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学生奖助学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电机学院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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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4800.00 21729300.00 21,228,680 10 97.70% 9.7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880100 14164600 141646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7564700 7564700 706408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鼓励优秀学生保持勤奋学习的积极进取精神，再接再厉，精进学业，以积极
正面榜样作用激励其他学生向身边优秀榜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才，通
过树立典型，带动学风建设。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全面发展，解决贫困学生学业生活中的后顾之忧，通过一系列奖助项目，缓
解经济压力，增强自信心，提升自主性，推动学生的成长成才，最终以自身
所学实现自我解困，懂得感恩，回报社会。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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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获得资助学生人数

≥10000人 ≥10000人 20 20

质量指标 评审对象符合评审条件 符合率100% 100% 20 2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及时

按要求及时完成各
类奖助学金发放

及时 10 9

由于困难生认定及
国家助学金评审需
要时间，评审工作
于11月完成，因
此9月、10月客

观上存在无法及时
发放助学金的问题
。学校今后将在做
好前期评定工作的
前提下，后续月份
能够尽可能地做到
按月发放助学金，
确保学生能够及时

拿到助学金。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生活改善
缓解学生经济压力 减轻 10 10

育人成效
校园文化和学习氛

围良好
良好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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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规范管理长效化

推动规范管理制度
化建设

规范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80% >80% 10 10

总分 100 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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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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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机学院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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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69000.00 63050205.00 58,826,497 10 93.31% 9.3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469000 63050205 58826497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激励计划："通过实施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试点工作，教师的精力更
加向本科教学聚集、师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得到
显著增强、学校制度建设更加合理完善，真正实现“教师乐教、学生受益”
的预期成效。2.高水平地方高校（培育）建设项目：紧扣高水平地方高校
建设的核心问题，遵循“对标一流水平、聚焦发展重点、强化绩效管理、突
出改革引领”的建设原则，通过五年建设，使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实现
跨越式发展：高水平特色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进一
步完善，高端领军人才进一步聚集，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制度与资源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初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为服务国家
战略、助力城市发展、支撑临港产业作出积极贡献。3.高校学生食堂价格
调节补贴：缓解学生食堂经营管理的压力，平抑校内食堂价格，确保学校食
堂价格稳定。4、高校学位点培优培育计划:立足学校办学特色，深度融入
临港新片区发展，对标4个新获批专业学位硕士点专项评估指标要求，全面
推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基地等硕士点内涵建设，保证新
增硕士点专项评估中合格并取得较快发展，做强学科优势及特色，在服务国
家战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较大的学科影响力，适时申请上海市高峰
高原学科；对标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强化优势，补齐短板
，力争经过提前培育，使学校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48%，生师比不超
过16:1，生均经费达到5万元，博士生导师数量达到20-25人，省
部级教学成果奖达到10项，师均年科研经费15万元，五年内省部级科技
成果奖20项以上（其中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不少于2项），五年内省部级及
以上实验室、基地、智库等科研平台总量达到5个；强化博士点培育，力争
建设期末，达到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基本条件。2022年，加强4个新
获批专业学位硕士点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基深化硕士点内
涵建设，引进或培育高水平人才3-5名，获省部级科技奖项1-2项，新
增硕士导师20-30人，建设校级产教融合基地4个、校级精品课程5门
；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45%，生师比不超过不超过16:1，科研实
力进一步增强。5、闵行校区修缮项目：按期完成闵行校区第二教学楼、第
一学生公寓、第二学生公寓、第七学生公寓等建筑的结构加固、屋面维修工
程(含保温)、外立面维修工程(含保温)、结构加固工程、室内装饰装修
工程(教学楼含智慧教室)、弱电工程、消防工程、暖通工程、给排水工程
、电气工程、空调通风工程、门卫及室外总体修缮工程等，同时完成室外篮

