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支持市属高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
设(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

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

和《天津市市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

效〔2020〕12 号）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

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组，于 2020 年 9 月-10 月，对 2019

年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支持市属高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

设(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目评价

结果为 91.81 分，评价等级为“优”，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1.项目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天津市人民政府印发《天津市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津政发〔2017〕

30 号），明确了天津市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

目标。为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以下

简称“市教委”）实施了“2019 年度支持市属高校高水平特



色大学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项目”（以下简称“高水平

特色大学建设项目”），计划对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进行“双一流”建设。为保障项目实施，2018

年 8 月，市教委和天津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

转发了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的《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津财教〔2018〕55 号），明确了项目实施要求。 

2.项目实施主体 

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市教委，具体实

施单位为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目标 

1.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主要内容为支持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天

津中医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重点围绕一流人才培养、

一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一流国际交

流合作及一流文化传承创新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2. 项目绩效目标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围绕市

教委制定的五方面建设内容，制定了各自的项目实施方案和

绩效目标，各学校 2019 年度绩效目标如下： 

（1）天津工业大学 

①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②提升学科平台建设水平，购置高精尖专用仪器设备，

提升硬件水平； 

③增强学科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强化科研水平，获得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或国内一流的科研成果。 

（2）天津中医药大学 

①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实施人才培养计划、组建高

尖端人才创新队伍； 

②巩固组分中药理论，基于经典方剂和临床经验的创新

中药研究等优势领域，开拓中药先进制药技术等新方向； 

③建设和完善重点实验室及科研平台，购置大型仪器设

备。 

（3）天津医科大学 

①支持重点学科建设，提升一流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学

科实力； 

②支持创新平台及重点实验室建设，购置大型仪器设

备； 

③引育一流创新人才、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构建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卓越医学人才。 

（三）项目资金情况 

2019 年度，项目预算资金 16280 万元，实际到位财政

资金 1628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到位及时率 1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所高校实际使用财政资金

15373.24万元，结余资金906.7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4.43%。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三所高校实际使用财政资金

16014.26万元，结余资金265.7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37%。 

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项目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所属高校 预算拨款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结余资金 预算执行率 

1 天津工业大学 5720 5454.26 265.74 95.35% 

2 天津中医药大学 5720 5720 - 100% 

3 天津医科大学 4840 4961.391 - 100% 

合  计 16280 16014.26 265.74 98.37%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案卷研究法、抽

样统计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专家评议法等方法，

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以及项目效益四个方面开

展评价。评价组对涉及的三所高校均进行了现场评价。 

 

                                                             
1
注：因天津医科大学将“十三五”综合投资建设项目专项经费与本项目专项资金在同一项目中核算，

经天津医科大学财务核实，与“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项目”相关的实际支出金额 4961.39万元，超出的 121.39

万元为天津医科大学自筹资金。 

 



（二）绩效评价结果 

经综合评价，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项目得分 91.81 分，

评价等级为“优”。其中，项目决策 15 分、项目过程 21.80

分、项目产出 38 分、项目效益 18.01 分。因市教委自评报

告提交不及时，扣 1 分。 

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单位：分值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17 23 40 20 - 100 
得分 15 21.80 38 18.01 -1 91.81 

得分率 88.24% 94.78% 95% 90.05% - 91.81% 

评价结论：本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要求，

绩效目标基本明确，财政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各高校的重点

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等项目产出基本达到预期目

标，在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效益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是项目存在部分预算编制不够完整，部分专项资金未按规定

实行分账核算，预算执行率较低，部分预期目标未及时完成

等问题。 

三、项目产出及绩效 

（一）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 

（1）支持重点学科建设 



三所大学共计划支持重点学科建设 13 个，其中天津工

业大学 5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2 个，天津医科大学 6 个；三

所大学实际支持重点学科建设的数量为 14 个，其中天津工

业大学 6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2 个，天津医科大学 6 个。 

（2）支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三所大学共计划支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30 个，其中

天津工业大学 5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4 个，天津医科大学

21 个；三所大学实际支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数量为 39

个，其中天津工业大学 9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5 个，天津医

科大学 25 个。 

（3）支持重点科研平台建设 

三所大学共计划支持重点科研平台建设 17 个，其中天

津工业大学 9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2 个，天津医科大学 6

个；三所大学实际支持重点科研平台建设的数量为 25 个，

其中天津工业大学 16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2 个，天津医科

大学 7 个。 

（4）取得的重大科研项目 

三所大学共计划取得重大科研项目 105 个，其中天津工

业大学 20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65 个，天津医科大学 20 个；

三所大学实际取得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为 206 个，其中天津

工业大学 30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156 个，天津医科大学 20

个。 



（5）SCI 论文发表 

三所大学共计划发表 SCI 论文 270 篇，其中天津工业大

学 20 篇，天津中医药大学 100 篇，天津医科大学 150 篇；

三所大学实际发表 SCI 论文 764 篇，其中天津工业大学 138

篇，天津中医药大学 436 篇，天津医科大学 190 篇。 

2.产出质量 

（1）入选 ESI 全球前 1%学科情况 

三所大学原入选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数为 11 个，其中

天津工业大学 3 个，天津医科大学 6 个，天津中医药大学 2

个。2019 年天津工业大学新晋入选 ESI 全球前 1%学科 1 个，

现入选学科数为 4 个；2020 年天津医科大学新晋入选 ESI

全球前 1%学科 1 个，现入选学科数为 7 个；天津中医药大

学没有新晋学科。 

从 ESI 综合排名（前 200 名）情况来看，天津工业大学

和天津医科大学的国际排名由 947 名和 2202 名升至 940 名

和 2170 名。校友会排名中，天津中医药大学在中国大学排

名由 213 名升至 180 名，排名均有所提升。 

（2）支持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在三所大学支持的 25 个科研平台中，有 16 个科研平台

