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中央专项绩效自评工作总结 

 
浙江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结合建设世界双一流大学的“三

步走”战略、“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浙江大学整体改革思路

及办学实际，积极推进 2020 年中央高校教育教学专项实施

的改革，现将 2020 年中央教育教学专项有关项目实施及绩

效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历年关于开展中央部门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工作的要求，学校积极开展 2020 年中央教育教学

专项有关项目支出的绩效自评工作。本着“实事求是，数据

准确、分值合理、结果客观”的原则，要求各子项目根据通

知要求进行绩效自评，完成自评表后各子项目执行单位对照

期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填报 2020年度实际完成值，

对未完成绩效目标及指标要逐条进行说明原因，并研究提出

改进措施，同时要求各项目执行单位对绩效自评结果的真实

性负责。本次绩效自评涉及子项目 15 个（本科生 6 个，研

究生 9 个），各项目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填报了自评表并撰写

了绩效自评总结报告，并在自评过程中查找问题，及时总结

优秀经验，达到了绩效自评的效果。 



二、项目管理及绩效情况 

（一）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项目建设目标 

立足学校顶层设计，结合学校“顶尖大学战略合作计划”

的平台，进一步加强和世界名校、国际组织等的交流合作，

整体提升学校国际化整体水平；落实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及应

用，加快海外教师主导本科全英文课程建设，推进课程提质

计划，推进高质量教材建设；推进国家、省、校和院四级本

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加强过程管理；构建立体化、多元

化的教学研究体系，系统开展教师教学发展提升计划；大力

推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建立我校的专业评价制度；

进一步优化竺可桢学院交叉复合型拔尖人才综合培养的机

制体制，全面提升竺可桢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推进

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加强本科学生养成教育。 

2.项目建设情况 

（1）化危为机推进本科生海外交流信息化建设，全面

提升学生国际化能力 

面对新冠疫情线上线下并举,交流率稳步提升。启动在

地国际化交流工作，保障本科生境外交流持续进行。

2019-2020 学年，共实施线上、线下交流项目 344 项，交流

人次数达 5722，交流率达 88.7%；其中 TOP50 和 TOP20高校

交流人次数分别达 3119 和 1565,占交流总人次数 54.5%和

27.4%。对接校务服务网，对外交流信息化管理再上台阶。



将院系负责人（外事/教学副院长及学工副书记）出国（境）

审批工作对接校务服务网，推动本科生境外交流管理工作的

信息化发展。 

（2）持续推进课程教材建设，深化人才培养内涵 

构建一流本科课程体系。做好校级一流课程建设和认定

工作，首批共认定 300门课程。60 门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居 C9 高校第 3；2019 年申报的 8 门线上一流

课程、23门线下一流课程、6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全

部被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居 C9 高校

第 1；80门课程入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推进系列教学改革。

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浙江大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系

统规划课程思政建设；大力开展“课程思政”项目建设，共

立项 85 个项目，并评选首批 7 门示范课程；组织开展两批

校级 MOOC 项目建设，共立项 150 个项目；持续开展校级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共立项 47 个培育项目；支持 56门

海外教师主导全英文课程建设，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质

量全英文课程。加快构建一流教材体系。成立浙江大学教材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浙江大学教材管理办法》《浙江大学

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教材工作制度；推进

高质量教材培育工作，共立项 85个校级教材项目（含 44本

新形态教材），35本教材入选 2020年度浙江省“十三五”新

形态教材建设项目；组织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推荐工作，向

浙江省教育厅推荐 31 本（册）教材申报首届全国优秀教材；



向教育部推荐 2 个单位、2 位教师分别申报全国教材建设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推进四级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建设，深化科

教协同育人 

优化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持续开展本科生科研训

练项目，启动实施科研实践计划，试点实行科研项目和毕业

论文末位审核制，制定全新激励举措，推进科研训练和毕业

论文（设计）提质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大学生

学科竞赛活动，在今年公布的 2015-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学

科竞赛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学科竞赛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学

科竞赛（不包括团委、学工组织参加的竞赛）获国际一等奖

（金奖）29 项、国际二等奖（银奖）59 项；全国特等奖 6

项、一等奖（金奖）28 项、二等奖（银奖）13 项、三等奖

（铜奖）14 项。推进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共有 5个

项目被教育部认定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居 C9 高校第 1。目前，省级建设立项 43 项，校级培育