1、“上海多向模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
上海市工程技术中心，上海市大型铸锻件制造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验收良好并获新一期资助。
首次入选市科委地方院校能力建设计划项目单
位，“机械工程”上海市Ⅱ类高原学科验收合
格。促进学科交叉，重点建设了“智能多向模
锻技术研究平台”“先进动力机械研究平台”
等5个学科平台，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2022年获省部级及行业科学技术奖项1
6项，授权发明专利73项，科研到账经费总
额8390万元，首次获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科研
成果转化金额302.7万元。2022年创
新与中国重燃联合引进高水平海外专家，引进
专家2022年获得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支持
；聚焦“小电机、大锻件、智能造、产教融”
引育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引进上海市“超级博
士后”1人，全国财务管理领军人才1人；培
育国家级人才1人，上海市DF学者2人，上
海市揽蓄计划17人，上海市浦江人才A类获
批1人，上海市扬帆计划1人。2022年，
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7项上海市优秀教
学成果奖。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
个，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7个，共有5
个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2个专业完
成专家进校考察。推进一流课程建设，11门
课程获批上海高校本科重点课程、8门课程获
批市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2年我校入
选首批“上海市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
设单位。 2、由于疫情原因，部分考生阳性
，未能正常参加考试。实际参加考试人数12
25人；完成8门自命题科目的命题工作 。
3、通过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试点工作的
有效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得到明显优化，质量
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的发展战略有效实
施，教师乐于施教，教学综合实力有效提升，
学生勤奋好学，满意度较高。 4、1）透平
叶片智能制造工艺研究主要开展定向凝固成形
开展控形和控性技术基础研究。以数据驱动质
量为核心，构建铸造全过程误差流传递模型，
形成工艺稳健控制、误差快速诊断等技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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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和网球场维修工程。6、联合创新计划（重燃）：（1）透平叶片智能
制造工艺研究属于金属材料成型研究领域，铸造高温合金方向，高温合金定
向凝固精密成型。项目研究对象为定向凝固柱晶/单晶涡轮叶片，主要开展
定向凝固成形开展控形和控性技术基础研究，其中涡轮叶片控性主要是指高
温度定向凝固叶片缺陷控制，进而使之达到叶片的使用性能要求；涡轮叶片
控形主要是指叶片外形尺寸偏差和壁厚尺寸偏差进行控制，使其满足设计的
尺寸精度要求。（2）重型燃机部件级气动设计仿真和试验研究的目标是设
计和搭建重型燃机主要部件和系统（如进气系统和透平出口扩压段）的设计
验证试验平台，并利用以CFD气动传热仿真技术，针对创新部件构型和技
术进行研发，优化燃机进气系统及透平出口扩压段的结构设计。通过本项目
的研发，提高燃机设计的可靠性、热效率和运行的灵活性，降低燃机的制造
成本，减少燃机电厂的用地面积，提高重型燃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推进
我国重型燃气轮机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主要包括：重燃气动基础实验平台
的设计与建立；进气系统的试验系统和CFD仿真模拟；透平出口扩压段的
气动性能试验和优化。7、疫情防控期间，完成校内师生员工的核酸检测服
务工作，并按要求按时出具核酸检测结果。8、完成在上海电机学院考点参
加考试的考生、考务人员核酸检测，确保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能
顺利进行。

托元胞自动机-有限元体积计算模型，借助于
ANSYS软件中的Fluent求解模块，
用C++语言在其中嵌入模型体系，模拟叶片
某一特征部分（如过渡段）流场、溶质浓度场
以及微观组织演变。并且筹建了膜壳和单晶制
造实验室。2）重型燃机部件级气动设计仿真
和试验研究已完成进气系统、透平出口扩压段
的数值仿真建模工作，完成仿真服务器的采购
、测量设备五孔探针、测量座标架、红外热像
仪的采购工作。实验室平台初步建设方案也已
完成。 5、项目已按计划在2022年11
月完成，对平抑校内食堂价格发挥了很大作用
。 6、引进博士生导师1名，具备国际先进
技术研发背景教授级高工2人，培养“曙光学
者”等骨干教师7人，选派18位专任教师参
与行业产学研及交流合作；获批国家重大科技
攻关1项，获省部级科研奖项11项，省部级
教学成果奖7项；新增硕士导师132人，研
究生导师中双师型导师占比达到86%；新建
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育人基地16个，培育博
士研究生产教融合育人基地2个，建设校院两
级研究生精品课程32门，立项研究生教研教
改项目10项，各项指标值不低于2020年
申报数据；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45.1
%，生师比14.92:1。
7、严格按照教委和防疫口径完成学校师生员
工的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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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应参与辅导答疑的教师

