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分数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5.32 1,700.35 10.00 9.6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32 1,066.35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 -

      其他资金 634.00 634.0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0.00 0.00

581.84 91.77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1,645.98 96.80

1,064.14 99.79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内涵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年度
总体
目标

学校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将长期面临主动“适应上海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主动对接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增强学校办学
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和贡献度，是落实上海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任务

的根本保障。
学校以建设职教强校、建成本科职业大学为目标，然而，学校师资数
量不足、结构不均衡、高层次人才作用不显著等问题制约学校的长远
发展。立足创建全国一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专业师资发展不均

衡，外引内培推进的同时，正向激励是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顶层
设计，以“补短板、强基础”为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师资
结构、提升师资素质、推动人才培养是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迫切需要，是助推中国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保障。 项目名称:本市
公办高校整体承租市区两级公租房租赁补贴 为切实落实好教职工的
民生工程，为教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学校整体承租奉贤区内
的公寓房。 项目名称：高校学生食堂价格调节补贴稳定我校学生食

堂菜价，不受市场菜价波动影响。
立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质，结合学校行业办学特点，打造具有职教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上海乃至全国数量众多的高职院校马院中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一、重点建设任务

1.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群建设。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开设系列选择性必

修课程；拓展“中国系列”课程主题和内容，打造课程升级版。
2.积极开展“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积极参与上海“大思政课”试验
区建设；承接“青梨派”网络平台建设任务，开展思政课在线学习与

实践成果展示。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

进行建设，充分发挥对于思政课教学支撑作用。
4.建强教师队伍。率先建立覆盖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师德学习教育
体系，率先建立马院教师模范践行师德师风“六要”标准的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和成长激励机制；建立特聘教授（教

师）制度，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等兼任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5.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组织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讲。

6.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同城平台。对口帮扶1-2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

学校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将长期面临主动“适应上海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主动对接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增强学校办学
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和贡献度，是落实上海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任务

的根本保障。
学校以建设职教强校、建成本科职业大学为目标，然而，学校师资数
量不足、结构不均衡、高层次人才作用不显著等问题制约学校的长远
发展。立足创建全国一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专业师资发展不均

衡，外引内培推进的同时，正向激励是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顶层
设计，以“补短板、强基础”为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师资
结构、提升师资素质、推动人才培养是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迫切需要，是助推中国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保障。 项目名称:本市
公办高校整体承租市区两级公租房租赁补贴 为切实落实好教职工的
民生工程，为教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学校整体承租奉贤区内
的公寓房。 项目名称：高校学生食堂价格调节补贴稳定我校学生食

堂菜价，不受市场菜价波动影响。
立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质，结合学校行业办学特点，打造具有职教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上海乃至全国数量众多的高职院校马院中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一、重点建设任务

1.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群建设。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开设系列选择性必
修课程；拓展“中国系列”课程主题和内容，打造课程升级版。

2.积极开展“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积极参与上海“大思政课”试验
区建设；承接“青梨派”网络平台建设任务，开展思政课在线学习与

实践成果展示。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

进行建设，充分发挥对于思政课教学支撑作用。
4.建强教师队伍。率先建立覆盖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师德学习教育
体系，率先建立马院教师模范践行师德师风“六要”标准的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和成长激励机制；建立特聘教授（教

师）制度，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等兼任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5.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组织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讲。

6.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同城平台。对口帮扶1-2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2.00(门) 2.00(门) 5.00 5.00

=20.00(人) 20.00(人) 5.00 5.00

=2.00(人) 2.00(人) 5.00 5.00

=15000.00(平
方米)

15000.00(平
方米)

10.00 10.00

=100.00(%) 100.00(%)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博士研究生 达成指标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95.00(%) 95.00(%)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经济效益指
标

较低 达成指标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提高 达成指标 5.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85.00(%) 85.00(%) 5.00 5.00

100 99.68

质量指标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提升我校思政教育教学影响力

高层次人才比例

维修房屋建筑使用率

揽蓄项目完成及时性

工程竣工及时性

食堂饭菜价格上涨幅度

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成果提交及时性

引进人才到岗及时性

项目成果验收通过率

引进人才岗位需求相符率

引进人才学历要求

引进高层次人才数

拦蓄人才人数

维修总建筑面积

总分

评分等级 优

受益对象满意度

三级指标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建设在线课程

年度
总体
目标

学校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将长期面临主动“适应上海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主动对接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增强学校办学
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和贡献度，是落实上海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任务

