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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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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告知 2024 年省级教育发展专

项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资金预算

核定情况的函》（粤财科教函〔2023〕13 号），2023 年粤

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专项资金下达至惠州学院金额 6338 万

元。

（二）项目决策情况

我校将 2023 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务综合预算，并

经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学校校长办公

会审议、党委会审定通过执行。分配项目包括师资队伍建设、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重点支持人才引育、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建设、科研团队建设、教

学实验室建设、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等，涉及的负责部门

包括人力资源部、教务部、科学技术部、资产设备管理部、

学生工作部等。

（三）绩效目标

2023 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粤东西北

高校振兴计划专项资金目标任务是：学科与科研建设水平不

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师资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成效明显，国际化办学持续推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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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竞争力持续提高，办学内涵及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1.改善粤东西北地区高校的师资短板，引进、培育以丰

湖学者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至少40名，博士占比达48%以上；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60%以上；

2.通过教育部师范认证专业 1-2 个，获批省级及以上一

流本科专业 2-4 个，获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 4 门左右；

3.推进 3 个省级示范产业学院建设和新师范建设，新增

或改造与产业学院、新师范学科相关的实训教学实验室建设

至少 6 个，新增教学仪器设备及配套软件 1000 万元以上；

新增省级产业学院 1 个；

4.切实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学

科竞赛奖 600 项以上；推进双创孵化基地建设，举办创新创

业大讲堂、创客沙龙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10 场以上，获得“互

联网+”、挑战杯、双创大赛省赛银奖 2 项以上；

5.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新增至少 1 个省级重点学科、新

增市厅级以上科研平台不少于 3 个，其中省级平台不少于 1

个；新增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团队，获批省级科研创新

团队 1 个；

6.加强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工作，获批省部级以上项目

不少于 60 项，科研项目经费突破 5000 万；重点学科、申硕

学位点建设学科出版学术专著至少 17 部；强化校企联合开

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项目孵化等工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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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与应用不少于 30 项；获省级科研奖励 1-2 项；加

强申硕学位点建设，确保 2023 年获批硕士学位点授权。

7.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展 1-2 项国际交流与合作项

目；开展国际学术与人文交流活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或人

文交流活动至少 2 场。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校高度重视 2023 年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按时保质完成，

不存在虚报、错报、漏报、瞒报等弄虚作假现象；自评得分

91.9 分，自评结果等次为优。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部分项目资金额度大、实施周期较长，项目资金支付节

点跨年度，部分已完成财务报销手续的项目资金未能在 2023

年底及时支出。截至评价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粤东西北高校振兴

计划专项资金 6338 万元，支出 3270.65 万元，项目整体支

出进度 51.6%。

我校严格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2023〕34 号)

和《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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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2021-2025 年)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181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进行资金管理，严格要求相关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和资金支

付。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包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及成本指标 3 大类，

设置指标项 14 项（已完成 10 项、未完成 4 项），省级及以

上一流本科课程、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双师双能教师占

比、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指标超额完成，省部级以上项目、

科研经费、师均科研经费等指标进度较慢。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效益指标包含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及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设置指标项 11 项，指标任务全部完成，签订

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新增省级以上科研平台、科研成果

转化数、出版学术专著、举办国际学术及交流活动、省级以

上学科竞赛奖等指标超额完成。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在人才培养方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

师范类二级认证期中考核；英语、学前教育两个专业提交师

范类专业二级认证申请材料；服装与设计工程、软件工程专

业顺利通过 IEET 工程教育认证期中访评；学前教育、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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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专业参加 2023年度认证，已提交申请材料及自评报告；

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4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9 门、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省级教研教改项目结题验收通

过率 100%；新建实验实训室 8间，更新改造实验室实训室 7

间，新增教学仪器设备及配套软件 1974 万元；开展产业学

院建设研讨推进会 10 余场，新增省级产业学院 1 个；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 4 项；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 1264

项，其中国际级共 17 项，国家级共 364 项，省级三等奖以

上 883 项；举办创业大讲堂、创客沙龙 20 余场；在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2项，获省级奖项 11项；

