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单位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7,588.60 11,555.16 11,532.93 10.00 99.80 9.98

7,588.60 11,555.16 11,532.93 - 99.80 -

0.00 0.00 0.00 - 0.00 -

0.00 0.00 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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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揽蓄行动，引
进A类人才

≥1.00(人) 1(人) 5.00 5.00

人才揽蓄行动，引
进B类人才

≥8.00(人) 14(人) 5.00 5.00

人才揽蓄行动，引
进青年骨干教师

≥20.00(人) 32(人) 5.00 5.00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40.00(项) 45(项) 5.00 5.00

新增企事业单位委
托项目数

≥40.00(项) 95(项) 5.00 5.00

高层次人才队伍，
柔性引进特聘教授

≥3.00(人) 3(人) 5.00 5.00

研究生导师队伍培
训覆盖率			

=100.00(%) 100(%) 5.00 5.00

研究生论文查重覆
盖率

=100.00(%) 100(%) 5.00 5.00

研究生毕业论文盲
审覆盖率

=100.00(%) 100(%) 5.00 5.00

学生国（境）外学
习、实习占比

≥15.00(%) 4.39(%) 4.00 3.50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00(%) 100(%) 4.00 4.00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00(%) 100(%) 4.00 4.00

人才培养质量影响
力

提升 达成指标 4.00 4.00

社会服务影响力 提升 达成指标 4.00 4.00

学科建设影响力 提升 达成指标 4.00 4.00

服务国家战略、服
务上海及长三角能

力
提升 达成指标 4.00 4.00

特色学科方向影响
力

提升	 达成指标 4.00 4.00

服务产业转型、企
业发展能力

提升 达成指标 5.00 5.00

学生满意度 ≥90(%) 92.54(%) 4.00 4.00

教师满意度 ≥85.00(%) 90(%) 4.00 4.00

100 99.48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评分等级 优

偏差原因：2023年虽然全球新冠疫情结束，但疫情的
余波影响依然明显。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
的变化，学生和家长对于出国（境）时间、经济成本
以及对未来就业的考量增加，交流意愿降低，普遍存
在犹豫观望的心态。综合原因造成学生国境外交流人
数未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改进措施：努力加强各项
服务工作，及时与海外合作院校联系、丰富项目信息
发布和咨询、落实细化各项目的组织工作等，加大短
期交流、访学项目的力度。指导协助二级学院，挖掘
3+1、3+1+1等联合培养项目和交换生潜力，开拓特色
品牌项目，在学生海外学习、实习的质与量上有提升

和增长。

项目资金（万元）

1.2023年，根据来年项目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整合和优化项目
资源，确保项目质量。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学生需求，努力推动

3+1+1项目和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启动线上教学交流项目，实现线上
线下项目并举。

2.完成高水平学科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对
外开放提质增效、体制机制改革和条件保障等五大任务设定的年度

目标。
3.完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推进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

设，建设高水平经管案例项目6-8项，开展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形
成分析全面、客观科学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报告；邀请校内外专家对
学位点建设成效进行考核评价，持续提升学位点建设质量；深化产
教融合机制，加大行业导师深度参与培养过程，推进学位点建设内

涵转型升级。
4.多举措引才聚才，延揽相关学科骨干教师2-4人左右；柔性高层次

人才1人。
5.落实实验平台建设方案，在企业运营主题数据库、实验平台功能
模块、实验项目内容开发、实验案例资源数据包制作等具体建设任

务领域，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6.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队伍质量；成立具有立信特
色的审计案例研究中心，提高教师指导案例写作和进行案例教学质
量，为教师的案例教学提供重要的支撑；提升学生案例写作能力的

1.对标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条件，关注核心申报指标的优化提升，着力提升
学位点建设水平与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凸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围绕重
点培优学位点建设目标，全方位、多举措引才聚才，大力引进高素质高水平教
师，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及学位点建设提供高层次优秀师资人才。开展基
于新文科内涵的实验教学资源建设，为学位点建设与申报提供优化保障条件。
对审计、金融、应用统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4个重点建设学位点开展培优培育专

项建设，推动这4个学位点以远超申报基本条件的成果进行申报。
2.高质量完成高水平学科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
制改革和条件保障等方面的年度目标，基本完成对外开放提质增效方面的目标

。
3.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满足学生日常就餐需求，有效稳定了饭菜价格上涨。经

测评2023年学生对食堂满意度97.865%，年度目标已完成。
4.青年教师配备带教导师工作青年教师整体参与率达100%，导师配备率达

100%；青年教师学院应参加市教委岗前培训到位率100%。其他指标达到学校激
励计划负面清单的规定要求，不低于《关于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的

指导意见》（沪教委高【2017】64号）文件精神。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效益指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偏差原因分析

