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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1

2.1.1办学体制机制

建设与改革创新（1

分）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与后

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

改革与建设，并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19年办学体制机制建

设与改革创新报告。

2

2.1.2人事制度和绩

效工资制度改革（1

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制定并

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以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

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资制度，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

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师型”导向的教师考核

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完善，破除“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2019年人事制度和绩效

工资制度改革报告。

3
2.1.3学分制管理制

度改革（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

量制、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学分互认制

等，实行弹性学制，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

开展学分制管理改革。

定性评价 1
2019年学分制管理制度

改革报告。

4

2.1.4建立健全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机制

（1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行业需求，

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优化调整专业结

构，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2019年专业结构调整优

化报告。

5

国家级高水平

专业群数

（个）

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个）

校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个）

6 0
6(已经送省，

待批)
6

7

“1+X”证书制

度试点专业数

（个）

获取“1+X”证

书学生数

（人）

面向社会开展

“1+X证书”培

训量（人日）

8 0 0 0

附件2-2-2

考核数据表-2.提质（B类规划学校）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2.提质

（50

分）

2.1体制

机制改革

（4分）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8

分）

2.2.1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3分）

2.2.2“学历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

点（1分）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内

容及要求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3

0.5

2019年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报告，包括：高水平

专业群明细表（含专业

群名称、覆盖专业、级

别、立项单位、立项时

间、立项文件名称和文

号等）。

2019年“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报告，包

括：“1+X”证书试点

明细表（含证书名称、

覆盖专业、普通高职在

校生、获取证书学生数

、面向社会培训人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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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9
2.2.3信息化教学改

革（1分）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
定性评价。 1

2019年信息化教学改革

报告。

10
2.2.4创新创业教育

（1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硬件设施完备。提

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促进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双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19年创新创业教育报

告。

11
2.2.5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和实施（1分）

贯彻落实《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

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科学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规范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定性评价 1

1.2019年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和实施情况报告；

2.2019级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3.学校关于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相关

政策文件。

12

2.2.6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诊断与改进（1

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工作方

针，建立“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主实施、自我诊断与改

进”的自主循环提升保证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作机

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2019年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诊断与改进报告。

13
2.3.1校企合作体制

机制改革（1.5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院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建

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2019年校企合作体制机

制改革情况报告。

14

是否牵头成立

职教集团或产

教融合联盟

合作共建各类

技术研发机构

、培训中心、

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

数（个）

产业学院数

（个）

产学合作企业

中，产教融合

型企业数

（个）

15 是 116 1 4

16

企业提供的校

内实践教学设

备值（万元）

2.提质

（50

分）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8

分）

2.3产教

融合（10

分）

2.3.2合作平台建设

（2.5分）

2.3.3企业提供的校

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单位：万元，1.5

分）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同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

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推进实体化运作；政校

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并取得实质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

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协同招生培养；校企协

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校提供的实

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业，学校有使用权）的

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原值计算。

定性评价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的1.3倍，得1.5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得1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2.5

1.5

2019年合作平台建设情

况报告。

2019年企业提供的校内

实践教学设备值明细表

（含合作企业、设备到

位时间、设备价值、主

要设备清单、使用院系

和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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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17 1419.19

18
企业订单学生

数（人）

可开展企业订

单专业全日制

学生总数

（人）

企业订单学生

所占比例（%，

自动计算）

19 3567 7104 50.21%

20

国家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省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校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普通高职在校

