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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省财ჿ厅： 

为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ē切实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ē根据《湖南省财ჿ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省

级财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ď湘财绩〔2016〕3 号Đ

和《湖南省财ჿ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省级高等教育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ď湘财教〔2016〕33 号Đ文件

要求ē我厅高度重视ē认真组织开展了省级高等教育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从自评情况ࣿ看ē高等教育发展专项

基本上完成年初既定绩效目标ē有力促进了全省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ē自评指标综合得分为 98 分ď见附件 1Đ。现将自

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ď一Đ项目概况 

为支持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ē根据《湖南省建设教

育强省规划纲要ď2010Ĕ2020 年Đ》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创新水平专项规划ď2010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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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Đ>的通知》ď湘教发〔2011〕50 号Đ等有关规定ē省

教育厅联合省财ჿ厅设立高等教育发展专项。2015 年度ē高

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总额 7.96 亿元ē包括“2011”协同创新、

重点学科及科研开发等内容。所有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通

过《湖南省财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5 年度湖

南省高等学校“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专项经费的通知》ď湘

财教指〔2014〕272 号Đ等 17 个指标文全部下达预算ē共涉

及高校等单位约 200 余个。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具体内容

和资金结构如下表： 

2政15 ᑈ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明㒚表 

单位:万元 

专项ৡ称 专项内容 
金额 

(万元) 
备注 

合计 79566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Ā2011ā协

ৠ创新计划 
12000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重点学科及

科研开发 
16666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Ϣ教学改革 
6444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研究生教育

创新 
1375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高校础设

施改造及节㑺型校园建设 
11250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高校社会化

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༪补 
30000 

经批准调整预算

6000 万元用于中

西部高校础能

力建设配༫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大学生思ᬓ

及就业专项 
1349   

高等教育发

展专项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ˉ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482   



 —3— 

ď二Đ项目绩效目标 

1.“2011”协同创新计划。2015 年新建 15 个协同创新

中心ē继续资助 31 个已立项协同创新中心建设ē攻克一批

国家和我省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ē提升协同创新水平。 

2.重点学科及科研开发。2015 年ē继续建设 196 个省重

点学科ď含 23 个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Đ、60 个省重点建设

学科ē为我省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ē催生

一批标志科研成果。继续建设 2 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25 个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4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和

10 个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ē切实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新立项资助 2000 个科研项目,取得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志成果。 

3.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2015 年ē建设 79 个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00 门精品课程、40 个校企合作基

地、34 个国家级实践教学基地、30 个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和一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ē对 3 所学校开展教学评估ē

组织 12 项学科竞赛、3 类课程比赛ē立项资助教改项目 700

项ē开展创新实验 650 项ē全面推进教学改革ē大力提升人

才培养水平ē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4.研究生教育创新。2015 年ē评选省优博论文 50 篇、

省优硕论文 200 篇ē保障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资助研究

生教改研究课题 100 项ē引导全省高校研究生导师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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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方法、手段等改革。资助全省高

校开展研究生课程改革ē组织开展 6 项研究生专业技能竞赛

活动。立项资助 600 项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ē立项建设省级

研究生实践基地 50 个ē引导和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承担创

新研究课题ē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 

5.高校基础设施改造及节约型校园建设。以点带面促进

“节约型”校园建设ē不断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水平ē

为高等教育事业质量与创新水平提升提供有力支撑。支持部

分省属高校实施维修改造、美化绿化以及节能技改项目ē推

广建设水电信息监控管理平台。 

6.高校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奖补。通过ჿ府主导、

ჿ策支持ē兼顾市场与公益ē调动校企双方积极ē从

根本上化解高校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运营风险ē构建学生

公寓和食堂长效管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2015 年主要支持

6 所未完成处置工作的高校完成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

任务。 

7.大学生思ჿ及就业。2015 年ē建设 10 个网络文化工

作室、98 个成长辅导室、246 个德育实践项目和 15 个示范

建设项目ē立项思ჿ课题辅导员项目 20 个、社科基金 30 个、

厅级课题 50 个和辅导员年度人物资助课题 30 项等ē提升高

校思想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和示范校建设的评选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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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高校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人、财、物的落实。 

