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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做好 2020—2024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的评

价工作，总结梳理资金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相关要求，我委对 2020—2024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

项资金（合计 11703 万元）的使用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评价基准

日为 2024年 3 月 31 日。具体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设立背景

2019 年，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上提出“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发展条件”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8—2025）》（粤发﹝2018﹞33 号），鼓励引导广大南粤

青年大学生投身科技创新实践，我委联合省财政厅严格对照《广东

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

文件要求，申请设立了第二期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2020—2024 年），主要用于资助省内有关高校的中国籍在校大

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包括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学籍大学生团队，含全

日制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开展自然科学、哲学科学和科技发

明制作等方向的实践研究。我委是该专项资金的省级业务主管部

门，高校团委对本校立项项目实施全程管理，受资助的大学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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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立项项目的研究工作。

（二）资金预算和用途、绩效目标

1.资金预算分配与用途

资金设立后，我委联合省财政厅配套制定了《广东省科技创新

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法》（粤财行〔2019〕

182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严格对标对表分配 2020—2024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合计 11703 万元），其中包括：

①项目运维经费 234 万元：按照专项资金总额的 2%计提我委工作

经费，用于宣传推广、项目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绩效自评、结项

验收、项目申报平台建设和维护等。②项目资助经费 11489 万元，

用于我省高等院校学生以各高校为单位申请科技发明制作、自然科

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等三类大

学生科创项目（5512 个）的资助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科研业务、

差旅会议、实验材料、仪器设备、专家咨询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支

出。各年度项目立项数和经费分配详情如下表：

2020—2024年大学生科创项目立项数简表

序

号
事项 合计

省级

工作

经费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1 2020年资助数量（个） 1450 / 232 120 60 52 1218 446 260 512

2 2021年资助数量（个） 1050 / 145 60 35 50 905 358 255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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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合计

省级

工作

经费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3 2022年资助数量（个） 1150 / 190 95 45 50 960 370 213 377

4 2023年资助数量（个） 9061 / 190 95 45 50 716 263 171 282

5 2024年资助数量（个） 956 / 215 103 47 65 741 269 173 299

2020—2024资助数量合计 5512 972 473 232 267 4540 1706 1072 1762

2020—2024年大学生科创项目资助经费分配简表

序

号
事项 合计

省级

工作

经费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小计

科技

发明

类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科学

类

1 2020年财政资金 3000 60 1146 720 270 156 1794 892 390 512

2 2021年财政资金 2100 42 667.5 360 157.5 150 1390.5 716 382.5 292

3 2022年财政资金 2407 48 922.5 570 202.5 150 1436.5 740 319.5 377

4 2023年财政资金 2028 41 922.5 570 202.5 150 1064.5 526 256.5 282

5 2024年财政资金 21682 43 1024.5 618 211.5 195 1096.5 538 259.5 299

2020—2024财政资金合计 11703 234 4683 2838 1044 801 6782 3412 1608 1762

2.绩效目标

1 2023年评审确定立项项目数量 1141个，由于省财政厅通知专项资金压缩，2023年专项资金实际资助 906个项目，

剩余 235个项目由 2024年专项资金支出资助。
2 2024年，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各有 1个项目指标无学生团队

申报，已收回下拨的专项资金（合计 4万元），并进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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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绩效目标。在 5 年实施周期内，共培育和资助超

5000 个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科技创新成果培育效率达到 60%以

上，同时选送其中优秀作品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和“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中，科

技创新成果培育效率是指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面发

表、研究成果转化为发明专利或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项

目数量占立项项目总数的比例。

（2）各年度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2020—2024年度绩效目标情况表

序号 目标名称
分阶段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
资助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开展科技研究

的数量
1450 个 1050个 1150个 1110个 900 个

2

项目作品参加“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

学生科技作品竞赛和“挑战杯”广东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3 上半年资金拨付率 100% 100% 100% / /

