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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自评报告 
 （缩略版）  

1 自评结论 

1.1 自评得分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3.53 分。 

1.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执行率情况： 

本项目包括高校质量工程、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高校思

政专项、高校对外交流四个子项目。2020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

2243 万元，调整后的预算总额 1939.79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839.79 万元，执行数 1343.96 万元，预算执行率 73.05%。 

完成的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置 44 项绩效指标，30 项实现年初目标值，完成

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本项目 14 项绩效指标未完成目标值，详见下表：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建设创新创业在线课程总数 20 17 
实际购买创新创业在线 MOOC 课程 17 门，

完成比率为 85% 

教师中长期进修人数 8 5 
因疫情外派中长期进修受限，仅完成国内

中长期进修 5 人，未完成目标 

游学人数 15 0 因疫情原因未实施 

荆楚卓越人才计划年度实际完成率 100% 95% 
受疫情影响，师生国际化交流无法开展，

其余工作均按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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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就业率 94% 80.65% 因疫情原因影响 

参加学术会议人次 100 85 因疫情学术会议举办受限，未完成目标 

获批省部级以上项目数 30 5 
涉及多个学院，资金分配分散，成效不明

显，未达成目标 

提供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服

务人数 
3000 2534 

2020 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实际报名人数

2534 人 

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养人数 1 0 
相关学院青年教师较少，大部分已获资助，

本年度无此项目获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 0 申报历时较长，竞争较激烈，未达成目标 

吸引留学生来鄂学习（招生计划完

成率） 
100% 3% 

留学生招生计划 60 人，因疫情影响，来华

留学生新生人数只有 2 名 

师生对访学人员访学成效的满意度 90% 0 因疫情原因无法实施 

来鄂科学家满意度 100% 0 因疫情原因无法实施 

留学生满意度 95% 85% 因疫情影响，留学生无法来鄂 

1.3 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3.1 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针对绩效指标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调整绩效指标设置。例

如本科高校试点学院改革项目将原来仅与教学科研成果相关的

指标，调整为“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成果数量”、“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任务计划完成率”等能体现工作成效的指标，绩效指

标针对性有所增强。 

1.3.2 本年度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是预算调整不及时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高校质量工程

中的“双万工程”课程建设、人才引进与师资培养，高校学科

及平台建设中学科群及硕士点建设，高校对外交流项目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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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高校青年教师海外研修、学生游学

等众多具体项目，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实施，但未对相

关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及时监控和调整，导致项目预算执行数偏

低。 

二是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分类及设置不合理。本项目包括

高校质量工程、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高校思政专项、高校对

外交流四个子项目，项目年度目标分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合作交流五类，与子项目情况对应性不

强。各子项目数量绩效指标偏多，重点不突出，且缺少效益指

标。 

三是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方向与主体工作内容存在偏差。部

分项目仅依据原则性文件立项，对项目目标、实施要求及资金

使用规定理解不到位，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方案，

缺乏方向性、计划性和对标监督跟进，资金使用方向与主体工

作内容存在偏差。如本科高校试点学院改革项目、荆楚卓越人

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项目资金应用于获批的试点学院改革工

作及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但实际多用于教学科研活动差旅

费、购买办公及教学设备等，资金使用方向与项目主要工作关

联性不大。 

1.4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4.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预算资金及绩效监控。加强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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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完成情况的中期监控，针对突发事件造成的内外部环境和

工作内容变化，及时进行合理的预算和绩效目标调整，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提升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是合理调整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分类及设置。根据子项

目内容，合理调整绩效目标分类，项目年度目标分为提升教学

质量、建设学科平台、强化思政教育、加强对外交流四类，并

将对应子项目绩效指标进行归并，根据资金使用方向、主要工

作内容和成效，提炼重点产出及效益指标。 

三是加强项目实施及资金管理监督。梳理各类专项资金申

报立项文件及相关管理制度，明确项目目标及实施要求，组织

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对总体目标进行有效分解，定期进行对标

监督，为项目实施提供资金保证的前提下，严格根据项目要求

的用途支出费用，落实项目实施成效。 

1.4.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对绩效评价结果较

好的子项目，预算安排时予以支持和激励，对绩效评价发现问

题、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结果较差的，根据情况调整子项目

或相应调减子项目预算。 

附件：项目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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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自评表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科技学院                                       填报日期：2021.4.30 