8.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5 年ē立项资助课题 439 项ē

其中重大委托课题 3 项、重点资助课题 40 项、一般资助课

题 308 项、青年资助课题 43 项、基地课题 40 项、党建课题

5 项ē繁荣教育科学事业ē服务教育宏观决策ē指导教育教

学实践ē创新教育教学理论ē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二、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为切实做好 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工作ē我厅联合你厅专门制定了专项绩效评价工作方案ē7

月份下发《湖南省财ჿ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省级高等教育

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ď湘财教〔2016〕36 号Đ。

同时ē我厅还向相关业务处室下发《关于做好 2015 年度教

育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ē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自评ē

汇总形成高等教育发展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ď一Đ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2015 年ē为加强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ē两厅联合

出台了《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ď湘财教

〔2015〕25 号Đē全面规范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与方向、分配

与评审程序、拨付与公开等环节的管理。同时ē加大专项资

金整合力度ē大幅提高因素法分配资金的比重ē严格规范评

审法分配资金的程序ē增强经费分配的科学和公平。加

快专项资金下达进度ē50%以上的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在



 —6— 

上年年底前提前下达ē其余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ē资金使

用效益大幅提高。同时ē加强项目资金全过程管理ē加强对

项目建设情况的日常检查和监督ē将项目验收情况作为绩效

考核的重要依据。在项目年度决算和项目完成时ē各高校要

按要求向省教育厅、省财ჿ厅报送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绩

效等情况。 

(二)专项实施取得的主要绩效 

对照高等教育发展专项项目绩效目标ē2015 年ē高校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安排到位ē实施顺利ē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ē

取得了明显成效ē有力的促进了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具体情况如下： 

1. 2011 协同创新计划。经过一年的建设ē协同创新中心

共承担国家级项目 417 项、省部级项目 397 项、企事业重大

项目 244 项ē获得项目经费 9.5 亿元ē发表 SCI、SSCI 、EI

论文 1256 篇ē申请发明专利 313 项、获得授权 134 项ē荣

获国家级科研奖励 6 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80 项ē新增国家

级创新平台 6 个、省部级创新平台 33 个ē涉及培养博士 288

名、硕士 1819 名、企业技术骨干 2082 名ē举办国际国内会

议 108 次ē中心成果转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44.5 亿元ē相关

ჿ策建议被国家和省领导人批示 69 次。 

2.重点学科及科学研究专项。一是支持省重点学科 196

个、省重点建设学科 60 个、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1921 项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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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 151 项ē资助产业化培育项目 11

项。二是圆满完成了湖南省“十二五”256 个重点学科的验收

工作ē整体优良率达到 84%。新增 3 个 ESI 全球排名前 1%

学科。三是加强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新增 2 个国家级

平台、61 个省级平台ē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 4 所高校入选我首批省级重点智库ď全省共

7 个Đ。四是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新增中国科学院士

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人ē新增数量居历年最高。全省高

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总数达到 8 个ē3 人获得

2015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ē7 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

金ē4 人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五是支持高校开

展科技攻关。批准 105 项重点项目、123 项优秀青年项目、

913 项一般项目结题备案。鼓励和支持高校积极承担国家、

湖南重大科技任务ē全省高校共获得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116

项ē占全省立项总数的 97.5%ē资助金额达 5 亿元ē占全省

总经费的 96.4%。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8 项ē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153 项ē占全省立项总数的 93.9%ē

居全国第 6 位。全省高校共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19

项ē占全省获奖总数的 76%ē获奖项次居全国高校第 5 位。

国防科技大学领衔完成的“天河一号高效能计算机系统”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全省高校共获得湖南省科技奖励

134 项ē占全省奖励总数的 59%。六是深入推动高校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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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对 2014 年立项建设的 10 个“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

示范基地”设置产业化培育项目ē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ē

开展集成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6 月 26 日ē湖南省大学科技

产业园和湖南省高等院校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3.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一是资助省级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 79 个ē所有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全部通过验

收。二是组织专家对 2010 年立项建设的省级精品课程、2013

年度精品课程复核暂缓通过或申请延期复核的省级精品课

程进行了复核ē106 门课程继续保留省级精品课程荣誉。三

是修订完善《省级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方案》ē

2015 年共立项建设了 43 个基地。四是加强校内实验实训条

件设施建设ē2015 年立项建设了 6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

中心和 19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五是积极推进国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ē创新校外实践教育模