生数（人）

21 0 75 0 10749

22

现代学徒制试

点学生数占普

通高职在校生

数比例（%，自

动计算）

23 0.70%

24
校企共同开发

标准数（个）

校企共同开发

教材数（个）

校企共同开发

课程数（门）

25 7 1 5

26
校内实践教学

工位数（个）

全日制学历教

育（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

（人）

生均校内实践

教学工位数

（个，自动计

算）

27 7807 10749 72.63%

2.提质

（50

分）

2.3产教

融合（10

分）

2.4实践

教学（3

分）

2.3.3企业提供的校

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单位：万元，1.5

分）

2.3.4企业订单学生

所占比例（单

位：%，1.5分）

2.3.5现代学徒制试

点（2分）

2.3.6标准与资源开

发（1分）

2.4.1生均校内实践

教学工位数（单位：

个，1分）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校提供的实

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业，学校有使用权）的

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原值计算。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接受企业订单（指用人单

位与学校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务年限的订单）学生人

数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育类等

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的专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

提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采纳。本指标的企业是

广义上的企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

校企双主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

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课程标准

和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

育教学各环节。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校校内实践（实习、实

训）场所进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实践教学过程最基本的

“做中学”单元数，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

均水平。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的1.3倍，得1.5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得1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

规划学校水平的1.3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

划学校水平的1.1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水

平，不得分。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的1.1倍，得1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得0.5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

2

1

1

1.5

1.5

2019年企业提供的校内

实践教学设备值明细表

（含合作企业、设备到

位时间、设备价值、主

要设备清单、使用院系

和专业等）。

1.2019年企业订单学生

明细表（含专业、年级

、合作企业、订单学生

数等）；2.2019年有普

通高职在校生专业一览

表（含专业、招生数、

毕业生数和在校生数

等）；3.无法开展企业

订单培养专业情况说明

。

2019年现代学徒制试点

情况报告，三个级别试

点学生数，不重复统

计，以最高级别计算。

2019年校企合作共同开

发标准与资源情况报告

。

2019年校内实践教学工

位明细表（含实训基地

名单、适用专业、面积

、实践教学工位数等）

。

第 3 页，共 6 页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28
招生专业数

（个）

招生专业中，

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

例超50%以上的

专业数（个）

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

例超50%以上的

专业占比（%，

自动计算）

29 52 52 100.00%

30
2.4.3实习管理（1

分）

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落实实习组

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

”、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

得”等要求；顶岗实习工作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

科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1.2019年实习管理情况

报告；2.2019年实习学

生明细表（含专业、年

级、时间时间、实习学

生、实习单位等）。

31
专任教师数

（人）

2018-2019学年

聘请校外教师

承担的教学总

学时（学时）

2018-2019学年

校内专任教师

人均教学学时

数（学时）

2019年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

（人）

32 553 1890.6 325.63 10749

33
生师比（自动

计算）

34 19.23565685

35

校内专业课专

任教师数

（人）

“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

数（人）

“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

占比（%，自动

计算）

36 496 339 68.35%

2.提质

（50

分）
2.4实践

教学（3

分）

2.5师资

队伍（12

分）

2.4.2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的专业占比

（单位：%，1分）

2.5.1生师比（2分）

2.5.2“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占比

（2分）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比=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数/全校总专业数。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数

+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

承担的教学总学时/校内专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资格

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的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

≧95%，得1分；<95%但≧

85%，得0.5分；<85%，不

得分。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

2号规定要求，得2分。其

中：综合、师范、工、农

、林、语言、财经、政法

院校达18:1；医学院校达

16:1；体育、艺术院校达

13:1。生师比每高1扣0.1

分，最低得0分。

2019年达68％,2020年达

70%，2021年达到75%。达

到年度要求得1.5分，每

高于年度要求1％，增加

0.2分，最高得2分；每低

于年度要求1%，扣0.2分,

最低得0分。

2

1

2

2019级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1.专任教师一览表（含

姓名、教工号、院系、

专业、2018-2019学年

教学学时数等）；2.校

外教师一览表（含姓名

、教工号、单位、授课

院系、专业、2018-

2019学年教学学时数

等）。

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

表（含院系、专业、教

师姓名、教工号、是否

为“双师型”教师、取

得“双师型”资格时间

、符合“双师型”教师

认定要求情况等）；2.