项目名称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湖北科技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

执行率） 

年度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资金总额 

1839.79 1343.96 73.05% 14.6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目标 1 提升教学质量 

数量指标 
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数（2 分） 
80 80 2.00  

数量指标 
建设校级以上优质课程数（2

分） 
20 20 2.00  

数量指标 
新增培养“双师型”教师数

（2 分） 
20 155 2.00  

数量指标 专业认证数（2 分） 1 1 2.00  

数量指标 
建设创新创业在线课程总数

（2 分） 
20 17 1.70  

数量指标 教师中长期进修人数（1 分） 8 5 0.63  

数量指标 培养博士学位人数（2 分） 8 9 2.00  

数量指标 引进人才数量（1 分） 1 1 1.0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产出指标

(19 分) 

数量指标 游学人数（1 分） 15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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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任务计划

完成率（2 分） 
100% 100% 1.00  

质量指标 
荆楚卓越人才计划年度实际

完成率（2 分） 
100% 95% 1.90  

社会效益 博士占专任教师比（3 分） 26.20% 26.29% 3.00  效益指标  

(7 分) 社会效益 本科生就业率（4 分） 94% 80.65% 3.43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对新引进博士人才的满意度

（3 分） 
95% 100% 3.00  

满意度指

标（7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毕业生满意度（4 分） 80% 95.07% 4.00  

目标 2 建设学科平台 

数量指标 
楚天学者计划“讲座教授”人

数（1 分） 
7 7 1.00  

数量指标 
楚天学者计划“楚天学子”人

数（1 分） 
2 3 1.00  

数量指标 参加学术会议人次（1 分） 100 85 0.85  

数量指标 培养高层次人才数量（1 分） 2 3 1.00  

质量指标 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数（1 分） 4 4 1.00  

质量指标 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数（1 分） 1 2 1.00  

质量指标 高水平学术论文（1 分） 20 32 1.00  

产出指标

（8 分） 

质量指标 获批省部级以上项目数（1 分） 30 5 0.17  

经济效益 
研究课题科研经费（万元）

（3 分） 
60 88 3.00  

经济效益 
产学研成果转化额（万元）

（3 分） 
50 111.6 3.00  

社会效益 
提供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

考试服务人数（3 分） 
3000 2534 2.53  

效益指标

（12 分） 

社会效益 
为地方定向培养医学人才人

数（3 分） 
300 350 3.00  

满意度指

标（3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对楚天学者的满意度（3 分） 95% 100% 3.00  

目标 3 强化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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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辅导员奖励发放人数（1 分） 62 62 1.00  

数量指标 
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

养人数（1 分） 
1 0 0.00  

数量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数（1 分） 
10 12 1.00  

数量指标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立项数（1 分） 
2 4 1.00  

产出指标

（5 分） 

质量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1 分） 
1 0 0.00  

效益指标

（3 分） 
社会效益 

辅导员队伍三年以上稳定率

（3 分） 
90% 96% 3.00  

满意度指

标（3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学生对辅导员的满意度（3 分） 95% 99% 3.00  

目标 4 加强对外交流 

数量指标 
访学人员返校举办讲座数（1

分） 
3 3 1.00  

数量指标 新增国际交流项目数（2 分） 1 1 2.00  

质量指标 
吸引留学生来鄂学习（招生计

划完成率）（1 分） 
100% 3% 0.03  

质量指标 获奖留学生达标率（1 分） 100% 100% 1.00  

质量指标 出访人员任务完成率（1 分） 100% 0 0.00  

产出指标

（8 分） 

质量指标 
国际交流项目学生就业率（2

分） 
96% 98% 2.00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师生对访学人员访学成效的

满意度（1 分） 
90% 0 0.00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来鄂科学家满意度（1 分） 100% 0 0.00  

满意度指

标（5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 
留学生满意度（3 分） 95% 85% 2.68  

总分 83.53 

偏差大或目标未

完成原因分析 

1.预算调整不及时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无法实施或实施受限，

但未对预算及绩效目标进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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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方向与主体工作内容存在偏差，资金较为分散，成效不明显。 