人数（激励）

=791 =791 5 5

补助食堂个数
=9个 9个 4 4

全职聘用省部级及以上

或相当水平的人才、行

业领军人才（高水平）

=2人 8人 4 4
学校加大了人才引

进力度

柔性聘用各类高水平人

才（高水平）

>=10人 32人 4 4
学校加大了人才引

进力度

引育中青年骨干教师（

高水平）

>=10人 20人 4 4
学校加大了人才引

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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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省部级及以上学科竞赛

获奖（高水平)

>=20项 360项 4 4
学校加大了对学科

竞赛的支持力度

新增研究生导师（学位

点培优培育）

>=20人
新增研究生导师1

32人
4 4

实际新增学校校内
导师（含兼职）6
3人，企业导师6

9人。

质量指标

参与辅导答疑的教师比

例（激励）

>=95% 100% 4 4

补贴发放合规性
合规 合规 3 3

省部级平台（高水平） =1个 0 2 0
工程中心申报工作

上级部门未开展

新增研究生导师要求（

学位点培优培育）

符合学校博士生、
硕士生导师选聘要

求

符合《上海电机学
院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办法》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参与辅导答疑教师是否

及时（激励）

及时 及时 3 3

食堂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2 2

高水平地方高校培育项

目按计划完成（高水平

）

按计划完成 按计划完成 2 2

项目建设及时性（学位

点培优培育）

及时 及时 2 2

学校学生食堂价格水平
价格受控，低于市

场价
价格受控，低于市

场价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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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强化教师参与全过程育

人。

强化 强化 8 8

社会服务能力（高水平

）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7 7

提升人才培养规模（学

位点培优培育）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8 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辅导答疑满意度（

激励）

>=90% 98% 3 3

学校对学生食堂服务质

量满意度

>=95% >=95% 3 3

教师满意度（高水平） 满意 满意 2 2

学校满意度（学位点培

优培育）

满意 满意 2 2

总分 100 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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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电机学院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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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41.00 402841.00 402,838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2841 402841 40283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运维项目设备及系统的正常运行 运维项目设备及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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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网络设备及应用系统维

护数量

>=1200 >=1200 15 15

质量指标
运行故障发生率

<=1% <=1% 10 10

时效指标 在项目运行时间内执行 及时完成 及时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成本目标

控制在预算内 在预算内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师生上网、教学、

学习、工作，减少师生

工作量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性

为师生生活、工作
、学习提供全年度

保障

为师生生活、工作
、学习提供全年度

保障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提高师生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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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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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机学院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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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9385.00 8582785.00 8,569,565 10 99.85%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949385 8582785 8582785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高等教育发展专项：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高端装备制造
自主可控既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增强全球竞争力的必要之举，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
艺、产业技术基础要实现自主可控。而大型铸锻件等基础件制造是高端装备
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因此，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将成为实行这个战略目标
的关键与着力点。结合上海及国家高端装备业发展需求，以上海电气上重铸
锻有限公司为主要协同单位，通过校企协同模式，针对核电、航天航空及军
工等重大装备中的关键大型基础件热制造过程，研究大型铸锻件组织、热变
形和缺陷演变规律，建立以品质高性能、质量高稳定、材料高利用率为目标
的大锻件热制造调控技术并在工程中得到应用。重点围绕核电核岛主设备、
重型燃气轮机和国防装备等关键锻件及其代表性材料开展联合攻关，以逐步
替代进口产品，提升上海大型锻件制造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上海电机学院技
术转移中心：学校进一步加强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统筹与协同，构建
符合科技创新创业规律，遵循市场化经济规律，具有上海电机学院特色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瞄准技术前沿，引导高质量原创科技成果产出；
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化的管理服务机构；培养一批复合型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专业人才；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拓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渠道，拓展
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发挥示范引导，推进新型科研机构的建设试点；促进
我校技术、人才、装备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素的有机融合。2、职业教育
发展专项：1）对接“上海制造”，服务临港产业发展以服务临港地区先进
制造业前沿产业集群为己任，全面对接上海制造，辐射于上海乃至于长三角
的高端制造业。2）逐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健全协同机制，