学校“双师型”教师认

定标准、要求等政策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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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37
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数（人）

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中，具有

三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

历教师数

（人）

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中，具有

三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

历比例（%，自

动计算）

38 4 1 25.00%

39
专任教师数

（人）

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

师数（人）

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

师所占比例

（%，自动计

算）

40 553 209 37.79%

41

2018-2019学年

专业课总课时

（学时）

2018-2019学年

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数

（学时）

2018-2019学年

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占

比（%，自动计

算）

42 139584 53392 38.25%

43
2.5.6教师队伍建设

标志性成果（3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标志性

成果。成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引进或入

选国家级和省级高层次（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方面获

得的荣誉，10名优秀教师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

水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2 标志性成果。

44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5

2.提质

（50

分）

2.5师资

队伍（12

分）

2.6人才

培养质量

（8分）

2.5.3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中，具有三年以

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历比例

（单位：%，1.5分）

2.5.4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

比例（单位：%，1.5

分）

2.5.5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占比（单

位：%，2分）

2.6.1毕业生满意度

（单位：%，2分）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专

业课总课时。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85%，可以得1分。低于

85%，每低1%减0.2分，最

低0分；高于85%，每高1%

加0.2分，最高得1.5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

企业实践，得1分。低于

10%，每低1%减0.1分，最

低0分；高于10%,每高1%

加0.1分，最高得1.5分。

其中，年度连续到企业实

践3个月以上的，每5人另

加0.1分，总分不超过1.5

分。

≥25%，可以得2分；低于

25%，每低2%减0.1分，最

低得0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不得

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

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0.2

1.5

2

2

2019年新招聘专业课教

师明细表，包括：姓名

、教工号、院系、企业

工作经历时长（年）、

学历、学位、职称等。

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

名、教工号、院系、专

业、是否到企业实践锻

炼、实践锻炼时间、实

践锻炼企业名称等）。

1.企业兼职教师一览表

（含姓名、教工号、单

位、授课院系、专业、

2018-2019学年专业课

课时数等）；2.2018-

2019学年专业课课时明

细表（含专业、专业课

总课时、授课教师数

等）。

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

2020年度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

为准。存在以下情况之

一的学校，学校“创新

强校工程”相关指标考

核分数为0分：1.电子

邮箱有效的教师或毕业

生数<该群体人数的

80%；2.电子邮箱有效

的雇主数<（2019年有

毕业生的专业数×

10），就业比较集中的

特殊专业除外；3.专任

教师或毕业生满意度调

查回复率<20%；4.雇主

满意度调查回复率<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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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

为必须要提供的材

料，学校可根据实

际，自行提供其他材

料；佐证材料不齐全

影响考核的，后果由

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46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7

48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9

50

2019年普通高

职录取数（不

含第二期高职

扩招专项行

动，人）

2019年普通高

职报到数

（人）

2019年新生报

到率（%，自动

计算）

51 5255 3986 75.85%

52

2019年应届毕

业生人数

（人）

2019年应届毕

业生就业人数

（人）

2019年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

率（%，自动计

算）

53 2892 2744 94.88%

54

2019年应届毕

业生人数

（人）

2019年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

对口人数

2019年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

对口率（%，自

动计算）

55 2892 2141 74.03%

56

2.7人才

培养工作

标志性成

果（5

分）

2.7.1人才培养工作

标志性成果（5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成果包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名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