的根本保障。
学校以建设职教强校、建成本科职业大学为目标，然而，学校师资数
量不足、结构不均衡、高层次人才作用不显著等问题制约学校的长远
发展。立足创建全国一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专业师资发展不均

衡，外引内培推进的同时，正向激励是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顶层
设计，以“补短板、强基础”为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师资
结构、提升师资素质、推动人才培养是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迫切需要，是助推中国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保障。 项目名称:本市
公办高校整体承租市区两级公租房租赁补贴 为切实落实好教职工的
民生工程，为教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学校整体承租奉贤区内
的公寓房。 项目名称：高校学生食堂价格调节补贴稳定我校学生食

堂菜价，不受市场菜价波动影响。
立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质，结合学校行业办学特点，打造具有职教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上海乃至全国数量众多的高职院校马院中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一、重点建设任务

1.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群建设。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开设系列选择性必

修课程；拓展“中国系列”课程主题和内容，打造课程升级版。
2.积极开展“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积极参与上海“大思政课”试验
区建设；承接“青梨派”网络平台建设任务，开展思政课在线学习与

实践成果展示。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

进行建设，充分发挥对于思政课教学支撑作用。
4.建强教师队伍。率先建立覆盖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师德学习教育
体系，率先建立马院教师模范践行师德师风“六要”标准的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和成长激励机制；建立特聘教授（教

师）制度，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等兼任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5.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组织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讲。

6.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同城平台。对口帮扶1-2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

学校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将长期面临主动“适应上海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主动对接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增强学校办学
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和贡献度，是落实上海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任务

的根本保障。
学校以建设职教强校、建成本科职业大学为目标，然而，学校师资数
量不足、结构不均衡、高层次人才作用不显著等问题制约学校的长远
发展。立足创建全国一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专业师资发展不均

衡，外引内培推进的同时，正向激励是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顶层
设计，以“补短板、强基础”为目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师资
结构、提升师资素质、推动人才培养是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迫切需要，是助推中国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保障。 项目名称:本市
公办高校整体承租市区两级公租房租赁补贴 为切实落实好教职工的
民生工程，为教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学校整体承租奉贤区内
的公寓房。 项目名称：高校学生食堂价格调节补贴稳定我校学生食

堂菜价，不受市场菜价波动影响。
立足职业教育类型特质，结合学校行业办学特点，打造具有职教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上海乃至全国数量众多的高职院校马院中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一、重点建设任务

1.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群建设。建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开设系列选择性必
修课程；拓展“中国系列”课程主题和内容，打造课程升级版。

2.积极开展“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积极参与上海“大思政课”试验
区建设；承接“青梨派”网络平台建设任务，开展思政课在线学习与

实践成果展示。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

进行建设，充分发挥对于思政课教学支撑作用。
4.建强教师队伍。率先建立覆盖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师德学习教育
体系，率先建立马院教师模范践行师德师风“六要”标准的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和成长激励机制；建立特聘教授（教

师）制度，聘请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等兼任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5.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组织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讲。

6.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同城平台。对口帮扶1-2所高职院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

数量指标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分数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463.61 9,463.61 10.00 9.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463.61 9,463.61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 -

      其他资金 0.00 0.0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0.00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9,367.41 98.98

9,367.41 98.98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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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单位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
大学

论坛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依托，文物修复与保护、生命康养、酒店
管理等专业协调联动，紧紧围绕我校学科发展、一流高职建设、申本
工作需求设置岗位，积极招揽优秀人才，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

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
（二）吸引留学人才来沪工作创业

上海大力推动新时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强化全球人才资源配置功
能，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力的海外引才计划，打造更具国际竞
争力的创新创业综合生态体系和人才发展环境。本次论坛旨在强化留
学人才对学校的了解，吸引更多更好优秀人才来校工作。 引进高层

次人才及青年博士10-15人。
（三）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结合“十四五”开局、“双一流”建设、提质培优、教育评价改革、
申本工作等重大任务，兼顾疫情防控要求，以校庆为契机，通过论坛
展现魅力、传播声音、塑造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上海城

建“品牌论坛”，塑造上海城建“亮丽名片”。
（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质赋能、加力提速

青年英才揽蓄项目，以联动企业以双师型教师引育为方向，创新“云
端”人才招聘的新方式，采用“校企联合”以及“互联网+”新模式
开展人才交流活动，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共引共享共建高水平双师型