112 项，10 项获国家级认定、19 项获省级认定、34 项获校

级认定。 

（4）创新方式方法，推进教师教学发展改革 

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类教学培训工作。推出教师教

学发展在线系列讲座，共举办 5 场 1700 人次参与；组织新

入职教师始业教育本科教学分线培训，近 300 名教师参加；

组织线下助教岗前培训，130 多位课程助教参训。建设校际、



院际教师教学发展交流平台。与南京大学联合组织青年教师

教学互访交流活动，院级教师教学发展组织累计举办活动

452 场，参与教师达 14889 人次。组织开展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创新竞赛方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落实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四级赛制”，环资学院卢玲丽老师以理科组

第 6名的成绩荣获国赛二等奖；组织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共有 108 名青年教师参加决赛，创参赛人数记录。 

（5）健全课程-专业-学院（系）三层次的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 

强化对学院（系）本科教学工作的评价引导。完成学院

（系）年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考评，12个学院（系）综合评

定等级为 A。持续推进专业评估与认证。组织 10个学院（系）

的 13 个专业开展专业自查自评，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修

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以 7个学院（系）开展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工作试点，并发布《浙江大学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实施办法》。优化基层教学组织管理体制。建立以课

程(群)或专业为单元的基层教学组织，设立 146个基层教学

组织、634 个课程组，基本实现了教师全员覆盖。 

（6）推进一流荣誉学院建设，充分发挥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试验田作用 

加强荣誉课程建设，扩大覆盖面。《程序设计基础》、《微

积分》、《工程图学》、《大学英语Ⅳ》四门誉课课程入选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着力新建《高级啦啦操》、《素质拓展》、



《龙舟与赛艇》三门体育类荣誉课程。优化系统管理，落实

导师制及科研训练计划。进一步梳理优化师生、管理部门等

的导师制流程，实现全过程无纸化操作；进一步加强选导前

的教育引导和选导后的配套课程建设；起草《竺可桢学院深

度科研训练项目实施细则》，深化校企合作，鼓励师生参加

深度科研训练。总结经验成效，持续推进拔尖 2.0 工作。全

面总结“拔尖计划”实施十年来取得的成效，出版纪念图书，

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向教育部推荐申报力学、基础医学、心

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和药学等 6 个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强

化激励机制建设，创新综合评价体系。开展《浙江大学竺可

桢学院学生评价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版）》意见征集工作，

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建设。加强资源汇聚，立体打造全程国

际化培养体系。拓展线上交流项目，开设麻省理工学院机器

学习+暑期线上课程等；探索线上科研实习机制，开拓巴黎

综合理工学院科研实习项目等；持续开设《英文学术写作》、

《未来领导力》等多门全英文课程。 

（7）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效能 

深化“最多跑一次”。研发并推出七台本科生自助服务

一体机，实现多校区中英文成绩证明、GPA 算法证明等本科

生自助打印服务，让数据多“跑腿”，让学生少跑路。推进

业务流程信息化。实现线上学籍异动、缓考审核、对外交流

等全过程联办。 

（8）多途径加强本科新生养成教育，助力新生快速适



应大学生活 

前置本科新生始业教育，实施新生养成教育慕课（MOOC）。

自 2016 年至今，直接受益学生已超过 30000 人。打造学生

专业节。2020 年专业节期间共进行了 110 余场线上专业直播

宣讲，共 16000余人次观看，实现了对 6000 余名 2020级本

科新生的线上线下全覆盖。搭建生涯规划平台。举办了以“铸

魂报家国，规划创未来”为主题的首个本科学生线上生涯规

划节，以参与生涯体验“六个一”系列活动为主要内容。 

（二）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项目建设目标 

进一步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素养与

能力培养型课程和全英文课程建设，对所建课程进行中期考

核，保证课程建设质量；加强研究生慕课课程建设，新建 5

门研究生 MOOC 课程；落实抓细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积极探

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实施博士生学术新星计划，推选 50 名

优秀博士生或具有强烈学术旨趣及科研潜质的优秀博士生，

赴世界一流大学、师从一流名师，开展联合培养。围绕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浙江大

学全球开放发展战略，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

才和领导者。 

2.项目建设情况 

（1）稳步推进优质生源工程 

加强评奖激励。根据《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实施方案（实行）》和《关于“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

心”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精神，结

合相关学院（系）新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评定 772名同

学获浙江大学 2020 级博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加强招生宣

传。加强宣传团队管理，团队运作常态化运营招生微信公众

号运营。疫情期间，及时公布研究生招生相关工作安排，篇

均阅读量均过万。继续完善已有系列“走遍浙大·院系宣传

系列”“相约浙大·夏令营系列”“缘梦浙大·征文展示系列”

“我想上岸·招考答疑系列”等专栏。刊发宣传文章及通知

公告 32 篇，其中单篇最高阅读量超 3.5 万次，累计访问量

超 36 万人次，粉丝数近八万，均较往年增长一倍。 

（2）构建 KAQ2.0 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根据通知精神，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2020 年立项建设 46 个课程思政项目。进一

