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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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2.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4.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5. 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



附件 2-1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地方主管部门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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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9 7749 7749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7749 7749 77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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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正处于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建设的关键时期，全方位加强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学校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着力推行有利于高端人才队伍引进培养成长政策，进一步优化人才
引进举措，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力度，逐步提高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力争为高层
次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目标 3：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若干意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激励
我校研究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充足的项目资金不仅是保证学位工作的正
常有序开展的前提，更是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物质条件。目标 4：学
校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队伍培育计划，采取国内外研修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对
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
养。在这些高层次人才的带动和辐射下，学校即将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素质过硬、充满活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并努力实现国家级教学团队零的突破；
形成以高层次人才为带头人的科研团队，产出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为学校学科
建设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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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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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全面引进高层次博士 16 人，校内培
养博士 13 人，全面提升师资水平。四是学科建设取得新突破。以学科建
设为龙头，提升学科建设内涵和创新能力，牵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平台建设、交流合作协同并进，学校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稳
中有进，学科建设成效显著。ESI 工程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均进入全球排
名前 1%，相关研究已具备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软科 2023 中国最好
学科排名》显示，安徽省属高校进入榜单的高校总数为 10 所，上榜学科
总数为 81 个，我校共 9个一级学科，上榜 6 个学科，上榜率排名省属高
校第 2；省属高校共有 10 个学科达到全国排名前 20%序列，其中我校占 2
个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理论经济学、法学、公共管
理等 6 个学科均上榜 2022 及 2023 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其中
应用经济学、统计学保持前 20%，工商管理保持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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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0元 20 20

质量指标 招生计划完成率 ≥0.95 比率 0.95 比率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1 比率 1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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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市级科技奖励金额 ≥120 万元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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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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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满意度 ≥0.95比率 0.95 比率 10 10



附件 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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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1 2145.1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145.1 21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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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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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 2382.8 2382.8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708 2382.8 23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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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补助学校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国家助学金、征兵入伍学费减免等。
用于补助学校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国家助学金、征兵入伍学

费减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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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0 元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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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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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校发展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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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4 4200.40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4200.4 420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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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正处于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建设的关键时期，全方位加强人

才培养、引进、使用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学校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行有利于高端人才队伍引进培养

成长政策，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举措，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力度，逐步提高

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力争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干事

创业的良好环境。目标 3：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安

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激励我校研究生的创新

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充足的项目资金不仅是保证学位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的前提，更是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物质条件。

目标 1：一是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 17040 元。目标

2：用于学校博士学位授予点建设等培优创新工程 1045.4

万元；用于支持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三个高峰学

科，法学一个高峰培育学科建设经费、人才引进、项目研

究经费 2900 万元。目标 3：用于研究生思政提升，综合

改革管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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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0元 10 10

支持的学科数量（个） 3 3 10 10

质量指标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0.9比率 0.9 比率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5 5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57638000

元
42004000 元 10 10

产出指

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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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程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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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比

率
0.95 比率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附件 2-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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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111.5 1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11.5 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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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支出合规合法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100% 10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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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