教师队伍,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
1）产出目标

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建立完整的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制度体系，形成校企各方责权利相统一、既分
工又协调的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建设，力争将团队建设为市级教学团队，建设技术技能大师工作

室，培养大国工匠。从课堂的实践具体过程入手，保证教学过程的实
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考证过关率达90%以上。
 2）效果目标

 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力争建设市级教
学团队1个，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签订校企合作合同、签订
校企生三方合同、编写基于创新招工方式下的1中“现代学徒制”典
型案例一份、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核心岗位技术标准、制
定核心岗位师傅带教标准、制定学徒制特色课程、编写企业导师授课
资料并完成在线课程1门，制作校企合作活页式教材1本，学生取得省

市级以上技能竞赛奖1项。

本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一）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
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论坛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依
托，文物修复与保护、生命康养、酒店管理等专业协调联动，紧紧围
绕我校学科发展、一流高职建设、申本工作需求设置岗位，积极招揽
优秀人才，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
职业大学。 （二）吸引留学人才来沪工作创业 ：上海大力推动新时
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强化全球人才资源配置功能，实施更积极、更
开放、更有力的海外引才计划，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综合
生态体系和人才发展环境。本次论坛旨在强化留学人才对学校的了
解，吸引更多更好优秀人才来校工作。 引进高层次人才及青年博士
10-15人。（三）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结合“十四五”开局
、“双一流”建设、提质培优、教育评价改革、申本工作等重大任

务，兼顾疫情防控要求，以校庆为契机，通过论坛展现魅力、传播声
音、塑造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塑造上海城建“亮丽名片”。
（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质赋能、加力提速：
青年英才揽蓄项目，以联动企业以双师型教师引育为方向，创新“云
端”人才招聘的新方式，采用“校企联合”以及“互联网+”新模式
开展人才交流活动，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共引共享共建高水平双师型
教师队伍,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1）产出目

标：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建立完整的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制度体系，形成校企各方责权利相统一、
既分工又协调的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力争将团队建设为市级教学团队，建设技术技能大师工
作室，培养大国工匠。从课堂的实践具体过程入手，保证教学过程的
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考证过关率达90%以上。 2）效果目标： 通过上
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力争建设市级教学团队1
个，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签订校企合作合同、签订校企生三
方合同、编写基于创新招工方式下的1中“现代学徒制”典型案例一
份、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核心岗位技术标准、制定核心岗
位师傅带教标准、制定学徒制特色课程、编写企业导师授课资料并完
成在线课程1门，制作校企合作活页式教材1本，学生取得省市级以上

技能竞赛奖1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数量指标 =10.00(人) 10.00(人) 10.00 10.00

质量指标 提高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时效指标 及时 达成指标 20.00 20.00

社会效益指
标

合理 达成指标 20.00 20.00

生态效益指
标

=0.00(%) 0.00(%) 10.00 10.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升 达成指标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85.00(%) 85.00(%) 10.00 10.00

100 99.89

项目建设中的污染度

充电桩管理水平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教师队伍质量

项目交付及时性

职称结构

总分

评分等级 优

师生满意率

三级指标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引进高层次人才及青年博士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
大学

论坛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依托，文物修复与保护、生命康养、酒店
管理等专业协调联动，紧紧围绕我校学科发展、一流高职建设、申本
工作需求设置岗位，积极招揽优秀人才，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

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
（二）吸引留学人才来沪工作创业

上海大力推动新时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强化全球人才资源配置功
能，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力的海外引才计划，打造更具国际竞
争力的创新创业综合生态体系和人才发展环境。本次论坛旨在强化留
学人才对学校的了解，吸引更多更好优秀人才来校工作。 引进高层

次人才及青年博士10-15人。
（三）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结合“十四五”开局、“双一流”建设、提质培优、教育评价改革、
申本工作等重大任务，兼顾疫情防控要求，以校庆为契机，通过论坛
展现魅力、传播声音、塑造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上海城

建“品牌论坛”，塑造上海城建“亮丽名片”。
（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质赋能、加力提速

青年英才揽蓄项目，以联动企业以双师型教师引育为方向，创新“云
端”人才招聘的新方式，采用“校企联合”以及“互联网+”新模式
开展人才交流活动，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共引共享共建高水平双师型

教师队伍,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
1）产出目标

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建立完整的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制度体系，形成校企各方责权利相统一、既分
工又协调的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建设，力争将团队建设为市级教学团队，建设技术技能大师工作