一、高等教育发展专项：1）上海电机学院技
术转移中心：学校针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存在
的主要问题修订完善了《上海电机学院专利管
理办法》、《上海电机学院职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管理办法》，破解了成果转化中存在的制
度性障碍，调动了教师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成
果转化的产出和效益均有大幅增加。依托学校
技术转移中心，积极对接温州，南浔等地企业
，开展产学研合作；组织二级学院教师参加技
术经纪人培训等。2）上海市大型铸锻件制造
技术协同创新中：1、基地建设方面：购置了
高真空气体淬火炉、热膨胀仪等设备，加强平
台的物性测试分析水平，提升平台的服务能力
。2、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开展第四代核反
应堆（钠冷快堆、铅铋堆）关键技术、难变形
高温合金成形关键技术、大锻件成形新技术与
新工艺的研发和应用等技术攻关，联合企业承
担科技攻关项目2项，结合企业需求，设立预
研究开放项目13项。3、队伍建设方面：进
一步建成了3个研发团队，聘任大型锻件制造
领域具有较高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1名，引进
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3名。4、日常运行
方面：组织召开了第二届技术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组织召开了第八届大锻件产业发展峰会；
完善平台网站内容和功能；日常宣传和简讯工
作，每季度发布工作简报和发展动态报告。
二、 职业教育发展专项：1、
对接“上海制造”，服务临港产业需求，推动
专业群建设，开展企业调研及专家论证，制定
专业群建设方案和实验室建设方案。2、推动
第二轮宝钢班合作办学协议签订，推进航天联
合人才培养工作，获批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努力推动校企“共融”。3、
持续推动“岗课赛证”融通改革，并以此为目
标，推动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线安装与调试课程
群建设，以此推进专业群课程建设；申报并获
批《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获得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目，二
等奖1项；持续推动企业考核工作，不断尝试
评价模式改革。4、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完成
专业群教师人均48课时的培训工作；两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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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校企“共融”。3）深化教学改革，积极孕育成果
打破常规，聚力创新，对接职教改革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提升专业影响力和竞争力，培育各类教学成果。4)构建一流创新型教学团
队多途径、多方式为教师综合能力提升提供支持，逐步构建一流创新型教学
团队。5)多途径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培育职业素质多方法、多途径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各类技能大赛的成绩。3、大学生职业生涯指导和服务
体系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创新基地建设：紧密围绕“国家战略”、“
产业发展”、“基层成长”三个关键，通过“搭建平台”、“试点先行”两
条实施路径，聚焦浦东新区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临港新片区“4+2+X”的
前沿产业体系发展规划，探索“基于校企深度融合的招生、培养、就业创业
一体化培养工作基地”，实现装备制造业领域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更加充分
和更高质量就业创业。4、学校安全与后勤保障专项：为加强学校的能源管
理，加强节能耗能监督管理工作，杜绝能源空耗现象，养成良好的节能习惯
，增强责任感，提高节能意识，促进能源使用效益。对临港校区教学楼及办
公楼进行能源监管，主要是电和水的全面覆盖.对整个校区（基础监管）所
用水、电等能源进行统计。第一期计划监管平台软件的基础架构搭建；4-
-5栋建筑的线路连接；同时学校部分水表、电表进行检测、集抄、分析、
归档；整体将其按区域、按楼层、按部门分级计量、监测、能耗对比、控制
等，按照区域和整栋楼监管。

师参加市级产学研实践和访学工作；4名教师
获得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主持国家级教改
项目1项，市级教改项目2项，横向到款50
完，教师教科研能力提升。5、学生竞赛成绩
逐步提升，尤其是国家级竞赛成绩提升明显，
第一次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竞赛一等奖，申请
发明专利数量明显提升。 三、生 态文明建
设示范学校：项目经费用于智能监测设备采购
及安装，原计划一期完成4--5栋建筑，现
完成13栋建筑。目前，设备已经完成与系统
对接，实现了安装建筑的能源监测、能耗分析
等功能。 四、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专项：在2
022年疫情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国际学生招
生基本维持原有水平。阶段性目标：完成。按
照年初计划，发放42名国际学生市政府奖学
金，学费、保险费按规定足额发放、缴纳。同
时，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国际学生入学教
育，认识上海、认识中国相关活动。结合中国
节日组织香菇线上、线下活动等。 五、大
学生职业生涯指导和服务体系建设、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创新基地建设：完成企业人才需求
调研，并且形成分析调研报告；完成面向高校
学生举办的“生涯嘉年华”活动，覆盖人数近
4000人次；面向全市高校毕业生开展“职
就沪航，面向未来”求职就业专项辅导训练营
，规模：300 人；面向临港高校学生开展
“实践育人”研习营、“工匠精神”报告会等
活动，主题：育大国工匠铸时代新人，规模：
300 人；面向临港五校组织了一次上海市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 六、综合改革支
持保障经费-春节慰问金：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为学生送去温暖，慰问家庭困难学生，激励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全面发
展，解决贫困学生生活中的后顾之忧，缓解经
济压力，增强自信心，提升自主性，推动学生
的成长成才，最终以自身所学实现自我解困，
懂得感恩，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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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助学生人数（留学生