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2.提质

（50

分）

2.6人才

培养质量

（8分）

2.6.2雇主满意度

（单位：%，1.5分）

2.6.3教师满意度

（单位：%，1.5分）

2.6.4新生报到率

（单位：%，1分）

2.6.5应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单

位：%，1分）

2.6.6应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对口率（单

位：%，1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应届毕业生就业人数/应届毕业生人

数。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人数/

应届毕业生就业人数。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

75%，得0.5分；<75%，不

得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

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

75%，得0.5分；<75%，不

得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

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分。

≧所属学校平均水平，得

1分；<所属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所属学校分

为：公办、民办。平均水

平指的是全省公办或民办

高职院校的平均水平。

≥95%，得1分；<95%但≥

90%，得0.5分；<90%，得

0分。

≥80%，得1分；<80%但≥

70%，得0.5分；<70%，得

0分。

2019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表（含专业、应届毕业

生人数、初次就业人数

、初次就业率、初次就

业对口人数、初次就业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

必须要提供的材料，学

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

不齐全影响考核的，后

果由学校自负）

1

新增省部际以

上科研平台数

（个）

新增市厅级科

研平台数

（个）

以第一完成单

位获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数

（个）

以第二、第

三完成单位

获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

数（个）

2 0 1 0 0

3

以其他排序参

与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

数（个）

新增国家级科

研项目数

（个）

新增省级科研

项目数（个）

4 0 0 12

5

2018年度拨入

科研经费总量

（万元）

2019年度拨入

科研经费总量

（万元）

拨入科研经费

增长率（%，自

动计算）

6 143.8 233.42 62.32%

7

横向技术服务

到款额（万

元）

8 62.22

9
非学历培训到

款额（万元）

1.2019年新增市厅级以

上科研平台明细表（含

平台名称、级别、立项

单位、立项时间、立项

文件名称和文号等）；

2.2019年新增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明细表（含

获奖项目、级别、奖励

单位、奖励时间、奖励

文件和文号等）；

3.2019年新增省级以上

科研项目明细表（含项

目名称、级别、立项单

位、立项时间、立项文

件名称和文号等）。以

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通

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

计报表数据为准。

2019年拨入科研经费明

细表（含项目名称、负

责人、拨款单位、资金

到位时间、金额等），

以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

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

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2019年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明细表（含项目名

称、负责人、拨款单位

、资金到位时间、金额

等）。

2019年非学历培训明细

表（含培训项目名称、

负责人、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培训人日等）

。

3

2

3

3

每新增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得1

分；每新增一个市厅级科研平台，得

0.2分；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省部级以上

科研奖励，每项得1分；以第二、第三

完成单位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

得0.5分；以其他排序参与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0.1分；每新增

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得1分，新增一项

省级科研项目得0.5分。此项分值最高

得3分。平台和项目，均指的是立项。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总量最多的高校得满

分2分，其余学校按比例计算相应得

分；年度拨入科研经费增长率最高的高

校得满分2分，其余学校按比例计算相

应得分；两者中的高分作为学校本项得

分。以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通高校科技

、社科年度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得3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倍，得2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1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1，可以得2分。低于1，每低0.1减

0.2分，最低得0分；高于1，每高0.1加

0.2分，最高得3分。

3.2.2非学历培训人日

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

之比（3分）

学校以第一完成人或第二、三完成人获省部

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

学校拨入科研经费的总量及拨入科研经费增

长率情况。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指以学校名义与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签订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技术合同所

涉及的经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与境外企

业、个人合作经费及科技捐赠项目经费。统

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

生数之比=非学历培训人日数/全日制在校生

数。

附件2-2-3

考核数据表-3.强服务（B类规划学校）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

日）

3.强服

务（20

分）

3.1科技

研发（5

分）

3.2社会

服务（6

分）

3.1.1省部级以上科研

平台、项目和奖励情

况（3分）

3.1.2拨入科研经费总

量（单位；万元或增

长率，2分）

3.2.1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单位：万元，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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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

必须要提供的材料，学

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

不齐全影响考核的，后

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19年12月31

日）

10 294.12217

11

3.3科技

研发和社

会服务标

志性成果

（5分）

3.3.1科技研发和社会

服务标志性成果（5

分）

学校考核年度内在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方面

取得的其他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10项代

表性学术成果（指可以公开的本校教师发表

的论文、报告等），获得的以上考核指标外

的项目或荣誉，内容包括：应用技术研发、

成果转让、职业培训、技术服务，服务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的成果。成果不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12
3.4.1合作办学（1

