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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财政事权名称：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对应政策任务个数：8

具体名称：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

建设）、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特色高校

提升计划、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工程）、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

综合体育馆）、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预算单位：广东省教育厅（公章）

填报人姓名：张婧

联系电话：020-37628711

填报日期：2024 年 5 月 31 日



一、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专项资金评价年度各政策任务预算调整情况以及

本年度评价资金的资金额度、资金分配方式、主要用途、扶持对

象和绩效目标等情况。

2023 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财政事权资金

合计 401303 万元，包括八个政策任务：1.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2.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3.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

划（汕头大学东校区），4.特色高校提升计划，5.广东高等学校

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计划，6.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工程），7.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

育馆），8.李嘉诚教育基金会捐赠补助。资金分配方式为因素法、

竞争性分配法，少量工作经费据实列支；扶持对象为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及师生等。

具体资金额度、主要用途和绩效目标如下：

（一）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2023年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资金 210000万元，主要用

于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支持高

水平大学建设计划高校建设，使用范围包括支持高校开展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项目。支持学校包括：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15

所高校。总体绩效目标为：以“冲一流”为目标，按照原有范围



开展建设，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着力建设一批原始创新能

力强的高峰学科，集聚大批一流拔尖人才，力争产出一批国际领

先的重大原创性成果。主要包括：培育一批冲击国家“双一流”

潜力高校，列入全国百强的高校数达到 12 所左右；新增获国家

级科研奖励 2-3 项；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 1-2 家；培育一批在教

育部学科评估或认可度高的学科排行榜中进入全国前列的学科，

其中排名进入全国前 10%的学科数达 10个以上，前 5%的学科数

达 3个以上；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提升，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

织专业认证 10 个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 140 门左右，省级一流

课程 500 门左右；深化科产教融合，新建 8 家省级产业学院，2

家省级未来技术学（研究）院；年度获授权发明专利达 2000项，

年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达 300项。

（二）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2023年安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资金 45000

万元，分别用于支持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高校内涵建设。总体

绩效目标为：补齐我省粤东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短板。主要包括：

推进汕头大学东校区建设；建设高校整体实力和区域影响力有较

大幅度提升，高等教育短板进一步改善；顺利推进新校区建设项

目；改善粤东西北地区高校的师资短板，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数占

比进一步提升到 30%，生师比控制在 17.6:1以内；通过国内或国

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 5个左右，建设国家级一流课程 10门左右；

新增省部级科研平台 1-2家；年度申请专利数达 550件，年度授



权达 300件，年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金额超 350万元。

（三）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

2023 年安排汕头大学东校区资金 5000 万元，对汕头大学提

前使用东校区专项补助，积极推进汕头大学东校区建设，全力做

好汕头大学东校区进一步扩大校区建设和招生规模，着力打造区

域教育高地，大幅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四）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2023年安排特色高校提升计划资金 75000万元，主要用于支

持特色高校提升计划高校建设及高校创新强校工程，使用范围包

括支持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自主

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项目。主

要支持高校包括广东财经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

学等 13所特色高校。总体绩效目标为：着力建设一批特色鲜明、

在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科专业，推进学科专业建设与区域产

业发展紧密互动，打造服务产业特色学科专业群。主要包括：学

校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区域产业；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或认

可度高的第三方学科中 3个以上学科进入全国前 20%；新增省部

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3个以上；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省级

以上一流本科专业 20 个左右，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

证 8个左右，省级一流课程 200门左右；发明专利年度申请数达

1600件，年度授权达 900件，年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金额 400万。



（五）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

2023 年安排广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计划资金

10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3 所立项、2 所有条件立项（培育）

广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总体绩效目标为：着力建

设一批顶尖水平的基础研究卓越中心，有组织地打造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主要包括：建设中心

数量大于等于 5 所；在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数量大于等于 30 名；

在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数量大于等于 50 名；拥有省部级以上科研

创新平台大于等于 5个；主要依托学科水平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或教育部学科评估等级 A+，或 ESI国际排名前 1‰；组织

攻关关键科学问题或关键核心技术数量大于等于 3个。

（六）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

工程）

2023 年安排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工程第一批建

设项目建设资金 7200 万元，资金已授权代建单位广东省代建项

目管理局开支，全部用于该项目的施工、监理、设计、检测等各

项工程建设相关支出。本年度绩效目标：完成全部建筑主体结构

封顶；完成专项资金全部支出。

（七）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育馆）



2023年安排华农综合体育馆资金 160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

综合体育馆项目建设所需的 EPC总承包（设计及建安工程）费，

以及其他建设费（包括方案、初步设计及勘察、监理、造价咨询、

材料检测等二类费）。绩效目标为：不超项目总投资的前提下按

时按进度建成综合体育馆建设，2023 年完成室内外装饰装修收

尾、体育设施安装场馆设备调试以及配套的道路广场、绿地景观

等室外工程施工。

（八）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为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法》关于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