式。六是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成效明显。经组织专家评审

审核ē确定 2015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709 项ē大学生

研究学习和创新实验计划立项 664 项目。八是组织学科

竞赛。全年组织完成了大学生数学建模、力学等 14 项省级

大学生学科竞赛ē共有 4108 名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在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结构设计、数学建模、广告艺术、英

语演讲比赛中成绩优异ē其中ē广告艺术大赛总成绩位居全

国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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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生教育创新。一是举办 13 个研究生创新论坛ē

收到论文 2030 篇ē论文投稿数量创历届论坛新高。共录用

1200 篇ē评选 561 篇优秀论文。二是举办了 9 期研究生暑期

学校ē省内外 957 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三是立项资助

全省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项目 604 项ē在企事业单位以及科

研院所建设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39 个。四是立项资助

107 项省级研究生教改课题ē促进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广泛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学建设、教学管理等

方面的教育教学改革。五是开展了法律案例大赛、MBA 企

业案例大赛、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会计案例大赛、翻译大赛、

数学建模大赛等 6 项研究生专业能力竞赛ē全省研究生踊跃

参加。六是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0 篇ē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 200 篇。2015 年全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中ē优良率达

74.7%ē实现了全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优良率稳定在 70%

以上的目标ē博士学位论文抽查不合格率低于全国 1.4 个百

分点。 

5.高校基础设施改造节约型校园建设。2015 年支持 39

所省属高校实施基础设施改造和节约型校园建设项目ē实施

水、电、路和节能降耗技改项目 40 个ē校舍维修改造项目

38 个ē水电信息监控管理平台项目 7 个ē绿化和环境治理项

目 7 个。通过项目的实施ē引导、带动省属高校加大基础设

施改造投入ē切实改善了基本办学条件和学校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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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校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奖补。2015 年ē继

续支持未完成处置工作的高校完成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

处置任务ē湖南师范大学等 5 所高校完成社会化学生公寓回

购 356254 平方米ē湘潭大学等 6 所高校的回购已进入定价

谈判程序。按照ჿ府主导、校企主体、ჿ策支持的原则ē化

解了校企矛盾ē逐步建立起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长效管理与

风险防范机制ē维护了高校稳定。 

7.大学生思ჿ及就业。一是依托省内 5 个高校辅导员培

训基地ē举办了 5 期岗前培训、专题培训ē培训辅导员 900

人ē培训 150 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ē立项 50 个湖南省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省级项目ē9 名教师入选省级

高校思想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计划ē两所高校入选“全

国高校思想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ē2 名

教师纳入“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

助计划”。二是支持 15 个高校大学生思想ჿ治教育示范建

设项目、98 个普通高校特色成长辅导室立项建设项目、 246

个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ē重点建设了 10 个网络文化工作室。

在全省推出了一批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先进典型团队和个人。

三是针对大学生思想ჿ治教育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ē与

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联合开展高校思想ჿ治教育研究

课题立项ē立项省社科基金项目 30 项ē厅级思想ჿ治教育

研究项目 50 项ē思ჿ课题辅导员专项 20 个ē辅导员年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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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助课题 30 项ē引导高校加大思想ჿ治教育科研力度ē

不断提升大学生思想ჿ治教育工作水平。四是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督查制度ē经考查推选ē评定 44

个先进单位。通过“以评促改、以评促建”ē建成一批不同

层次、各具特色、成效显著的高水平省级大学生就业创业示

范校。2015 年开展第一轮第二批、第三批大学生就业创业示

范校评选ē共评出 20 所就业创业示范校ē全省就业创业示

范校总数达 30 所。加强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工作ē

搭建供需见面会平台ē加快推进毕业生就业信息化建设ē积

极建立就业创业实习实训基地。2015 年我省毕业生就业率达

89.92%ē比上年高出 2.67 个百分点ē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ē学生、家长满意程度提高ē效果明显。 

8.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5 年度共立项资助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439 项ē其中重大委托课题 3 项、重点资助课题 40

项、一般资助课题 308 项、青年资助课题 43 项、基地课题

40 项、党建课题 5 项。目前所有资助课题 100%按课题组预

设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计划启动实施了研究ē进展顺利。由于

课题研究需要二至三年的研究周期ē2105 年的研究的成果和

效益将于 2017Ĕ2018 年才能显现。但从以往实施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项目情况看ē全省教育科研成果数量稳步增加ē获