改进措施及结果

应用方案 

1.加强预算资金及绩效监控。加强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中期监控，针

对突发事件造成的内外部环境和工作内容变化，及时进行合理的预算和绩效目标调整，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 

2.加强项目实施及资金管理监督。梳理各类专项资金申报立项文件及相关管理制度，

明确项目目标及实施要求，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对总体目标进行有效分解，定期

进行对标监督，为项目实施提供资金保证的前提下，严格根据项目要求的用途支出费

用，落实项目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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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佐证材料 

2.1 基本情况 

2.1.1 项目立项目的 

本项目包括高校质量工程、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高校思

政专项、高校对外交流四个子项目。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若干意见》等，实施高校质量工程项目。 

以《湖北科技学院“十三五”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规划》（湖科发[2018]6 号）为纲领，以《湖北科技学院重点学

科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湖科研[2016]15 号文件为依据，

全面提升学校学科建设成效为目的，设立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

项目。 

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研究宣传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持

续强化马克思理论教学、学科专业建设、理论研究阐释、理论

宣传普及、人才队伍等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设立高校思政专项。 

为保障中外合作项目顺利开展，扩大学校高等教育对外合

作交流渠道，引进先进教育资源，提升学校国际知名度和国际

化程度，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为学校师生在国内“留学”、

赴海外留学、来华留学生来校学习和外籍教师聘请等提供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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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设立高校对外交流项目。 

2.1.2 年度绩效目标 

年度目标 01 
人才培养：按照应用技术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标准，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以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为契机，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全面提升专业品质。 

年度目标 02 

学科建设：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打造 4 个重点突出、支撑有力、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学科群，确保申报 1～2 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积极申报并确保获得硕士学

位授权单位，硕士学位授权点达到 3 个以上。 

年度目标 03 

科学研究：以现有国家、省级实验室为基础，围绕学科群建设，整合资源，建立

支撑学科群发展的研究平台，提高科研自主创新能力，培养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挖掘优势学科潜力，推进横向科研合作。大力提倡应用型研究和成果转化，加大

专利申报与成果转化。 

年度目标 04 

师资队伍：加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的培养，扩大规模，

优化结构，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一支整体素质好，教学、研究、管理、服务水平

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年度目标 05 

合作交流：提升学校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化程度，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为我校

教师、学生赴海外交流等提供可靠平台。通过国外的交流和学习，提升教师参与

国际合作和科研合作的能力，引进和消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努力培养和造就一

批知华、友华和爱华的外国留学生，提升我校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优质留学

生来我校学习深造。 

本项目包括高校质量工程、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高校思

政专项、高校对外交流四个子项目，年度目标分为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合作交流五类，与子项目情

况对应性不强。各子项目数量绩效指标偏多，重点不突出，且

缺少效益指标。在评价过程中，根据子项目内容，合理调整绩

效目标分类，分为提升教学质量、建设学科平台、强化思政教

育、加强对外交流四类，保留年初设置各项绩效指标，重新进

行分类，根据子项目情况补充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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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项目资金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0 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

（鄂财预发[2020]10 号）文件批复，本项目 2020 年年初预算资

金 2243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拨款 793 万元、非税拨款 1350 万

元，上年结转 100 万元。因疫情影响，人才引进预算资金调减

303.21 万元，调整后的预算资金为 1939.79 万元。上年结转资

金 100 万元未拨付，实际到位资金为 1839.79 万元。本项目实

际执行数 1343.96 万元，执行率 73.05%。资金情况详见下表： 

预算金额 预算调整 预算执行 
一级

项目 
二级项目 

合计 
财政 

拨款 
非税拨款 

上年 

结转 
合计 

调整 

金额 

到位 

资金 执行数 执行率 

一、高校质量工程 1085 335 700 50 781.79 -303.21 731.79 570.72 77.99% 

“荆楚卓越人才”协

同育人计划 
139 109  30 139  109 95.21 87.35%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专项 
138 118  20 138  118 116.4 98.64% 