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内涵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实施单位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3,633.26 3,633.26 3,631.87 10.00 99.96 9.99

3,633.26 3,633.26 3,631.87 - 99.96 -

0.00 0.00 0.00 - 0.00 -

0.00 0.00 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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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决策咨询专报
完成省部级决策咨
询报告10-15篇

达成指标 10.00 10.00

质量指标
课程可直接用于生

涯发展
可用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 完成 达成指标 10.00 10.00

社会效益指
标

开展2期 =2.00(期数) 2(期数) 10.00 10.00

课程讲座辐射200人 =200.00(人) 200(人) 10.00 10.00

参与政策制定
参加上海市以及浦
东新区政策制定研

讨会议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智库专家观点影响
力

参会交流情况以及
发表专家观点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度 ≥90.00(%) 90.00(%) 10.00 10.00

研究专报满意度
省级以上采用10-

15份
达成指标 10.00 10.00

100 99.99

评分等级 优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资金（万元）

1、完成2023年度教育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任务，建立并完善上海市教
育系统信用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开展各类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信用法
治宣传教育和调研活动；围绕2023年教育领域信用热点问题组织召开
学术交流；完成2023年市教委、发改委等政府相关部门下达的各类教

育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2、2023年，继续深化、落实全面发展。力争将研究院建成为在浦东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思想库，为浦东综合配套改

革和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3、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视角，培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品格优势；以
学生为中心，打造引导型、服务型、成长型、陪伴型四位一体的工作

室。
4、通过2023年青年英才揽蓄工程招揽海内外的优秀青年人才。				

				

1.2023年度协创中心紧密围绕金融服务科创产业的核心，深入开展协同攻关。在
资金管理方面，中心严格遵循预算计划，确保项目资金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为保证项目进度和质量，中心建立了健全的
项目管理体系，明确了项目任务、职责和时间表，实现了项目进度和质量的双丰
收。通过定期的项目会议和资源协调，有效应对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
战。在成果产出方面，中心完成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金融支持“科创+产业”
发展研究报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统计手册发展指数的发布，以及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数据云图的编制。这些成果得到了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联席办、上海统计局的认可，并在进博会、G60科创走廊展示中得到了广泛展

示。
2.研究院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服务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
开展学术研究，2023年决策咨询成果显著，二级单位报送总数、采纳数、师均采
纳数位居全校第一。师均横向科研课题委托数全校第一。研究院持续为浦东综合

配套改革和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3.通过青年英才揽蓄工程，学校与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建立了联系，积极吸引优秀
人才来我校工作。针对高层次人才，人事处主动出击，根据岗位薪酬任务进行一
人一议，实行市场化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2023年度，共全职引进高层是人才1
人，校内培育高层次人才2人，引进优秀骨干教师14人。经学院推荐、学校人才
领导小组审议，推荐13名优秀教师申报市级人才项目，2人获批东方英才计划拔
尖项目教育平台，2人获批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教育平台，1人获批上海市“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启明星培育。
4.完成2023年度教育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任务，建立并完善上海市教育系统信用体

系建设。
5.项目部共立项6个专项课题，共完成6份专项研究报告，形成15份专报，其中7
篇专报被省部级及以上采纳或领导批示，举办2场决策咨询专题辅导讲座，1场决

策咨询类会议。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偏差原因分析

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市级统筹引导实施的教育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实施单位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数 执行率 得分

1,952.46 1,952.46 1,952.46 10.00 100.00 10.00

1,952.46 1,952.46 1,952.46 - 100.00 -

0.00 0.00 0.00 - 0.00 -

0.00 0.00 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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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学生奖助学金资助

面
≥30.00(%) 30.00(%) 15.00 15.00

物价幅度对学生生
活的影响率

降低 达成指标 15.00 15.00

奖助学金发放人数
条件符合率

=100(%) 100(%) 15.00 15.00

困难学生资助覆盖
率

=100(%) 100(%) 15.00 15.00

时效指标
资助资金发放到位

及时率
=100(%)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学校学生因贫失学

率
=0(%) 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学生、家长抽样调
查满意度

≥90(%) 90.00(%) 10.00 10.00

100 100

评分等级 优

质量指标产出指标

项目资金（万元）

利用信息化平台和软件，按时完成项目执行率，做到资助资金的公平
、公正、及时发放；聚焦“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个总目
标，不断更新学生奖助学金资助制度，定期进行推进与验收；通过精
准化认定，满足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全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

习生活需要；提升资助工作满意度。

利用信息化平台和软件，按时完成项目执行率，做到资助资金的公平、公正、及
时发放；聚焦“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个总目标，不断更新学生奖助
学金资助制度，定期进行推进与验收；通过精准化认定，满足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全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提升资助工作满意度。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偏差原因分析

学生本专科生校内奖学金资助面大于等于30%

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