4 举办“攀登大讲堂活动” 30场 30场 30场 / /

5 开展中期检查 1次 1 次 1 次 1 次

6 中期检查时，受检项目数占资助项目数 90% 90% 90% 90%

7 中期检查时，现地检查高校 30所 30所 30所 30 所 30 所

8 科技创新成果培育效率 60% 60%

二、自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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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论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研究周期为两年。

我委对照绩效目标，综合梳理 2020—2023 年专项资金资助的大学

生科创项目组织情况和产出成果（因本次评价基准日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且 2024 年资助项目研究周期为 2024 年 3 月至 2026 年

3 月，故本次不统计 2024 年项目组织情况和产出成果），自评综

合得分 94.21 分（详见附件），自评绩效等级为优。自评得分介

绍如下：

1.决策（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19.8 分）

根据自评表，该部分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个二级指标。

（1）项目立项方面。一是依法依规开展资金项目申报。2019

年，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18〕120 号），我委联合省财政厅向省领导报送《关于继续

设立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的请示》（团粤联呈〔2019〕

1 号），经批示同意设立第二期专项资金（2020—2024 年）。二

是科学设置资金绩效目标。注重绩效目标的完整性、合理性、可

衡量性，设置论文、专利、实物、奖项等多维度量化结项指标，

在突出重点培育项目的同时充分照顾各学科一般项目，每年结合

上一年度推进实际情况调整完善绩效指标。

（2）资金落实方面。我委第一时间联合省财政厅修订印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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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法》

（粤财行〔2019〕182 号），明确资金分配标准、拨付流程、进

度安排等各项资金管理制度。指导部分高校制定了校级资金配套

制度和奖励办法，各高校共配套校级工作经费 1589.62 万元。同

时，以“攀登计划”为牵引，引导各高校广泛开展校级项目评比

和培育活动，形成了以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攀登计划”、华南

师范大学“金种子计划”、广东工业大学“攀登班”等项目为代

表的一大批校级科技创新活动品牌。

自评扣分项：绩效指标设置方面，缺乏评价项目后续落地转

化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2.过程（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17.66 分）

根据自评表，该部分包括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二级指标。

（1）资金管理方面。根据资金管理办法，我委每年在年度预

算编制阶段编报专项资金目录清单，报分管省领导专题研究或审

核并修改完善后，报送省财政厅汇总报批。每年度第一时间下拨

各高校项目经费，并指导大部分高校根据管理实际，制定适合本

校财务实际的大学生科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本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对项目预算和支出进行审批，总体上管理比较规范，

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向符合规定（具体资金支出进度详见后续资金

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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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项管理方面。根据资金管理办法，我委严格开展各项

项目进度管理规定动作。一是从下发申报通知、学校报送预选项

目、组织专家评审、立项公示、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各环节，

均制定详细方案、下达正式通知文件，对发现问题能做到及时跟

踪反馈。部分高校在项目确定后与团队主要负责人签订合同，定

期开展自查工作，确保项目顺利结项。二是每年对上一年度立项

项目组织开展中期检查，包括对全部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开展书面

检查，并抽查 30—40 所重点高校进行现场实地检查。经严格审查

统计，形成综合中期检查报告，督促资金支出进度落后、产出成

果不明显的项目加快进度、成功结项。

自评扣分项：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少部分项目未按资金管理

办法规范支出专项资金、极少部分高校未按项目单独做账。

3.产出和效益（指标分值 60分，自评得分 56.75 分）

根据自评表，该部分包括产出和效益两个二级指标。经梳理

专项资金 2020—2023年绩效目标设置情况，共包含 3个数量指标、

1 个质量指标、1 个时效指标、1 个成本指标、4 个社会效益指标、

1 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数量指标方面。合理分配专项资金，2020—2023 年完

成资助大学生科创专项团队数量 4556 个，加上 2024 年 956 个立

项项目，超额完成资助 5000 个项目的五年目标；每年度组织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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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所高校承办 30 场“攀登大讲堂”，宣讲介绍科研项目开展经