本科高校试点学院改

革项目 
78 78   78  78 73.84 94.67% 

优秀大学生游学计划 30 30   0 -30 0 0 0.00% 

“双万工程”项目 150  150  180 30 180 93 51.67% 

人才引进与师资培养 550   550  246.79 -303.21 246.79 192.27 77.91% 

二、高校学科及平台

建设 
537 337 150 50 537  487 361.07 74.14% 

“楚天学者”计划 48 48   48  48 44.84 93.42% 

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

程 
104 84  20 104  84 66.19 78.80% 

高等

教育

事业

发展

专项 

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

科群及研究生创新基

235 205  30 235  205 179.47 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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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2.1 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绩效评价，评价项目支出

预算绩效目标完成的数量、质量、时效和产生的效益，一是总

结成绩，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项目实施单位履职尽责；二是

为后期预算安排提供决策支持，优化支出结构，控制节约成本，

增强预算支出管理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三是优化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为今后绩效评价工作提

供参考，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地建设专项经费 

校内学科群及硕士点

建设 
150  150  150  150 70.57 47.05% 

三、高校思政专项 99 99   99  99 98.05 99.04% 

高校思政专项 20 20   20  20 19.11 95.55% 

辅导员专项 34 34   34  34 34 100.00% 

哲学繁荣计划 35 35   35  35 35 100.00% 

“三全育人”专项改

革 
10 10   10  10 9.94 99.40% 

四、高校对外交流项

目 
522 22 500  522  522 314.12 60.18% 

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

讲学计划 
3 3   3  3 0 0.00% 

高校青年教师海外研

修 
14 14   14  14 0 0.00%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5 5   5  5 2 40.00% 

对外合作交流 500   500  500  500 312.12 62.42% 

小计 2243  793  1350  100  1939.79  -303.21 1839.79  1343.96  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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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对象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专项，预算资金 2243 万元。 

评价范围包含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产出和效益指标完成情

况。 

2.2.2 评价抽样情况 

本项目采用普遍调查与重点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评价工作组对相关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调查，收集了有效教师问

卷 33 份、学生问卷 427 份。实地重点走访了财务处、教务处、

人事处、科研处、学工处、研究生处、国际学院。 

2.2.3 评价方法 

本项目绩效评价采用的主要评价方法为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

析的方法。  

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部

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

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

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2.2.4 综合评分方法 

运用上述评价方法，采用百分制打分，预算执行情况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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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40 分、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40 分，并根据各项指

标重要程度确定二、三级绩效指标的权重。 

2.2.5 时间安排 

本次自评时间从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历

时 2 个月。自评工作程序如下： 

（1）制定工作方案 

2021 年 3 月，财务处牵头，会同第三方机构按照《湖北省

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鄂财绩发〔2020〕3 号）

等关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要求以及学校年度工作安

排，共同研究制订部门自评工作方案。自评工作方案已呈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审核，根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求和《湖北省省

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启动部门自评工作。 

（2）组织实施自评 

财务处会同第三方机构及时成立工作组，通过案卷研究、

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核实数据和信息，并对这些

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 

（3）撰写部门自评结果 

根据年初省财政厅批复的绩效目标，由学校财务处组织协

调各职能部门及第三方机构核实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在整理分

析基础上，形成部门自评结果。经相应分管校领导审签后报财

务处汇总。 

（4）建立部门自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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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自评结果按时报送财政部门备案并及时归档备查。 

2.3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3.1 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本项目实际执行数 1343.96 万元，执行率 73.05%。四个子

项目预算分别为：高校质量工程 1085 万元（调减后为 781.79

万元），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 537 万元，高校思政专项 99 万元，

高校对外交流项目 522 万元。各子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为：高校

质量工程 570.72 万元，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 361.07 万元，高校

思政专项 98.05 万元，高校对外交流项目 314.12 万元。 

因“双万工程”网上课程建设与疫情防控补助中的在线课程

建设工作结合开展，人才引进与师资培养中外聘专家学者来校

开展工作及教师中长期进修等因疫情影响受到较大限制，导致

高校质量工程子项目执行数偏低。 

因疫情影响，学术交流及相关培训开展减少，培训费和差

旅费基本未使用，导致高校学科及平台建设子项目执行数偏低。 

高校对外交流项目中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高校

青年教师海外研修、学生游学等涉外项目因疫情影响无法实施，

导致该子项目执行数偏低。 

2.3.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完成情况分析 

目标 1 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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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申报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数