步加强研究生素养与能力培养型课程和全巩英文课程建设，

对所建课程进行中期考核，保证课程建设质量。加强研究生

慕课课程建设，新建 39门研究生 MOOC课程。 

（3）扎实推进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 

深入推进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新成立“理学+X”

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充分发挥理学的基础科学研究

作用，推进理工交叉、理农交叉、理医交叉及理文交叉，面



向未来科技、产业和社会重大需求，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和国

际学术前沿，培养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积极深化多学科

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模式，2020 年共录取 116人，授予学

位 38 人，实行交叉中心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措施促进科教

协同育人机制。 

（4）多路径推进博士生海外交流 

全面实施“全球开放战略”，实现“峰”（顶尖大学合作）

“脉”（欧美国家、亚太国家、金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流合

作）布局，构建国家、学校、院系、导师以及社会力量多管

齐下的研究生国际交流资助和派出体系。实施博士研究生学

术新星培养计划，经学生申请，院系推荐，组织专家评审,

从各学院（系）推荐的优秀博士生中好中选优，最终评选出

60 位入选者。2020 年共 4691人次研究生通过多种渠道参加

海外交流，以参加线上国际学术会议、线上研究生国际工作

坊、线上课程、线上短期学术交流等为主要形式。2020 年博

士研究生海外交流率达 102.32%。 

（5）进一步抓好优秀学位论文示范引领 

抓好优秀学位论文示范引领。根据《浙江大学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评选办法（暂行）》的通知，经过学科推荐、学部

初审及学校评审，共有 9 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 2019 年浙

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9 篇论文被评为 2019 年浙江大

学优博论文提名论文。另，我校有 19 篇论文获得浙江省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19篇论文获得浙江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名论文，37 篇硕士论文获得浙江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为支

持和鼓励取得优秀成果的博士生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做出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根据《浙江大学争创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资助办法》（浙大发研〔2019〕93号），在本人申请、

学院审核的基础上，经学科、学部评审推荐，学校共评选出

练斐等 93名博士生获得 2020 年资助，共计发放生活费补助

200 万元。 

（6）以“能力提升”为目标，拓展实践育人平台 

启动“凌云”研究生赴重点单位社会实践行动计划，拓

展“致远”研究生海外社会实践基地，选派 675名研究生前

往 34 个基地或以其他形式开展国内暑期实践，定点铺设研

究生海外实践通道，鼓励学生采取线上形式面向海外宣讲战

疫过程中的中国速度，展现浙大学子担当。 

三、未完成原因分析 

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部分本科生境

外交流项目以线上形式进行，但因在线技术的局限性，线上

交流多以短期讲座和课程等形式为主，实践操作、实地体验

等项目难以实施，长期、深度交流遇到瓶颈，联合培养项目

阻滞不前；同时，教师海外能力培训计划项目暂停，部分经

费没有执行。 

四、典型经验做法 

（一）科学预算，合理配置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按照财政部、学校有关文件规



定，对出国经费、人员酬金、会议费等支出做了预算控制，

如实申报年度财政资金预算需求。进一步简政放权，遵照学

校有关规定，经主管教学校长和计财处审批，由学校计划财

务处按立项项目下拨项目经费。 

（二）权责明确，规范管理 

以“科学规划、落实责任、突出效益、安全合规”原则，

加强项目规范化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规范使用财政资

金。按照国家和学校的财政预算执行计划及要求，认真落实

了预算执行进度。 

（三）及时跟踪，动态管理 

本科生院、研究生院负责完成相应教育教学专项经费的

执行进度和协调管理，对建设项目实行了动态追踪，要求各

建设项目负责人按有关通知和文件要求，精心组织，高质量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其中研究生院建设期内对子项目进行中

期评估，经评估为合格的，下拨剩余的资助经费，经评估为

不合格的，要求对项目建设进行整改，整改后经评估为合格

的，再下拨剩余的资助经费。 

五、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等内容 

（一）下一步工作措施 

及时总结优秀的经验做法，并在全校范围内示范推广，

合理制定绩效目标，并加强过程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

调整建设思路，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最大化效益。 

（二）相关建议 



经费预算与实际进度难以契合，如大学生学科竞赛、国

际化双向交流、教学改革研讨会、实践考察等经费集中在暑

期支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学生评奖评优、秋冬学

期短期课程、教材出版等经费在秋冬学期支出，实验室改造、

实验材料采购进度较慢，影响执行进度。建议能相对开放经

费的使用比例及时间截点为经费更加合理的使用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