验；每年组织开展 1 次中期检查，合计现场检查 146 所高校，高

于原定的预期目标 120 所，并出具中期检查报告。

（2）质量指标方面。根据 2020、2021、2022 年度结项验收

情况，结项率均超 90%，较好完成质量指标。我委每年定期向省

财政厅报送结项验收情况。

（3）时效指标方面。根据 2023 年度中期检查情况，大部分

项目按进度进行，少部分项目已提前达到结项验收标准。

（4）成本指标方面。我委及各高校基本能够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及预算计划使用专项资金，资金使用未超过预算。

（5）社会效益指标方面。在创新技术能力培育、宣传覆盖、

论文发表及专利和著作权方面取得了较好效益。其中，2020—2023

年项目共发表论文 3451 篇，占全部项目比 75.75%，占自然科学

类和哲学类 103.51%（大于预期效益目标 90%）；获授权/受理专

利及软著 2229 项，占科技发明制作类科研项目比 83.17%（基本

完成预期效益目标 90%，由于 2023 年项目研究周期为 2023 年 3

月—2025 年 3 月，部分科技发明类成果未能统计）。

（6）满意度方面。根据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大

部分高校团委负责团干和获得资金资助的科创项目团队成员均表

示参与体验较好，达到预期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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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扣分项：2020、2021、2022 年项目中极少部分未能成功

结项，2023 年项目中少部分进度滞后。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2020—2023年大学生科创专项资金下拨金额为 9535万元（不

包括 2024 年度下达资金 2168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金实际支出 8047.89 万元，总体支付率 84.40%。详见下表（货

币单位万元）：

资金支出情况表

年度
下拨资金

（万元）

支出金额（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省本级工作经费 高校项目经费 合计 支出率

2020年 3,000.00 60.00 2,451.05 2,511.05 83.70%

2021年 2,100.00 42.00 1,700.24 1,742.24 82.96%

2022年 2,407.00 48.00 1,953.26 2,001.26 83.14%

2023年3 2,028.00 41.00 1,752.34 1,793.34 88.43%

2020-2023年小计 9,535.00 191.00 7,856.89 8,047.89 84.4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经统计梳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详见下表：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序号 目标名称
分阶段年度

完成情况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3 根据 2023年项目的中期检查结果，2023年各高校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876.17万元，2023年项目资金的使用周期是 2023
年 3月-2025年 3月，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资金使用时间只有使用周期的一半时间，故计算预计资金支出进度时，

按照实际支出 876.17万元*2 计算，为 1,752.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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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目标名称
分阶段年度

完成情况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资助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开展

科技研究的数量
1450 个 1050 个 1150 个 1110个

4556个4

按标准完成

2

项目作品参加“挑战杯”广东大

学生课外学生科技作品竞赛和

“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选送部

分作品

“挑战杯”国赛、

省赛获奖 1219个

3 上半年资金拨付率 100% 100% 100% / 100%

4 举办“攀登大讲堂活动” 30 场 30 场 30 场 / 120 场

5 开展中期检查 1 次 1 次 1 次 1 次/年，共 4 次

6
中期检查时，受检项目数占资助

项目数
90% 90% 90% 基本全覆盖

7 中期检查时，现地检查高校 30 所 30 所 30 所 30 所 120 所

8 科技创新成果培育率 60% 超额完成5

3.专项资金使用的主要绩效

（1）科研效益方面

2020—2023 年项目累计产出录用/发表论文 3451 篇（其中：普

通论文 1913 篇、核心期刊论文 367 篇、SCI/EI 论文 1102 篇、

SSCI/CSSCI 论文 69篇），获授权/受理专利共 1976 个，制作实物

1730 个；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各类竞赛奖项 1219 项。详见下

4 2023年评审确定立项项目数量 1141个，由于省财政厅通知专项资金压缩，2023年专项资金实际资助 906个项目，

剩余 235个项目由 2024年专项资金支出资助。
5 经统计，目前资助项目发表论文合计 3451篇、授权/受理专利 1976个，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率为（3451+1976）
/4556=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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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0—2023年项目产出成果汇总表
年份 发表论文 授权/受理专利 制作实物 获奖

