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对高等教育学生因贫失学率

影响程度
明显下降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对激励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影

响程
明显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教育公平持续提升的影响

程度
明显增强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受资助学生满意度 ≥85% 86% 5 5

受资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85% 88% 5 5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

名称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

主管

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目

资金

（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430.76 19430.76 19430.76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353.80 1353.80 1353.8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18076.96 18076.96 18076.96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基本办学条件保障能力提升专项资金，主要支持学校改善基本办

学条件，2023 年学校加快滨湖校区建设，完成滨湖校区工科楼建设项目。

目标2.改革完善本科高校生均拨款制度，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 元。

目标 3.提升基本科研能力，支持科研项目不少于 100 项。目标 4.提升教

师综合能力，支持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质量提升、师资队伍培训和

交流等，2023 年支持不少于 200 名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升培训，计划支持

不少于 20 项教学研究项目，计划不少于 10 名教师参加访问学者项目等。

目标 5.提升交流合作和服务经济发展能力，2023 年计划招收 15—20 人

国际留学生来我校相关专业学习。

1.新工科实习实训楼及实验室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

用。滨湖校区幼儿园、校史馆已进入施工阶段。美术馆、体

育教学训练综合馆、研究生公寓项目有序推进。

2.持续推进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成立工作专班，定期召

开调度会，四项核心指标均和支撑学科条件均已达标并不断

优化。完成校内高峰学科考核，动态调整经费，持续推进学

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

3.全职引进博士 57 名、专职辅导员 3 名；柔性引进高层次

人才 3 名；委培博士 8 名，“博士化工程”返校 7 名，专任

教师中博士占比已经超过 50%。积极建设省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招聘 1 名博士后进站培养。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本科生高校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元 15011 元 1 1

受益的学生人数 ≥2 万人 2.16 万人 2 2

支持的学科数量 ≥10 个 15 个 4 4

支持的科研项目数量 ≥100 个 100 个 4 4

支持教师访学数量 ＞10 个 5 个 4 1

受国际局势影响，

国外访学不便开

展，多数教师选择

国内访学，访学教

师总数未达预期。

支持的科研团队数量 ≥5 个 5 个 4 4

质量指标

服务、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
逐步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4 4

科研创新能力 逐步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4 4

人才培养质量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2 2

时效指标
政府采购执行率 ≥90% 90% 5 5

经费支出及时率 ≥95% 100% 5 5

成本指标
本科生高校生均拨款水平 ≥1.2 万元 1.5 万元 5 5

年度预算完成率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科研成果转化收入 ≥100 万元 157.62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服务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4 4

毕业生就业率 ≥85% 91.44% 4 4

对改善实验教学条件的影响

程度
明显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4 4

对提高科研能力的影响程度 明显增强 达成预期指标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逐步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2 2

促进学校健康发展影响程度 ≥3 年 5 年 2 2

满意度指

标（10分）

满意度指

标

学校师生满意度 ≥85% 85% 5 5

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85% 85% 5 5

总分 96.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师范生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

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

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97.40 1397.40 1397.4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

款
1397.40 1397.40 1397.4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师范生专业教学条件建设，支持师范专业教学实践活动开

展，提升专业学科能力水平，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师范专业。

有效保障师范生专业教学条件建设，支持师范专业教学

实践活动开展，提升专业学科能力水平，建设高水平有

特色的师范专业。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师范生补助标准

＝1000 元/

生.年

2000 元/

生.年
10 10

支持的学校数 ＝1个 1个 10 10

质量指标

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持续加强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 不断提高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学生补助标准
＝1000 元/

生.年

2000 元/

生.年
10 10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

标
教育普及化水平

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

达成预

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

标

教师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85% 91.44% 5 5

生态效益指

标
生态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办

学水平
不断提升

达成预

期指标
5 5

满意

度指

标

（10

分）

满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80% 85%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主管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560.3 1560.3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1560.3 1560.3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高等学校各项国家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 2：教育公平显
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目标 3：激励引导
高校学生到基层就业和应征入伍。

学校按规定落实各项国家资助发放到位；教育公平
显著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得
到满足；高校学生到基层就业和应征入伍积极性
高，激励引导落到实处。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
分)

数量
指标

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人数 ≥500 人 550 3 3

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资助人数 ≥20 人 24 3 3

本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人数 ≥4000 人 4068 3 3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资助人数 ≥20 人 20 4 4

受益学生数 ≥20000 人 21060 3 3

研究生国家学业奖学金资助人数 ≥1500 人 1500 4 4

质量
指标

国家助学金资助覆盖面 ≥20% 20% 2 2

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覆盖面 ≥3% 3% 2 2

资助对象符合率 ≥98% 98% 2 2

资助金发放覆盖面 100% 100% 2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时效
指标

资助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发放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
指标

助学金生均发放标准 ≤4500 元 ≤4500 10 10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
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社会
效益
指标

对激励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影响程 明显提升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对高等教育学生因贫失学率影响程度 明显下降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生态
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

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对教育公平持续提升的影响程度 明显增强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满意
度指
标(10
分)

满意
度指
标

受资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85% 85% 5 5

受资助学生满意度 ≥85% 85% 5 5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

主管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

项 目 资 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 度 资 金 总

额：
0 18 18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

政拨款
0 18 1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关于实施“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的通知》，对人才

或团队进行项目资助

根据《实施“江淮文化名家”培育工程的通知》，

我校 2 人获得“江淮文化名家”培育人才项目

资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

分)

数 量

指标
支持文化名家人数 2人 2人 30 30

质 量

指标
学术水平 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 效

指标
完成任务及时性 及时发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 本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效 益

指 标

(30

分)

经 济

效 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社 会

效 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生 态

效 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达成预期指标

可 持

续 影

响 指

标

对本行业未来发展影响力 明显增强 达成预期指标 30 30

满 意

度 指

标(10

分)

满 意

度 指

标

行业满意度 ≥85%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