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引

进或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定性评价 1

2019年合作办学情况报

告。

13
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数（个）

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招生数

（人）

国（境）外人

员培训量（人

日）

教师赴国

（境）外交

流培训量

（人日）

14 4 0 0 0

15

国（境）外办

学点数量

（个）

在校生服务“

走出去”企业

国（境）外实

习时间（人

日）

国（境）外留

学生数（人）

学生赴国

（境）外交

流培训量

（人日）

16 0 0 0 0

17

与港澳学校合

作办学项目数

（个）

与港澳学校合

作办学项目招

生数（人）

教师赴港澳交

流培训量（人

日）

学生赴港澳

交流培训量

（人日）

18 0 0 0 0

19
港澳留学生数

（人）

20 0

2019年非学历培训明细

表（含培训项目名称、

负责人、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培训人日等）

。

2019年交流合作项目明

细表（含项目名称、合

作单位、合作内容、合

作时间、实施情况等）

。

2019年与港澳学校交流

合作项目明细表（含项

目名称、合作单位、合

作内容、合作时间、实

施情况等）。

3

1

1

≥1，可以得2分。低于1，每低0.1减

0.2分，最低得0分；高于1，每高0.1加

0.2分，最高得3分。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3.2.2非学历培训人日

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

之比（3分）

3.4.2交流合作项目

（1.5分）

3.4.3粤港澳大湾区项

目（1.5分）

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

生数之比=非学历培训人日数/全日制在校生

数。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多边人才交

流，共建科技研发平台、培训平台或实习就

业平台等合作项目，并取得实效。

与港澳高校联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

合作，包括科技研发、合作办学、学分互认

、赴港“专插本”、基地共建、师生交流等

各方面和领域的合作，并取得实效。

3.强服

务（20

分）

3.2社会

服务（6

分）

3.4对外

交流与合

作（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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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2019年财政拨款

金额（万元）

2019年普通高职

在校生数（人）

2019年公办学校

生均财政拨款水

平（万元，自动

计算）

2 15980.5 10749 1.486696437

3
2019年学费收入

（万元）

2019年教学经费

支出（万元）

2019年民办学校

学费收入用于教

学经费的比例

（%，自动计

算）

4 #DIV/0!

5

2019年公办学校

在职人员经费支

出（万元）

2019年公办学校

总支出（万元）

2019年公办学校

在职人员经费占

总支出比例

（%，自动计

算）

6 18566.77 28879.11 64.29%

7

2019年民办学校

人力成本支出

（万元）

2019年民办学校

学费收入（万

元）

2019年民办院校

人力成本占学费

收入的比例

（%，自动计

算）

8 #DIV/0!

2

2019年财政拨款明细表（包

括：项目、拨款单位、拨款

文件名称和文号、资金到位

时间、金额等）。

1.2019年学费收入明细表

（按专业和年级分）；

2.2019年教学经费支出明细

表（含用途、金额等），用

途分为：教学仪器设备购置

费、图书资料购置费、教学

业务费（含实验费、实习费

、资料讲义费等）教学差旅

费、体育维持费、教学设备

仪器维修费、教学改革经费

、课时补贴费等。

1.2019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

经费支出明细表（含用途、

金额等）；2.2019年公办学

校总支出明细表（含用途、

金额等）。

1.2019年人力成本支出明细

表（含用途、金额等）；

2.2019年学费收入明细表

（按专业和年级分）。

1

≧1.5万元，得3分；<1.5万元但

≧1.2万元，得2分；<1.2万元，

不得分。

≧30%，得3分；<30%但≧20%，得

2分；<20%但≧15%，得1分；

<15%，不得分。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

比例：占比＜55%得2分，55%≤占

比＜60%得1.5分，60%≤占比≤

65%得1分,占比＞65%不得分。

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费收入的

比例：占比＞40%得2分，35%≤占

比≤40%得1.5分，占比＜35%不得

分。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

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

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

号）要求，“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是指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2050305高等职业教育”中，地方财政通过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支持高职院校发展的经费，按