奖成果数量及质量大幅提升ē效果显著。在最近组织的湖南

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奖工作中ē180 项优秀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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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管理及绩效评Ӌ存在的问题 

1.个别项目绩效目标不具体、不明确。通过自查发现ē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大部分有明确的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

效目标ē符合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ē但由于教育工作的特殊

ē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比较笼统ē只有定指标ē没有

具体、可考核的量化数量指标ē在绩效评价中缺乏可操作。 

2.个别项目资金下拨后项目单位未及时启动实施。虽然

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预算下达进度大大加快ē但资金下达

以后ē个别高校等项目实施单位尚未转变观念ē财ჿ专项资

金指标文下达以后ē未及时将专项资金拨入具体项目专账ē

个别项目未及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启动ē造成资金结余在单位

账上。 

3.缺乏评价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在开展高等教育发展

专项等绩效评价时ē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数据收集的方法仍

依靠人工统计和汇总的方法ē教育系统财ჿ支出项目面广量

多ē有些单位上报的材料不符合要求ē数据不规范、内容不

完整ē在审核和汇总时工作难度很大ē耗时长。 

4.预算绩效评价应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大部分教育

专项项目实施普遍具有连续ē建设周期往往超过一年ē如

果按年度对其进行绩效考评往往不全面、不完整。 

四、有关建议 

1.建议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相关业务处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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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预算的同时ē明确具体、细化、量化的项目长期绩效

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ē在中期检查和跟踪检查阶段ē要及时

关注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结束以后ē要对照项目绩

效目标进行全面总结ē重视项目产出绩效。 

2.建议省财ჿ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绩效评价周期。

适当延长涉及面广、项目建设周期长的项目评价周期ď如三

年或五年等Đē在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组织开展绩效评价时ē

每年确定一个评价主题ē减少年度绩效评价检查的频率ē并

适当减少评价项目的数量ē选取有代表的项目集中时间和

精力进行评价ē提高绩效评价实效。 

3.建议开发财ჿ资金绩效评价数据库系统和评价软件。

参考目前绩效评价工作底稿和报告ē设计开发绩效自评材料

填报的软件系统ē提高数据报送的准确和规范ē提高绩

效评价的工作效率。 

附件：1. 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指标

表 

2. 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基础

数据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16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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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ӊ 1 

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绩效自评指标表 
 

一㑻 

指标 

Ѡ㑻 

指标 
ϝ㑻指标 ߚ值 评  Ӌ  标  准 得ߚ 

合计 100   98 

项目立项依据Ϟ㑻文ӊ充ߚ明确ˈ符合最新ᬓ策导向ˈ计 2  ˗ߚ

项目立项程序规范ˈ材料完整ˈ逻辑合理ˈ计 1  项目立项 5 ˗ߚ

体项目设置了申程序和资料规范要求ˈϹ格执行ˈ计 2  Ǆߚ

5 

设置了绩效目标ˈ内容完整ˈ计 2  ˗ߚ

绩效目标指向明确ˈ符合ᬓ策导向ˈ计 2  ˗ߚ

绩效目标已经㒚化ˈ计 1  ˗ߚ

绩效目标合理ˈ逻辑ℷ确ˈ计 1  ˗ߚ

项目立

项˄13  ˅

绩效目标 8 

绩效目标设计量化指标ˈ评ߚ标准清晰明了ˈ计 2  Ǆߚ

8 

资金到位率 4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应100%Ǆ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ᑈ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体项目的资金Ǆ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木ᑈ度或项目期˅内计划投入到体项目的资金Ǆ 

4 

建立包括ߚ配范围ǃ方法ǃ程序等必要要素的专项资金ߚ配机制ˈ缺一项扣 0.5 没᳝形ˈߚ

៤ߚ配机制的扣 2  ˗ߚ
资金ߚ配合理 5 

资金ߚ配程序资料完整ˈ计 1 配方法选择适ᔧˈ计ߚ资金˗ߚ 1 项目法评审程序完整合˗ߚ

理ˈ因素法因素选择完整合理ˈ计 1  Ǆߚ

5 

投入

˄25˅ 

资金落

实˄12  ˅

到位及时率 3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ᑨ到位资金˅应100%Ǆ 

及时到位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实际落实到体项目的资金 

ᑨ到位资金˖按照合ৠ或项目进度要求戴至规定时点ᑨ落实到体项目的资金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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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㑻 

