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 1：部门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1.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

2.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4.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5.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6. 2022 年高等教育补助经费

7. 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

8.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



附件 2-1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本科高校基础保障性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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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87 1307.87 1307.87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307.87 1307.87 1307.87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实现资源整合，课程开发；实验室培训；实验室交流
和合作；实验室项目开发。在承担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教学任务基础上，推动转变教育思想观
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为契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学生的主体
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体现学校特色的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完成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实现资源整合，课
程开发；实验室培训；实验室交流和合作；实验室项目开发。
在承担学生的校外实践教育教学任务基础上，推动转变教育
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为
契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学生的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体现学校特
色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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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重点学科数量 ≥3个 6 10 10

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元 22000 10 10

质量指标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0% 90% 5 5

招生计划完成率 ≥95% 95% 5 5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95% 100% 10 10

成本指标 三公经费 逐年下降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获得科技奖励金额 ≥100 万元 100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影响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毕业生留在本省比例 ≥50% 5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校园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校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提升程度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10 10



附件 2-2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地方主管部门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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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6.00 9886.00 9886.0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9886.00 9886.00 9886.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完善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改进资金分配和管理方式，强化政
策和绩效导向，完善资金分配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是弥补了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等人员经费及水电费、办公费、差旅费、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公用经费，保障民
生和学校正常运转，逐步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逐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学校
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用于人才引进与培养，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满足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的教师
队伍，积极打造高端教学科研人才团队,推动学校全面发展。
四是用于加大学校教学投入，助力学校“新经管”战略。
五是加大学科建设项目，以学校高峰学科建设为抓手，强化特色学科研究扩大学
科影响力。

一是按照生均拨款制度，坚持“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完善基本
支出体系，合理确定支出标准，生均拨款水平达到 21994 元。
二是弥补人员工资、学校运转等公用经费，保障民生和学校正常运转，
逐步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逐步提升办学质量、促进学校持续健康发
展。
三是人才队伍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本年度引进博士专任教师 131 名，校
内培养博士 8 名，引进人才数量创历年来新高。入选“江淮文化名家”
领军人才 2 人、入选“江淮文化名家”青年人才 3 人、获批高校优秀拔
尖人才培育资助项目 2 人、获批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资助项目 6 人。
四是加大学校教学投入，助力学校“新经管”战略。2022 年，新增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4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9 个；上线“国
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课程 25 门；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分别达到 24、18 个。
五是学科建设取得新突破，以学校高峰学科建设为抓手，强化特色学科
建设。2022 年学校主体学科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成绩更优；工程学科、
一般社会科学学科首次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统计学继续保持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 20%。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
管理、法学三个学科均获批安徽省“应用型高峰培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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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元 21994元 6 6

支持高峰学科建设数量 3 6 6 6

支持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20 24 6 6

支持的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9 18 6 6

质量指标

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逐步完善 逐步完善 5 5

地方高校基本办学条件 逐步完善 逐步完善 5 5

地方高校办学质量 提升 提升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学校数 1 1 5 5

受益学生数 20000 20317 5 5

为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
撑

逐步加强 逐步加强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有效 持续有效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

指标
省属本科高校满意度 ≥90% 95% 10 10



附件 2-3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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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50 2107.5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107.50 2107.5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提高。

目标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提升

就业竞争力。

1.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

意度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显著提升，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

供更多机会，提升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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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21994 15 15

质量指标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5% 95%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率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助学贷款生均发方 足额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学生生活水平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素质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校园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校综合实力 提升程度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95% 10 10



附件 2-4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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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30 2262.3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262.30 2262.3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目标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提高。

目标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提升

就业竞争力。

1.各项国家资助政策按规定得到落实。

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生和家长满

意度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显著提升，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兵接受高等教育提

供更多机会，提升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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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拨款水平 ≥12000 21994 15 15

质量指标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5% 95%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率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助学贷款生均发方 足额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学生生活水平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素质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校园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校综合实力 提升程度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95% 10 10