等规定，提高省属公办高校吸引社会资金的积极性，根据省教育

厅、民政厅《关于促进我省教育基金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粤教

财〔2020〕14 号）等文件要求，省财政 2023 年安排省属公办高

校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奖励资金 10000 万元、李嘉诚基金会捐赠

补助项目资金 10000 万元。该项资金优先用于加快推动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使用范围包括提升学校整体实力、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师资队伍、社会服务、学科建设等方面。2023 年总体绩效

目标有：省属公办高校办学质量、经费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省

属公办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能力进一步提升；奖励资金预算执行

率 90%以上；当年度奖励资金支持学校数量≥15 所；师生和捐赠

者满意度 85%以上。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1.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优，自评 99.84分。本项目在立项、资金落实、资金管理、

事项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执

行，管理规范，成绩显著。截至评价日期，高水平大学建设各项

任务进展顺利，实现预期目标。

2.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优，自评 98.89分。本项目在立项、资金落实、资金管理、

事项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执

行，管理规范，成绩较为显著。截至评价日期，粤东西北高校振

兴计划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实现预期目标。

3. 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

优，自评分数 100 分。汕头大学东校区三期已通过工程竣工验

收，目前校区已投入使用；汕头大学东校区顺利启用，并完成了

4631 名新生入驻，各项教学事项得到顺利开展，各项绩效指标较

好的完成。

4.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优，自评 97.86分。本项目在立项、资金落实、资金管理、

事项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执

行，管理规范，成绩较为显著。截至评价日期，特色高校提升计

划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实现预期目标。



5.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

优，自评 100分。本项目在立项、资金落实、资金管理、事

项管理、绩效考核评价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执行，

管理规范，成绩较为显著。截至评价日期，广东高等学校基础研

究卓越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实现预期目标。

6. 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

工程）

优，自评 100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已全部完成。

7.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育馆）

优，自评得分为 100分。2023年已完成计划资金 1.6亿的足

额支付工作，并按计划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屋面工程、室内外装

饰装修、体育设施安装场馆设备调试以及配套的道路广场、绿地

景观等室外工程施工。该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完成竣工验

收。完成既定目标。

8.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本项目在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省属公

办高校捐赠收入奖励资金管理细则》（粤财科教〔2022〕112号）

等相关规定和程序执行，专项资金使用合理、有效，项目执行过

程中管理规范、有序，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标。自评得分 96.66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1）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教育发展专

项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2022〕212号）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3年

省级教育发展专项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资金（第

二批）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151号），我省 2023年实际

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资金 210000.00万元。全部资金下达到

位，并按计划支出。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计支出 207293.21

万元，支出进度 98.71%。

（2）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教育发展专

项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2022〕212号），我省 2023年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

划资金（内涵建设）部分 45000.00万元。全部资金下达到位，并

按计划支出。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计支出 42716.54万元，

支出进度 94.92%。

（3）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

2023 年安排省财政资金 5,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专项资金已全部支出用于保障和完善东校区教学条件，支出

进度为 100%。

（4）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教育发展

专项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2022〕212号）内容，我省 2023年实际安排（3）

特色高校提升计划资金 75000.00万元。全部资金下达到位，并按

计划支出。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合计支出 70717.42万元，

支出进度 94.28%。

（5）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广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

心建设资金（第一批）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70号）及《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广东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资金

（第二批）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160号）内容，我省 2023

年实际安排（3）特色高校提升计划资金 10000.00万元。全部资

金下达到位，并按计划支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计支

出 10000.00万元，支出进度 100%。

（6）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

工程）

截至 12 月底，专项资金共 7200 万元已全部支出完毕，支出

进度 100%。

（7）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育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 16000 万元，资金执行

进度为 100%。

（8）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实际执行 19,977.32万元，资金执

行进度为 99.89%。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2023 年我省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冲补强”提升计划，高水平

大学建设计划各高校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学科水平快速提升，人

才聚集效应凸显，科研攻关能力进一步加强。

（2）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2023年，粤东西北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

研能力提升、办学条件建设等领域短板问题得到进一步改善，粤

东西北高校与珠三角核心区高水平大学差距正逐步缩小，各高校

逐渐探索出服务和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3）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

2023 年完成 4583 名本科生招生计划，并已完成法学院、商

学院、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整建制搬迁至东校区，学校行政、教辅以及后勤等各项工作也

逐步进入常态化，保障东校区各项教学工作开展，持续的改善办

学环境，提高学校竞争延续可持续发展目标。

（4）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2023 年，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建设高校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着力探索特色发展、创新发展路径，理工科类高校与区域