（2 分） 

80 80 2.00  
申报获批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

20 项、省级创新创业项目 60 项 

数量指标 
建设校级以上优质

课程数（2 分） 
20 20 2.00  

《中国文化概论》《高等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医用检

验仪器》《核电厂系统与设备》

《外科学》《牙体牙髓病学》

《药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

《基础护理技能实训》《管理学》

《鄂南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鉴赏》《鄂东南传统建筑艺

术》《英语语言与文化》《国际

贸易实务》《英语教育教学法实

训》《英语教育技能实训》《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教程》 

数量指标 
新增培养“双师型”

教师数（2 分） 
20 155 2.00  

临床医学 90 人、小学教育 48 人、

生物医学工程 16 人、网络与新

媒体 1 人，教学基地临床医学专

业新增 3 家、小学教育教育专业

新增 11 家，导致新增培养“双

师型”教师数增幅较大 

数量指标 专业认证数（2 分） 1 1 2.00  小学教育 

数量指标 
建设创新创业在线

课程总数（2 分） 
20 17 1.70  

实际购买创新创业在线 MOOC 课

程 17 门，完成比率为 85% 

数量指标 

教师中长期进修人

数 

（1 分） 

8 5 0.63  

因疫情外派中长期进修受限，完

成国内中长期进修 5 人，未完成

目标 

数量指标 
培养博士学位人数

（2 分） 
8 9 2.00  

培养博士姜灿、晏彪、吴一方、

吕俊、郑花、赵强、蒋霞霞、武

鹏、潘理平 9 人 

数量指标 引进人才数量（1 分） 1 1 1.00  引进博士研究生徐珍 

 

 

 

 

 

 

 

 

 

 

 

产出指标

(19 分) 

数量指标 游学人数（1 分） 15 0 0.00  因疫情原因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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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任务计划完成率 

（2 分） 

100% 100% 1.00  

普通学生全覆盖“多对一”配备

导师，拔尖人才按照“一对一”

配备导师；实验课程全部实施

“小班化”教学，每个教学班级

控制在 25 人左右；学院与行业

企业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和课程

计划 

质量指标 

荆楚卓越人才计划

年度实际完成率 

（2 分） 

100% 95% 1.90  
受疫情影响，师生国际化交流无

法开展，其余工作均按计划完成 

社会效益 
博士占专任教师比

（3 分） 
26.20% 26.29% 3.00  

专任教师 1107 人，具有博士学

历的教师 291 人，博士占专任教

师比 26.29% 

效益指标  

(7 分) 

社会效益 本科生就业率（4 分） 94% 80.65% 3.43  依据就业质量报告统计数据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对新引进博士人才

的满意度（3 分） 
95% 100% 3.00  

依据相关学院教师问卷调查统

计数据 满意度指

标（7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毕业生满意度（4 分） 80% 95.07% 4.00  依据就业质量报告统计数据 

目标 2 建设学科平台 

数量指标 
楚天学者计划“讲座

教授”人数（1 分） 
7 7 1.00  

在聘楚天学者 12 人，“讲座教

授”7 人 

数量指标 
楚天学者计划“楚天

学子”人数（1 分） 
2 3 1.00  

在聘楚天学者 12 人，“楚天学

子”3 人 

数量指标 
参加学术会议人次

（1 分） 
100 85 0.85  

因疫情学术会议举办受限，未完

成目标 

数量指标 
培养高层次人才数

量（1 分） 
2 3 1.00  

省部级学科领军人吴基良、胡旺

平、刘超 

质量指标 
承担省部级科研项

目数（1 分） 
4 4 1.00  

根据湖北省科技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等文件，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 4

个 

产出指标

（8 分） 

质量指标 
承担国家级科研项

目数（1 分） 
1 2 1.00  

徐蕾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

题、张方方 2020 年度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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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项目 