指标 

Ѡ㑻 

指标 
ϝ㑻指标 ߚ值 评  Ӌ  标  准 得ߚ 

Џ管部门和业ࡵ单位已经制定相ᑨ的业ࡵ管理制度ˈ内容完整ˈϡ存在明显遗漏ˈ计 1 ߚ  ̠业ࡵ管理制度健全

性 
3 

业ࡵ管理制度紧扣项目实际ˈ合法合规ˈ备ৃ操作性ˈ计 2  Ǆߚ

3 

Ϲ格依据制度规范程序和要求执行业ࡵˈ计 2 每发⦄一处ϡ符之处扣ˈߚ 0.5 最多扣ˈߚ 4

 ˗ߚ

业ࡵ执行合法合规ˈϡ存在舞弊行Ўˈ每发⦄一处扣 2 最多扣ˈߚ 4  ˗ߚ

业ࡵ执行过程资料完整ˈᔦ档及时ˈ计 1  ˗ߚ

业ࡵ管

理˄7˅ 

业ࡵ执行᳝效性 4 

业ࡵ执行过程中配༫资源合理ˈ能够保证项目按计划执行ˈ计 1  Ǆߚ

4 

已经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ˈ计 2 管理制度健全ࡵ财 ˗ߚ

性 
2 

资金管理办法符合财ᬓ预算ǃ财ࡵ会计规范要求ˈ计 1  Ǆߚ
2 

是否存在截留ǃ挤占ǃ挪用ǃ虚列支出等情况ˈ每发⦄一处扣 1 最多扣ˈߚ 3  ˗ߚ

资金支出是否依据合理ˈ材料完整ˈ核算ℷ确ˈ每发⦄一处扣 0.5 最多扣ˈߚ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ߚ

资金支出是否经过了必要的内部制程序ˈ每发⦄一处明显缺陷ˈ扣 0.5 最多扣ˈߚ 3 ߚ  ̠

3 

过程

˄15˅ 

财ࡵ管

理˄8˅ 

 资金᳝效使用率 3 

资金᳝效使用率=已经财ࡵ列支项目资金/实际到位资金应100%Ǆ 

已经财ࡵ列支项目资金:指截ℶ 2015 ᑈ 12 ᳜ 31 日ˈ已经因Ў项目需要支付给第ϝ方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指截ℶ 2015 ᑈ 12 ᳜ 31 日ˈ已经明确Ў 2015 ᑈ项目开支的所᳝财ᬓ到帐资

金; 

得ߚ=资金᳝效使用率应ߚ值Ǆ 

3 

立项资ࡽ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ǃ省㑻研究生实践地项目ǃ研究生专业ᡔ能竞赛项目ˈ每

发⦄一个项目未完៤ˈ扣 1  ˗ߚ

教改项目未完៤计划数量扣 1 创新实验未完៤计划数量扣˗ߚ 1  ˗ߚ

网络文化工作室ǃ៤长辅导室ǃ德育实践项目ǃ示范建设项目未完៤计划数量ˈ每发⦄一个

项目未完៤ˈ扣 1  ˗ߚ

评选的省㑻优博ǃ优硕论文未达到计划数量ˈ扣 2  ˗ߚ

产出

˄30˅ 

项目 

产出 
产出数量 12 

资ࡽ开展的研究生教改研究课题未达到计划数量ˈ扣 1  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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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㑻 

指标 

Ѡ㑻 

指标 
ϝ㑻指标 ߚ值 评  Ӌ  标  准 得ߚ 

立项资ࡽ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ǃ省㑻研究生实践地项目ǃ研究生专业ᡔ能竞赛项目ˈ每

发⦄一个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ˈ扣 0.5  ˗ߚ

教改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扣 1 创新实验未达到预期目标扣˗ߚ 1  ˗ߚ

网络文化工作室ǃ៤长辅导室ǃ德育实践项目ǃ示范建设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ˈ每发⦄一个

项目未完៤ˈ扣 0.5  ˗ߚ

评选的省㑻优博ǃ优硕论文未达到预期绩效目标ˈ扣 2  ˗ߚ

产出质量 8 

资ࡽ开展的研究生教改研究课题未达到预期绩效目标ˈ扣 1  ߚ

7 

立项资ࡽ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ǃ省㑻研究生实践地项目ǃ研究生专业ᡔ能竞赛项目ˈ每