为国家级科研平台，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率为 64%。各所高

校国家级科研平台均能正常运行。 



（3）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情况 

在项目执行期，三所高校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37 项，其中天津医科大学“基于脊柱脊髓损伤流行病学及

微环境理论的诊疗体系建立与临床应用”获得国家级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二）项目实现的效益 

1.社会效益情况 

（1）提升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效果 

三所高校重点打造了诸如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

技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物学、免疫学、分子生物与遗

传学等优势学科及特色交叉学科群，承担多项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各级各类课题科技项目，与地方

产业布局紧密结合，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如天津工业大

学与济南元首集团联合设立了“天元纺织服装创新中心”，

天津中医药大学与天士力医药集团、天津中新药业集团等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天津医科大学与深睿医疗合作并成立医

学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实验室等，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2）提升科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效果 

三所高校引育了 60 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长江学

者”等高层次人才，通过对人才的培养，30 余人入选天津



市“杰出人才”计划等人才计划，组建的团队中有 4 个团队

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团队，4 个团队入选第一、

二、三批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团

队，项目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符合总体方案中“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要求，项目实施对提升科学人才培养和队伍

建设产生了良好的效益效果。 

（3）提升国际高水平大学形象，提升学术影响力、美

誉度效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各高校科研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人才

师资力量不断壮大，生源质量和毕业生质量也不断提高，提

升了国际高水平大学的综合形象；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发

表高水平著作及论文，并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提升了

学术影响力，效益效果良好。 

（4）提升推进科学普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效果 

三所高校通过召开学术报告、讲座、论坛等多种方式，

在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著作，并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如天津医科大学在全国爱眼日推出《中小学生近视防控

科普》视频，天津工业大学举办的“视觉检测与人工智能”

中小学生科普教育主题系列活动等，天津中医药大学举办

《大学生 VS 新冠肺炎》大学生健康科普大赛等，在推动科

学普及和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责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可持续影响效益情况 

（1）推动我市人文社会学科持续协调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均将该项目列为一个长期发

展项目，同时强调要与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有效对接，并对

接服务地方重点产业群，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使其成为国家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该项目的实施，可以

推动我市人文社会学科持续协调发展。 

（2）持续提升高校综合实力 

项目的实施，深化了高校的综合改革，加快了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充分激发了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

力，创新了学科管理和支持模式，建立了个性化学科投入机

制，项目采取“一校一策”的方式，促进了高校内涵发展，

全面提升了教育质量和高校综合实力。 

（3）重点学科建设推动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 

各高校建设重点学科涉及的行业领域属于国家重点扶

植行业，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发展方向，在对重点学科的建

设过程中，各高校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注重实践及成果

转化，对行业未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3. 满意度情况 

评价组针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情况，对三所大学实施问

卷调查，总样本量为 1534 份，调查对象涉及各学校在校学



生、在校教职工、就业单位等，总体满意度为 96.41%。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专项资金支出偏低，实际完成时间晚于计划

时间 

项目共收到财政专项资金 1628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所高校实际使用资金 15373.24 万元，当年结余

906.76 万元，均为天津工业大学结余资金。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三所高校实际使用财政资金 16014.26 万元，结余

265.74 万元，均为天津工业大学结余资金。 

项目计划实施周期为 2019 年 1 月-12 月，截至 2020 年

8 月，天津工业大学部分大型设备购置尾款及购置实验材

料、学术交流费用共计 265.74 万元尚未支付（于 2020 年 10

月底之前支付完毕），实施及完成时间不及时，造成不及时

的主要原因为设备购置周期较长。 

（二）预算编制不完整，且未经专家评审 

根据相关规定，地方应参照中央财政资金，按照 1：1.2

比例配套专项资金。各高校编制的实施方案、项目申请书及

绩效目标表中仅含中央财政资金部分，对于地方财政配套资

金共计 8880 万元（其中天津工业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各

3120 万元，天津医科大学为 2640 万元）未编制实施方案、

项目申请书，各高校仅根据项目建设内容自行分配地方财政



资金，资金分配也未经专家组评审。 

（三）专项资金未按规定分账核算 

在资金核算过程中，天津医科大学专项资金 4840 万元

的使用与“十三五”综合投资建设项目专项经费统一核算，

不符合《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拨付 2019 年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津财教指〔2019〕32 号）

中“对专项资金实行分账核算”的相关规定。 

五、相关建议 

（一）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建议项目主管单位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在管理制

度中明确对项目实施监督检查的内容、时点及方式等，加强

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明确对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

的处理方式。 

（二）加强项目执行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

保项目按计划完成 

建议项目主管单位按照制度要求加强对项目的检查和

考核，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项目按照计划目

标实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任务，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加强项目预算管理，保证预算编制完整性和合理

性 



项目主管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项目预算管理，科

学合理编制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保证预算

编制的完整性，以确保整体预算按规定履行专家组评审程

序，使预算编制更科学，资金分配更合理。 

（四）加强项目制度管理，严格按制度执行 

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项目制度管理，严格按照相关管理

制度的要求，对专项资金实行分账核算，清晰反映专项资金

的使用和结余情况，便于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更好反

映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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