科技、产业发展协同更加紧密，人文社科类、艺术类高校进一步

加深对哲学社会科学和先进文化的研究，特色高校主要办学指标

排名稳步提升，优势特色更加鲜明，服务特色行业、产业发展的

能力持续增强。

（5）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

2023 年，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有

关精神，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

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和“高等教育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以及

我省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有组织地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

（6）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

工程）

完成全部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完成专项资金全部支出。2023

年 12 月 8 日，白云校区二期工程第一批建设项目各单体建筑已

全部主体结构封顶，总体工程进度已追上工期计划；

（7）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育馆）

2023 年主要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屋面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

体育设施安装场馆设备调试以及配套的道路广场、绿地景观等室

外工程施工。以上目标均已完成。该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

完成竣工验收，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完成联合验收工作。



（8）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通过省级教育专项资金的支持，加快推动了我省构建高质量

教育体系，省属高校整体实力得到了有效改善。在总体绩效目标

的指引下，各个项目顺利推进，设定的绩效指标均圆满达成预期

效果。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

2023 年度，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中 12 所高校跻身国际国内

排行榜排名全国百强，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 5 家；新增 ESI 全球

前 1%学科 45 个，新增 ESI 全球前 1‰学科 5 个，新增软科中国

最好学科排名前 10%学科 28 个，前 5%学科 10 个；人才培养能力

进一步提升，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 17 个，新增国

家级一流课程 281 门，新增省级一流课程 548 门；深化科产教融

合，新建 9 家省级产业学院，2 家省级未来技术学（研究）院；

年度获授权发明专利达，9644 项，年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达 8874

项。

（2）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内涵建设）

2023 年，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建设高校具备博士学位教学

科研人员占比提升至 34.60%，生师比控制在 17.6:1 以内；新增

省部级科研平台 5 家；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 6 个，

建设国家级一流课程 9 门；新增省部级科研平台 5 家；年度申请

专利数达 1358 件，年度授权达 752 件，年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金额超 389.3 万元。

（3）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汕头大学东校区）

汕头大学东校区三期按照可容纳 1 万名在校大学生的综合性

大学校区标准进行规划建设，新建校舍使用年限按 50 年进行设

计；项目已于 2023 年完成建设，并于 2023 年 5 月顺利通过工程

竣工验收；新增学位 1 万个，新增建设面积约 22.93 万平方米，

完成年度目标值；项目不存在超预算的情况。目前汕头大学东校

区 3 期已移交汕头大学使用，顺利保障汕头大学开展教学活动。

（4）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2023 年，特色高校提升计划中 3 个学科进入软科中国最好学

科排名前 20%；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7 个；人才培养质

量进一步提高，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 8 个，新增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36 门，省级一流课程 142 门左右；发明专利

年度申请数达 2543 件，年度授权达 995 件，年度签订技术转让

合同金额 2375.5 万元。

（5）高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

2023 年，我省组织建设立项了 8 家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卓越中

心，主要依托学科水平均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或教育部学

科评估等级 A+，或 ESI 国际排名前 1‰。本年度，建设中心数卓

越中心平均在学博士研究生培养 62 名；平均在学硕士研究生培

养 156 名；拥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6 个；组织攻关关键科

学问题或关键核心技术数量均大于 4 个。



（6）省属高校基本建设（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二期

工程）

该项目全部专项资金均用于项目建设支出，目前项目进度符

合预期，资金使用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7）省属高校基本建设（华农综合体育馆）

过程绩效指标情况。该项目按年度申请计划足额支付，且不

超出预算金额，满足成本指标的要求。每月均按照市区发改委、

市区住建局、各级教育部门等相关要求，通过相应平台及渠道，

按时报送支出进度及项目建设等情况，做好项目月度及季度调度

汇报工作。

产出绩效指标情况。该项目图纸施工图审查合格，工程质量

符合要求，场馆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满足规范要求，并严格按

照与各服务单位签订的合同有序推进项目的实施，高效完成了计

划内的建设工作，并按时按合同条款支付相关款项，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完成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面积为 52366 平方米，

新增室内体育场地面积 37986 平方米。

效益绩效指标情况。通过经费的落实，综合体育馆按计划实

施建设，建成后有助于为华南农业大学日常的体育教学、师生的

群体活动和体育竞赛训练提供良好的场馆保障，促进学生积极参

与体育运动，提升学习效果，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满足教育部

本科教学评估及配备体育场所的需要，有效解决学校室内体育场

馆设施数量不足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项目的建成将为学



校扩大办学规模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资源、提高学校影响力和

竞争力。该项目的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师生及项目周边居民对

项目的建成十分期待，对项目建设管理的公平性均为满意。

（8）教育基金捐赠奖补

①人才队伍建设。华南师范大学 2023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36

名（其中杰出人才 2 名、领军人才 1 名、国家四青人才 3 名、青

年拔尖人才 19 名、骨干教师 11 名）、汕尾校区专任教师 9 名；

南方医科大学 2023 年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数 18 人次；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 2023 年引进校外云山学者、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 48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48 人，留学归国人员 11 人；汕头大学新