室，培养大国工匠。从课堂的实践具体过程入手，保证教学过程的实
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考证过关率达90%以上。
 2）效果目标

 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力争建设市级教
学团队1个，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签订校企合作合同、签订
校企生三方合同、编写基于创新招工方式下的1中“现代学徒制”典
型案例一份、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核心岗位技术标准、制
定核心岗位师傅带教标准、制定学徒制特色课程、编写企业导师授课
资料并完成在线课程1门，制作校企合作活页式教材1本，学生取得省

市级以上技能竞赛奖1项。

本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一）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
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论坛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依
托，文物修复与保护、生命康养、酒店管理等专业协调联动，紧紧围
绕我校学科发展、一流高职建设、申本工作需求设置岗位，积极招揽
优秀人才，大力推动建设上海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试点和申办本科层次
职业大学。 （二）吸引留学人才来沪工作创业 ：上海大力推动新时
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强化全球人才资源配置功能，实施更积极、更
开放、更有力的海外引才计划，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综合
生态体系和人才发展环境。本次论坛旨在强化留学人才对学校的了
解，吸引更多更好优秀人才来校工作。 引进高层次人才及青年博士
10-15人。（三）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结合“十四五”开局
、“双一流”建设、提质培优、教育评价改革、申本工作等重大任

务，兼顾疫情防控要求，以校庆为契机，通过论坛展现魅力、传播声
音、塑造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上海城建“品牌论坛”，

塑造上海城建“亮丽名片”。
（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质赋能、加力提速：
青年英才揽蓄项目，以联动企业以双师型教师引育为方向，创新“云
端”人才招聘的新方式，采用“校企联合”以及“互联网+”新模式
开展人才交流活动，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共引共享共建高水平双师型
教师队伍,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1）产出目

标：通过上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建立完整的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制度体系，形成校企各方责权利相统一、
既分工又协调的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建设，力争将团队建设为市级教学团队，建设技术技能大师工
作室，培养大国工匠。从课堂的实践具体过程入手，保证教学过程的
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考证过关率达90%以上。 2）效果目标： 通过上
海市第七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力争建设市级教学团队1
个，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签订校企合作合同、签订校企生三
方合同、编写基于创新招工方式下的1中“现代学徒制”典型案例一
份、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制定核心岗位技术标准、制定核心岗
位师傅带教标准、制定学徒制特色课程、编写企业导师授课资料并完
成在线课程1门，制作校企合作活页式教材1本，学生取得省市级以上

技能竞赛奖1项。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分数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99.80 699.80 10.00 9.7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79.50 379.50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 -

      其他资金 320.30 320.30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数量指标 ≥98.00(%) 98.00(%) 20.00 20.00

质量指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时效指标 =100.00(%) 100.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提高 达成指标 20.00 2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98.00(%) 98.00(%) 10.00 10.00

100 99.7

补助奖励对象资格符合率

补助奖励对象发放及时性

困难学生资助率

总分

评分等级 优

补助奖励对象满意度

三级指标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补助奖励对象发放率

年度
总体
目标

（1）项目总目标
通过该项目，充分展现我校的特色与亮点，展示我校资助工作的力

度，确保每一位困难家庭学生都能够获得国家资助。
（2）年度绩效目标

1、资助政策宣传：按照规范流程、公平公正公开完成各个资助项目
的评审，扩大学校资助的宣传，为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或品学兼优的

获得资助。
2、通过多种形式的学生资助帮困活动的开展，如对品学兼优者进行
广发宣传，鼓励奖助学金获得者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等感恩行动，
以丰富学校资助工作内容。创建资助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注重挖掘资
助帮困的育人功能，了解获得奖助学金学生的思想状态和实际需求，
引导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有效指导和实际

帮助。

该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如下：充分展现我校的特色与亮点，展示我校资
助工作的力度，确保每一位困难家庭学生都能够获得国家资助。

1、资助政策宣传：按照规范流程、公平公正公开完成各个资助项目
的评审，扩大学校资助的宣传，为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或品学兼优的

获得资助。
2、通过多种形式的学生资助帮困活动的开展，如对品学兼优者进行
广发宣传，鼓励奖助学金获得者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等感恩行动，
以丰富学校资助工作内容。创建资助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注重挖掘资
助帮困的育人功能，了解获得奖助学金学生的思想状态和实际需求，
引导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有效指导和实际

帮助。

产出指标

0.00 0.00

303.53 94.76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679.12 97.04

375.59 98.96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