附件 2-5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

位
安徽财经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

行数（B）
分值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891.80 5891.8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5891.80 5891.80 - 100.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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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高峰学科人才引进、学科建

设经费。

目标 3：用于学校博士学位授予点建设等培优创新工程。

目标 4：高校党建思政提升、综合改革管理。

目标 1：一是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 21994 元。

目标 2：支持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三个高峰学科

建设经费、人才引进、项目研究经费 1650 万元。

目标 3：用于学校学校博士学位授予点建设等培优创新工

程 4035.5 万元。

目标 4：用于高校党建思政提升、综合改革管理 206.3 万

元。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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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拨款水平 ≥1.2万元 21994元 10 10

支持的学科数量（个） 3 3 5 5

支持的教学实验室数量（个） 15 15 5 5

质量指标
人才培养质量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5 5

科研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5 5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10 1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5 5

产出指

标(5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 ≥80% ≥80%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毕业生就业率 ≥80% ≥80% 5 5

服务支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全省生态环境治理改善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学校持续健康发展 ≥3 年 ≥3 年 5 5

学校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5 5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教师满意度 ≥90% ＞90% 5 5

学生满意度 ≥90% ＞90% 5 5



附件 2-6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2022 年高等教育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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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5.00 6915.0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915.00 6915.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专项经费预算，结合我校事业发展需要，经认真研究，现就专项经费提出如
下使用方案，一是聚焦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学校综合实力。二是
学校高峰学科稳步推进，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不
断提升。三是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国家级现代
产业学院、双创学院和双创基地建设取得进展。四是高校思政能力水平不断提高，
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

一是聚焦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二是学校高峰学科稳步推进，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三是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层

次人才引育、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双

创学院和双创基地建设取得进展。四是高校思政能力水平不

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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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拨款水平 ≥1.2 万元 21994 15 15

质量指标 高校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10 10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90% 100.0%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6915 万元 6915 万元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获得市级奖励金额 ≥100 万元 100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思政能力水平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校园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 不断改善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提升高校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影

响程度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高校满意度 90% 95% 10 10



附件 2-7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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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3.00 3.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运用大别山片区微观调研数据，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对大别山片区扶贫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推动扶贫战略的进一步有效实施，从而实现长

久脱贫。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其

脱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良好，但贫困人口脱贫行为程

度较低，缺乏自主性；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工作的自主性较低、形式较单一，

对贫困人口脱贫行为的正向影响较小。基于此，应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

性，构建多元扶贫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培育并提高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运用大别山片区微观调

研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别山片区扶贫绩效进

行综合评价，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

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推动扶贫战略的进一步有效实

施，从而实现长久脱贫。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其脱贫行为产生正

向影响；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良好，但贫困人口脱贫

行为程度较低，缺乏自主性；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工作

的自主性较低、形式较单一，对贫困人口脱贫行为的正

向影响较小。基于此，应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

构建多元扶贫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培育并提高连片特

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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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学校数 ≥1个 1 10 1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支出合规合法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30000元 30000 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获得科技奖励金额 100万元 100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农村生态效益 不断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农村社会发展程度 不断完善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农村贫困人口满意度 ≥90% 95% 10 10



附件 2-8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强省资金-江淮文化名家

主管部门 205-安徽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205020-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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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 31.5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31.50 31.5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人才团队项目的资助，着重培养一批坚守在教学

科研岗位上，工作实绩突出，学术水平较高，主动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

学术造诣深厚；对相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成果有创

造性和重要科学价值，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才。

通过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人才团队项目的资助，着重培

养一批坚守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工作实绩突出，学术水

平较高，主动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学术造诣深厚；

对相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成果有

创造性和重要科学价值，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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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人才团队

数量

≥3个 3 15 15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合法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315000元 3150000 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学校横向课题金额 1000000元 1000000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社会发展程度 不断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90% 95% 1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