政府奖学金）

=42人 42人 2 2

慰问人数（春节慰问金

）

>=80人 146人 2 2

人才训练营（就业基地

）

>200人 >200人 2 2

能源检测平台建设
=1套 =1套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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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技术经纪人（技术

转移）

=2人 4人 2 2
教师科技成果转化
的积极性较高，学
习培训意愿强烈。

引进或聘任行业专家和

研究人员(大锻件）

>=1人 4人 2 2 实际引进4人

发表高水平论文（大锻

件）

>=5篇 10篇 2 2 实际发表10篇

承担科研攻关项目（大

锻件）

>=1项 1项 2 2

设立开放课题及预研项

目（大锻件）

>=8项 13项 2 2 实际设立13项

质量指标

奖励学生覆盖面（留学

生政府奖学金）

>=16% 18.67% 2 2
因新冠疫情，总人
数稍有下降，奖励
学生比率提高 。

慰问人员条件（春节慰

问金）

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 2 2

就业能力（就业基地）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2 2

检测平台使用稳定性准

确性

稳定准确 稳定准确 2 2

完成科技成果专项（技

术转移）

=5个 9个 2 2

学校修订了《上海
电机学院职务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管理
办法》，极大的调
动了发明人进行技
术转移转化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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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引进研究人员水平（大

锻件）

博士学位及以上 5人 2 2

SCI水平论文数量（

大锻件）

>=3篇 10篇 2 2 SCI论文10篇

科研攻关项目完成情况

（大锻件）

获得技术突破 获得技术突破 3 3

开放课题及预研项目完

成中期检查或结题（大

锻件）

按任务书要求完成按任务书要求完成 2 2

时效指标

奖学金发放及时性（留

学生政府奖学金）

及时 及时 2 2

慰问及时性（春节慰问

金）

及时 及时 2 2

各项任务完成率（就业

基地）

>90% >90% 2 2

按计划完成能源检测平

台建设

完成建设 完成建设 2 2

2022年学校成果转

化工作完成及时性（技

术转移）

及时完成 及时完成 2 2

项目完成时间（大锻件
按计划完成 按计划完成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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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习国际化影响力（留

学生政府奖学金）

提高 提高 4 4

关怀激励学生（春节慰

问金）

激励学生努力进取
，感恩励志

良好 2 2

学生竞赛成绩（职业教

育）

提高 提高 4 4

总体成绩提升明显
，但国赛成绩没有
提升，需要后期进
一步加强国赛项目
的规划，制定更详
细计划，加大支持
力度，力争更大突

破

助力服务基层技术应用

型人才培养（就业基地

）

人才培养质量得到
社会普遍认可

显著提升 4 4

争创节能校园
节约资源 节约资源 4 4

科研服务能力（技术转

移）

持续上升 持续上升 4 4

实现大锻件关键技术突

破（大锻件）

>=1项 >=1项 4 4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支持研究生培养（大锻

件）

>=5人 >=5人 4 4

学生满意度（留学生政

府奖学金）

满意 满意 2 2

学生满意度（春节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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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金）
>=80% >=80% 1 1

实训条件学生满意度（

职业教育）

>=96% 人才培养质量得到 2 2

用人单位满意度（就业

基地）

>85% >85% 1 1

学校对检测平台建设的

满意度

=100% =100% 2 2

企业满意度（技术转移

）

满意 满意 1 1

企业满意度（大锻件） >=90% >=90% 1 1

总分 10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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