质量指标 
高水平学术论文 

（1 分） 
20 32 1.00  根据论文发表情况统计 

质量指标 
获批省部级以上项

目数（1 分） 
30 5 0.17  

涉及多个学院，资金分配分散，

成效不明显，未达成目标 

经济效益 
研究课题科研经费

（万元）（3 分） 
60 88 3.00  

较计划新增一个国家级项目科

研经费到账 

经济效益 
产学研成果转化额

（万元）（3 分） 
50 111.6 3.00  

妙威哥牌玛卡抑菌喷剂投入生

产，实现产学研成果转化 

社会效益 

提供医师资格考试

实践技能考试服务

人数（3 分） 

3000 2534 2.53  
2020 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实际报

名人数 2534 人 

效益指标

（12 分） 

社会效益 
为地方定向培养医

学人才人数（3 分） 
300 350 3.00  

临床医学院为地方定向培养医

学人才人数 350 人 

满意度指

标（3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对楚天学者的满意

度（3 分） 
95% 100% 3.00  

依据相关学院教师问卷调查统

计数据 

目标 3 强化思政教育 

数量指标 
辅导员奖励发放人

数（1 分） 
62 62 1.00  

按照个人申请、学院初评、学校

评定程序，评选出 62 名一线专

职辅导员及心理健康专职教师

按照甲等 6500 元，乙等 5500 元，

丙等 4500 元的三个获奖等次进

行奖励 

数量指标 

马克思主义中青年

理论家培养人数 

（1 分） 

1 0 0.00  
相关学院青年教师较少，大部分

已获资助，本年度无此项目获批 

产出指标

（5 分） 

数量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立项数（1 分） 
10 12 1.00  

根据《关于 2020 年度省教育厅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的

通知》、《关于 2020 年度省教

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

务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立项

的通知》等文件，12 个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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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数量指标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项目立项数（1

分） 

2 4 1.00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 2020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立项的通

知》，4 个重大项目获批立项 

质量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1 分） 
1 0 0.00  

申报历时较长，竞争较激烈，未

达成目标 

效益指标

（3 分） 
社会效益 

辅导员队伍三年以

上稳定率（3 分） 
90% 96% 3.00  

一线辅导员数量和心理健康教

育专职教师共计 88 人，稳定率

为 96% 

满意度指

标（3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对辅导员的满

意度（3 分） 
95% 99% 3.00  依据学生问卷调查统计数据 

目标 4 加强对外交流 

数量指标 
访学人员返校举办

讲座数（1 分） 
3 3 1.00  

开展出国教师学术研讨会、座谈

会 3 场 

数量指标 
新增国际交流项目

数（2 分） 
1 1 2.00  

新开发中匈合作办学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本科教育项目 1 个 

质量指标 

吸引留学生来鄂学

习（招生计划完成率）

（1 分） 

100% 3% 0.03  

留学生招生计划 60 人，因疫情

影响，来华留学生新生人数只有

2 名 

质量指标 
获奖留学生达标率

（1 分） 
100% 100% 1.00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 2019-2020

学年湖北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项目立项及下达名额的通知》，

临床医学专业新生巴基斯坦籍

来华留学生朱海北（Zuhaib 

Habib）已获批“一带一路”来

华留学生奖学金 

产出指标

（8 分） 

质量指标 
国际交流项目学生

就业率（2 分） 
96% 98% 2.00  中德项目学生就业率 98% 



- 20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师生对访学人员访

学成效的满意度（1

分） 

90% 0 0.00  因疫情原因无法实施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来鄂科学家满意度 

（1 分） 
100% 0 0.00  因疫情原因无法实施 

满意度指

标（5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留学生满意度（3 分） 95% 85% 2.68  

依据留学生评教评学活动问卷

调查结果 

2.4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本项目上年度为“双一流”建设专项，本年度调整为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专项。 

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整改落实相结合。针对绩效自评

报告评审和第三方机构评价结果，低于 80 分的子项目，由学校

财务处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项目实施部门下达整改通知书，项

目实施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并及时上报整改进度和整改完成情况。 

推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预算绩效工作考核重要依据，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预算

安排时予以支持和激励，对绩效评价发现问题、达不到绩效目

标或评价结果较差的，根据情况调整项目或相应调减项目预算。 

有针对性的调整项目绩效指标。针对上年度提出的绩效指

标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调整绩效指标设置。例如针对本科高校

试点学院改革，将原来仅与教学科研成果相关的指标，调整设

置为“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成果数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任务计划完成率”等能针对性革体现试点学院改工作成效的绩

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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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佐证材料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