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 名、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达 75.6%，

华南农业大学 2023 年新增包括博士在内教师 89 人；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 2023 年柔性引进人才 5 人、仲恺学者 20 人、年薪制特聘

教师和优秀博士 122 人。②学科建设。华南农业大学 2023 年新

增农业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总论学

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校 ESI 全球前 1‰和前 1%学科已分别达

2个和 13 个；南方医科大学 2023 年新增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 442

项、学科排名新增 1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ESI 学科整

体排名稳步提升；汕头大学 2023 年新增国家级流课程 6 门，省

级一流课程 23 门，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2 项。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落实高端学者助力学科建设的云山工作室建设制度，2023



年新聘首席专家 8 人，包括国际著名学者、欧洲科学院院士聂珍

钊教授、“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获

得者戴建业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江西省社联

副主席傅修延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语

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胡建华教授等，精准对接

学校重点学科和优势攀峰学科发展和建设需求；汕头大学新增省

级研究生示范课程 4 门，省级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 3 个，研

究生暑期学校 3 个，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5 项。③科学研究。华南

农业大学 2023 年新增 1 个省级校企联合实验室、4 个省级科产教

融合实践教学基地、2 个省级产业学院，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 2100 篇，新增 3 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汕头大学 2023

年新增 1 个省部以上科研平台，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2-3

项。④办学条件改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改善体育教学条件，购

置公共体育教学、体育教育专业教学及训练所需的器材设备，

2023 年先后获广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荣获甲 B 组团体总分第一

名，广东省武术套路（传统项目）锦标赛 3 个一等奖、9 个二等

奖，广东省第六届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团体总分第八名），广东省大学生乒乓球团体赛冠军等高水平

竞赛奖项，学生体育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高；广东医科大学更新学

校各二级教学单位实验室教学设备，助力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和提

高教学高质量发展建设，有效保证实验教学的充分实施；广州中



医药大学提升建设配套教学基地、教学实验室；华南师范大学石

牌校园部分学生宿舍完成修葺改造。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一是分高校未及时修订“冲补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部分

单位未及时按照《广东省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提升计划（2021-2025 年）资金管理办法》（粤财科教〔2022〕

181号）规定修订或完善专门针对“冲补强”的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

二是部分高校未及时完善项目库管理制度，个别高校项目库

建设不够科学，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不够、预见性不够、执行力

不足，导致部分项目经费支付进度滞后。

三是部分单位内部监督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未对“冲补强”

项目资金管理开展专项审计、财务专项检查等内部监督检查工

作。

四是个别绩效指标未达预期。例如汕头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

方面，新增省部级高层次人才数绩效目标为 14，实际为 0，究其

原因，主要是受政策影响，2018年起，广东省暂停了个别省级人

才项目的申报工作，造成该校 B类人才数量增长缓慢；另外汕头

大学地处粤东，地缘劣势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才引进。

三、改进意见



（一）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对科技

自立自强的支撑力。引导建设高校按照国家和区域整体战略布

局，瞄准理论和技术前沿，依托优势领域和领军人才开展源头性

创新，产出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要争取牵头或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和教育部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大力开展跨

学科、面向未来的科学研究，不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围绕国家

和区域重点产业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集中优势力量进行

攻关，争取在部分“卡脖子”问题上取得突破。加快推进高等学

校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建设，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加快推进高校

汇聚大团队、承接大任务、产出大成果，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二）围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从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人才队伍、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改

革创新，出台更多具有突破性和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从优化资源

配置、激发人才队伍活力等多个方面改革创新，破解“难点”、

打通“堵点”。以完善大学制度为核心，强化大学治理体系建设，

不断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预算管理、项目执行管理，保障

“冲补强”计划实施效果。严格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切实提高省级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

通知》(粤府函〔2022〕1236号)关于“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

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后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执行”“带项

目申请预算、按项目安排预算”的要求，敦促各建设单位加强项

目库建设，做实做细项目储备、项目论证、项目遴选和资金测算，

达到“一经批复即可实施”的条件。严格按照《广东省高等教育

“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2021-2025年)资金管理办

法》相关要求，强化专项资金管理，监督各用款单位健全管理机

制，科学合理编制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

理办规范资金使用范围，规范会计核算，加强内部控制，强化项

目执行和预算分配、使用的过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