发⦄一个项目未按时完៤ˈ扣 0.5  ˗ߚ

教改项目未按时完៤扣 1 创新实验未按时完៤扣˗ߚ 1  ˗ߚ

网络文化工作室ǃ៤长辅导室ǃ德育实践项目ǃ示范建设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ˈ每发⦄一个

项目未按时完៤ˈ扣 0.5  ˗ߚ

省㑻优博ǃ优硕论文评选工作未按时完៤ˈ扣 2  ˗ߚ

产出

˄30˅ 

项目 

产出 

产出时效 10 

资ࡽ开展的研究生教改研究课题未按时完៤ˈ扣 1  ߚ

9 

省重点学科ǃ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建设数量未达计划要求ˈ扣 1  ˗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地ǃ省高校科ᡔ创新团队ǃ教育部创新团队和省高校产学研合作

示范地建设项目数量未达计划要求ˈ扣 1  ˗ߚ

䆁辅导员ǃ心理健康教育老师ǃ辅导员团队项目完៤数量未达计划ˈ扣 1  ˗ߚ
人才养 8 

资ࡽ思想ᬓ治教育中青ᑈ杰出人才人数未达到计划要求扣 1  ˗ߚ

8 

经济发展促进 3 
涉及直接经济效益的专项资金使用项目 每̍发⦄一处没᳝达៤预期经济效益目标的扣 ˈߚ0.5

扣完Ўℶ˗ϡ涉及直接经济效益的专项资金使用项目ˈ本指标得满ߚǄ 
3 

节能降耗ᡔ改项目ǃ水电信息监管理ᑇৄǃĀϸ型ā校园建设示范校项目未达到预计数量ˈ

扣 1  ˗ߚ

新建协ৠ创新中心ǃ继续资ࡽ已立项协ৠ创新中心建设ˈ攻克一批重大问题Ǆ未按计划完៤

项目建设ˈ扣 0.5 扣ˈࡽ创新中心建设对攻克重大问题没᳝帮˗ߚ 0.5  Ǆߚ

效益

˄30˅ 

项目效

益˄30  ˅

社会综合效益 4 

新立项科研项目数量未达到计划要求扣 0.5 ߚ 未̍产生᳝自Џ知识产权的标志性៤果扣 0.5

 ˗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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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㑻 

指标 

Ѡ㑻 

指标 
ϝ㑻指标 ߚ值 评  Ӌ  标  准 得ߚ 

社会综合效益 4 
新增和验收一批示范校 ̍ࡼ相关部门举办招聘会等及扶持大学生创业 项̍目未完៤或未达

到预期效果ˈ扣 1  ˗ߚ
 

能力建设及ৃ持续

性 
5 

维持项目发展所需的机制完善ˈ人员Ϣ设施保障ǃ维ᡸ费用保障等情况的落实᳝保障措施ˈ

每发⦄一处ϡ利项目ৃ持续䖤行要求的扣 0.5  扣完ЎℶǄˈߚ
5 

教师满意度 5 
教师问卷调查满意度 90%以Ϟ计满ߚ 4 90%计ˉ80%ˈߚ 4 80%计ˉ70%ˈߚ 2 ˉ60%ˈߚ

70%计 1 60%以ϟ计ˈߚ 0  Ǆߚ
5 

效益

˄30˅ 

项目效

益˄30  ˅

学生满意度 5 
学生问卷调查满意度 90%以Ϟ计满ߚ 4 90%计ˉ80%ˈߚ 4 80%计ˉ70%ˈߚ 2 ˉ60%ˈߚ

70%计 1 60%以ϟ计ˈߚ 0  Ǆ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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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ӊ 2 

 

2015 年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自评基础数据表 
 

序

号 
项目ৡ称 ᑈ度绩效目标 2015 ᑈ度绩效完៤情况 

1 2011 协ৠ创新专项 

2015 ᑈ 新̍建 15 个协ৠ创新中心 继̍

续资ࡽ 31 个已立项协ৠ创新中心建

设ˈ攻克一批国家和៥省急需解决的

重大问题ˈ提升协ৠ创新水ᑇǄ 

协ৠ创新中心共ᡓ担国家㑻项目 417 项ǃ省部㑻项目 397 项ǃ企џ业重大项目 244 项ˈ

项目经费 9.5 亿元ˈ发表 SCIǃSSCI ǃEI 论文 1256 篇ˈ申请发明专利 313 项ǃ获得

授权 134 项ˈ荣获国家㑻科研༪励 6 项ǃ省部㑻科研༪励 80 项ˈ新增国家㑻创新ᑇ

ৄ 6 个ǃ省部㑻创新ᑇৄ 33 个ˈ涉及养博士 288 ৡǃ硕士 1819 ৡǃ企业ᡔ术骨ᑆ

2082 ৡˈ举办国际国内会䆂 108 次ˈ中心៤果转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44.5 亿元ˈ相