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

平，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年生均财政专项经

费”是指“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中的专项经费支出

。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教学经费指年度事业费决算表中列支的教学仪器设备

购置费、图书资料购置费、教学业务费（含实验费、

实习费、资料讲义费等）教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

教学设备仪器维修费、教学改革经费、课时补贴费等

。学费收入指普通高职专业学费收入，即按照核准收

费标准实际收取的高职专业学费总额。只统计学费，

不含住宿费、教材费等其他收费。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情况或民办院校人力

成本占学费收入情况。

附件2-2-4

考核数据表-4.综合绩效（B类规划学校）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

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4.综合

绩效(10

分）

4.1公办学

校生均拨款

水平和民办

学校教学经

费支出比例

（3分）

4.2经费支

出结构（4

分）

4.1.1公办学校生均

财政拨款水平（单

位：万元，3分）

4.1.1民办学校学费

收入用于教学经费

的比例（单位：%，

3分）

4.2.1人员经费支出

占比（单位：%，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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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

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9
2019年普通高职

在校生数（人）

2019年信息化教

学设备投入

（元）

2019年生均信息

化教学设备投入

值（元，自动计

算）

10 10749 11870888.98 110437.15%

11
2019年教师工资

总额（万元）

2019年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支出

（万元）

2019年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支出占

工资总额比例

（%，自动计

算）

12 6288 108.3 1.72%

13
2019年教师总数

（人）

2019年师均教师

继续教育培训支

出（万元，自动

计算）

14 535 0.202429907

15

2019年公办学校

财政下达资金

（万元）

2019年公办学校

财政资金支出

（万元）

2019年公办学校

预算执行进度

（%，自动计

算）

16 15980.5 15877.8 99.36%

17

2019年民办学校

财政专项到位资

金（万元）

2019年民办学校

财政专项资金支

出（万元）

2019年民办学校

财政专项资金支

出进度（%，自

动计算）

18 #DIV/0!

1.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

下达明细表（含资金名称、

金额、下达单位、下达时间

、文件名称和文号等）；

2.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

支出明细表（含资金名称、

下达金额、支出金额等）。

1.2019年民办学校财政资金

下达明细表（含资金名称、

金额、下达单位、下达时间

、文件名称和文号等）；

2.2019年民办学校财政资金

支出明细表（含资金名称、

下达金额、支出金额等）。

2019年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

明细表（含用途、金额等）

。

2019年教师继续培训支出明

细表。

1

1

2

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下达的学生奖助学金、“创

新强校工程”奖补资金、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等。

≧95%，得3分；<95%但≧90%，得

2分；<90%但≧85%，得1.5分；

<85%但≧80%，得1分；<80%，不

得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1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1倍

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不得分

。

1.按照教师工资总额的1.5%足额

用于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成效明

显得0.5分；不足1.5%的得0分。

2.年度师均培训经费，最高的学

校得0.5分，其他学校依据跟最高

值的比值得分。

差值≥10%得3分，0≤差值＜10%

得2分，-10%≤差值＜0得1分，差

值＜-10%不得分。

4.2.2生均信息化教

学设备投入值（单

位：元，1分）

4.2.3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经费情况（1

分）

4.3.1公办学校预算

执行进度（单

位：%，3分）

4.3.1民办学校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进度

（单位：%，3分）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情况。

省财政厅当年12月31日时间节点公布的学校项目支出

进度（或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项目执行进度）与省教育

厅项目支出进度相比。

4.综合

绩效(10

分） 4.2经费支

出结构（4

分）

4.3经费支

出进度（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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