获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

等奖 1项，省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项、三

等奖 7项，省级专项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3

项；依托传统文化开展的学生工作项目“非遗‘活’起来，

传承‘火’起来--非遗进校园赋能思政实践育人模式探索”

入选教育部 2024 年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实现国家级思

政精品项目零的突破。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2023年全年引进特聘岗教授2名、

优秀博士 15名，博士学位教师占全体教师比率达到 47.28%，

生师比 16.82；“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63.00%；组织开展

新入职教师、青年助教等各类线上线下培训近 30 场，覆盖

1000多人次；选派 50名教师赴国（境）内外进修培训，其

中 12名教师申请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含博士后），38名教

师进行访学进修；新增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 2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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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2个，分别为“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大学数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在科学研究方面，获批省部级以上项目 46 项，科研项

目经费 2705 万元；完成控制工程、应用化学等省特色重点

学科终期评估验收、广东省电子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中期评估考核，城市地下工程科研大楼落成；新增省科研创

新平台 2个、省级科研创新团队 2个、校企联合实验室 1个；

“多智能体分布式任务分配算法”被“北邮一号”卫星采用；

出版学术专著 23部，获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艺

术类）1项、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中国服装行业科技进步贡献奖 1项；举办有影响力的

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 11 场，邀请院士、专家作学术报

告 86场。

在社会服务方面，实施“智撑乡村振兴计划”，开展“双

百行动”项目 17 个，管角螺、海菊蛤人工繁育率先在全省

实现突破，入选省工作简报 1次；获批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

1个，新增产学研合作单位 18家；共建有控制科学与工程学

科的“惠南科技园博士驿站”、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惠阳区

新材料产业园博士驿站”和教育学科的“乡村振兴博士驿

站”，科技成果转化 36项，转化金额 240.1万元；标志性服

务科技成果“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摄像头模块调焦流水线及

其方法”和“一种光斑质量检测方法、系统及电子设备”分

别获得“2023年第六届（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金奖、

银奖，“高折射率有机硅光学材料”获“第二十四届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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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奖和“第九届上交会优秀智能

制造项目奖”，教育学科骨干获省“新师范”高质量发展研

究与实践项目 6项、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和“幼

儿园名教师”培养项目各一项；咨询报告被省市领导批示或

被省市相关机构采用共 24 件；承接地方学习教育培训项目

66个，培训近 4万人次，社会服务项目累计到账 7870余万

元。

在国（境）外交流方面，继续做好与美国北阿拉巴马大

学合作举办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接待

国（境）外各类访问团组 18 批超 350 人次；与马来西亚国

立大学、英国北安普顿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台湾朝阳科技

大学等 11 所高校推进合作事宜；举办首届“海外学术交流

月”活动，参与师生超过 1000 人次；成立惠州港澳台侨青

年学习教育基地；协同惠州市委统战部、惠州市台港澳事务

局、惠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举办“情牵惠州 羽连两岸”

羽毛球友谊赛；深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在惠台商的协同合作，

到访我校的港澳台师生或相关交流团组超 300人次。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部分任务未按照计划开展，预算执行进度未达预期。

2023年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部分项目资金额度大、实施

周期较长，项目资金支付节点跨年度，部分项目资金当年未

能全部支付。

2.人才引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入职报到会出现延迟

现象，年度人才引进数量可能最终与申报目标存在差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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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项目均存在一定的研究周期，科研绩效的长期性与考

核的短期性之间存在较强矛盾。

三、改进意见

（一）持续强化资金管理

围绕“冲补强”提升计划建设方案目标任务，用好、用

活专项资金，强化资金使用管理和全过程绩效管理，积极发

挥专项资金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冲补强”专项资金发挥最

大效益。

（二）推进预算执行进度

压实专项资金执行主体责任，建立内部分工明确、责任

清晰的管理机制，确保执行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

到事。动态跟踪项目实施进度，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进

一步优化资金分配，督促项目单位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

理，并作为下一年度预算资金安排的主要考量依据。

（三）加强绩效管理培训

定期对“冲补强”资金使用进度进行通报，安排专人负

责跟进项目执行进度，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和绩效自评开展方法等培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宣传，促使

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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