关ᬓ策建䆂被国家和省领导人批示 69 次Ǆ 

2 重点学科及科研开发 

2015 ᑈˈ继续建设 196 个省重点学科

˄ 23 个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ǃ60

个省重点建设学科ˈЎ៥省区域经济

发展养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ˈ催生

一批标志性科研៤果Ǆ 

支持省重点学科 196 个ǃ省重点建设学科 60 个ǃ省教育ख़科学研究项目 1921 项ˈ资

创新ᑇৄ开ᬒ金项目ࡽ 151 项 资̍ࡽ产业化育项目 11 项Ǆ圆满完៤了湖南省Ā十

Ѡ五ā256 个重点学科的验收工作ˈ整体优良率达到 84%Ǆ新增 3 个 ESI 全球排ৡ前

1%学科Ǆ新增 2 个国家㑻ᑇৄǃ61 个省㑻ᑇৄˈ国防科ᡔ大学ǃ中南大学ǃ湖南大

学ǃ湖南师范大学等 4 所高校入选៥首批省㑻重点智ᑧ˄全省共 7 个˅Ǆৠ时ˈ还ࡴ

强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ˈ支持高校开展了一批科ᡔ攻关项目Ǆ 

3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Ϣ教

学改革 

建设79个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ǃ100

门精品课程ǃ40 校企合作地ǃ30 大

学生创新䆁㒗中心和一批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34 个国家㑻实践教学

地˗选取 3 所学校开展教学评估˗㒘

㒛 12 项学科竞赛ˈ3 类课程↨赛˗实

施教改项目 700 项 创̍新实验 650 项Ǆ 

资ࡽ省㑻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79 个 1̍06 门课程继续保留省㑻精品课程荣誉 立̍项

建设 43 个校企合作人才养示范地 强对̍ࡴ 82 个已立项的省㑻大学生创新䆁㒗中

心建设的指导ˈ立项建设 664 个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Ǆ㒘㒛完៤了大

学生数学建模ǃ力学ǃ电子设计ǃ工业设计ǃ广告艺术ǃ物理ǃ化学实验ᡔ能ǃ计算

机程序设计ǃ旅游专业ᡔ能ǃ模拟法庭ǃ师范生教学ᡔ能ǃ结构设计ǃ日语演讲ǃ英

语演讲等 14 项省㑻大学生学科竞赛 共᳝̍ 4108 ৡ学生获得省㑻以Ϟ༪励Ǆ2015 ᑈ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709 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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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生教育创新 

立项资600ࡽ项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立项建设省㑻研究生实践地 50 个˗

资ࡽ全省高校开展研究生课程改革˗

㒘㒛开展 6 项研究生专业ᡔ能竞赛活

评选省优博论文˗ࡼ 50 篇ˈ省优硕论

文 200 篇˗资ࡽ研究生教改研究课题

课题 100 项Ǆ 

举办 13 个研究生创新论坛ˈ收到论文 2030 篇ˈ论文投稿数量创ग़届论坛新高Ǆ立项

资ࡽ全省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项目 604 项 在̍企џ业单位以及科研院所建设省㑻研究

生养创新地 39 个Ǆ举办了 9 期研究生暑期学校ˈ省内外 957 ৡ研究生和青ᑈ教

师参ࡴǄ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0 篇ˈ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0 篇Ǆ立项资ࡽ 107 项

省㑻研究生教改课题ˈ促进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广泛开展教学内容ǃ教学方法手

段ǃ教学建设ǃ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教育教学改革Ǆ 

5 
高校础设施改造及节

㑺型校园建设 

支持部ߚ省属高校实施维修改造ǃ美

化绿化以及节能ᡔ改项目ˈ广建设

水电信息监管理ᑇৄǄ 

支持 39 所省属高校实施础设施改造和节㑺型校园建设项目ˈ实施水ǃ电ǃ路和节

能降耗ᡔ改项目 40 个ˈ校舍维修改造项目 38 个ˈ水电信息监管理ᑇৄ项目 7 个ˈ

绿化和⦃境治理项目 7 个Ǆ通过项目的实施ˈ引导ǃ带ࡼ省属高校ࡴ大础设施改造

投入ˈߛ实改善了本办学条ӊ和学校校园⦃境Ǆ 

6 
高校社会化学生公寓和

食堂处置༪补 

支持 6 所未完៤处置工作的高校完៤

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任ࡵǄ 

继续支持未完៤处置工作的高校完៤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处置任ࡵ 湖̍南师范大学

等 5 所高校完៤社会化学生公寓回购 356254 ᑇ方米ˈ湘潭大学等 6 所高校的回购已

进入定Ӌ谈判程序Ǆ按照ᬓ府Џ导ǃ校企Џ体ǃᬓ策支持的原则ˈ化解了校企矛盾ˈ

逐步建立起高校学生公寓和食堂长效管理Ϣ风险防范机制ˈ维ᡸ了高校稳定Ǆ 

7 大学生思ᬓ及就业 

建设 10 个网络文化工作室ǃ98 个៤长
辅导室ǃ246 个德育实践项目和 15 个
示范建设项目˗䆁辅导员 900 人ˈ
䆁心理健康教育老师 150 人ˈ建设
50 个辅导员团队ǃ资ࡽ 91 个思想ᬓ治
教育中青ᑈ杰出人才˗立项一批大学
生思想ᬓ治课题ˈ提升高校思想ᬓ治
教育工作队伍的科研水ᑇ和能力ˈЎ
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评定高校↩业生
就业工作Ā一把手工程ā优秀单位 44

个ǃ示范校 20 所ˈ以评促建ˈ提高就
业指导管理服ࡵ水ᑇǄ 

立项支持 15 个高校大学生思想ᬓ治教育示范建设项目ǃ98 个普通高校特色៤长辅导
室立项建设项目ǃ 246 个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ˈ重点建设了 10 个网络文化工作室Ǆ
依托省内 5 个高校辅导员䆁地 举̍办了 5 期岗前䆁ǃ专题䆁 ̍䆁辅导员 900

人ˈ䆁 150 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ᑆǄ进 50 个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
工程省㑻项目ˈ9 ৡ教师入选省㑻高校思想ᬓ治教育中青ᑈ杰出人才计划Ǆϸ所高校
入选Ā全国高校思想ᬓ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āˈ2 ৡ教师纳入Ā全国
高校优秀中青ᑈ思想ᬓ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ࡽ计划āǄ立项省社科金项目 30 项ˈ
ख़㑻思想ᬓ治教育研究项目 50 项ˈ思ᬓ课题辅导员专项 20 个ˈ辅导员ᑈ度人物资ࡽ
课题 30 项ˈ委托研究项目若ᑆ项ˈ引导高校ࡴ大思想ᬓ治教育科研力度ˈϡ断提升
大学生思想ᬓ治教育工作水ᑇǄ实施高校↩业生就业工作Ā一把手工程ā督查制度ˈ
评定 44 个先进单位Ǆ开展第一轮第Ѡ批ǃ第ϝ批大学生就业创业示范校评选ˈ共评
出 20 所就业创业示范校 全̍省就业创业示范校总数达 30 所Ǆ2015 ᑈ៥省↩业生就业
率达 89.92%ˈ↨Ϟᑈ高出 2.67 个百ߚ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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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15 ᑈ度立项资ࡽ课题 439 项ˈ݊中

重大委托课题 3 项ǃ重点资ࡽ课题 40

项ǃ一般资ࡽ课题 308 项ǃ青ᑈ资ࡽ

课题 43 项ǃ地课题 40 项ǃ党建课

题 5 项Ǆ 

2015 ᑈ度共立项资ࡽ课题 439 项ˈ݊中重大委托课题 3 项ǃ重点资ࡽ课题 40 项ǃ一

般资ࡽ课题 308 项ǃ青ᑈ资ࡽ课题 43 项ǃ地课题 40 项ǃ党建课题 5 项Ǆ在最䖥㒘

㒛的湖南省教育科研优秀៤果评༪工作中ˈ 180 项优秀៤果获༪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