2020年 985 606 727 182

2021年 1396 779 544 341

2022年 362 219 133 385

2023年 708 372 326 311

合计 3451 1976 1730 1219

（2）育人效益方面

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在我省高校学子中蔚然成风，仅 2020 年，

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校级申报项目数达 5760 余个。经追踪回访，

历年项目团队成员中 1772 人专升本，1981 人推免或攻读硕士研

究生，223 人攻读博士研究生，291 人出国留学。本专项为大学生

开展项目研究提供了科学实践的机会，形成科研和专业能力教学

相长的实践机制，如广东工业大学《阵列式高效高精 MicroLED

巨量转移装备》的 10 名团队成员中，2 名毕业本科生读研、2 名

硕士研究生读博、3 名应届本科生获得保研资格、2 名硕士研究生

被世界 500 强企业录取。

（3）社会效益方面

共 1128 个项目积极参加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

队行动，与县镇村高质量发展“需求方”结对合作、破解难题，

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在基层一线。共获得中央领导人批示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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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和市级领导、部门签批或采纳 35 次，如暨南大学《“文化

出海”国际舆论困境的对外发声能力提升研究——基于近五年外

媒涉华话语版图及前沿动态分析》获得中央领导人签批，广东工

业大学《数字化并购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研

究》的成果决策咨询报告被中央办公厅采用。

（4）经济效益方面

各项目立足现有学术产出成果，参加各类创新创业赛事获得奖

金合计 751.44 万元（其中 11 个项目获奖金超 20 万元），94 个项

目通过专利转让、专利许可、知识产权入股等方式获得直接间接效

益合计 2421.56 万元。同时，我委持续追踪统计 2020、2021 年结

项项目创业落地情况，团队成员围绕项目成果共成立公司 74 家，

其中 12 家公司注册资金超 500 万，超半数企业为科技创新和未来

产业行业。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个别高校专项资金使用不够规范

个别高校没有按具体研发项目单独列账、独立核算。不符合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

法》第二十五条中“……按项目单独列账、独立核算……”规定。

还存在着个别高校的专项资金使用欠规范，用于购买办公设备、

发放项目组成员劳务费以及其他不相关支出等。

2.个别项目报送的结项验收资料准确性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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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高校填报的项目佐证资料，存在部分影响绩效资料准

确性的情况，主要包括三类情况：一是提交的论文作者、获奖证

书团队和专利发明人等成果中没有学生团队成员；二是极少数研

究成果为立项评审结果公示前取得；三是有极少数提交的签批证

明非地市级政府部门采纳或非省部级以上领导签批。

三、改进意见

（一）完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督、业务指导、成

果管理和政策探索

一是抓实抓细项目监督检查和运行管理。依据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和相关项目实施管理的制度，强化对各高校资金使用情况、

支出规范性、工作任务清单建立健全等方面的监督指导。加强事

前事中跟踪力度，督促每个项目按计划执行；提升资金支出进度

管理水平，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列支及监督推进。

二是严格按照结项标准，加强成果管理。我委和校级团委层

面，需进一步做好项目业绩成果验收工作和合规性审核。

三是进一步推进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探索政策支持。围绕

引领高校师生积极投身“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

进一步优化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奖励机制，吸引和激励更多师生

积极投身科创事业。例如，为职业院校大学生专升本、指导教师

职称晋升等提供政策职称，参照“互联网+”经验将大学生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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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项纳入“第二课堂成绩单”。

（二）加强项目管理，完善项目成员结构和绩效材料归档

一是做好项目动态化管理。我委依据线上平台，做好成员结

构和绩效评价定期管理，加强信息报送和工作总结，督促各高校

团委及时更新项目进度及取得成果。

二是优化信息系统智能管理。进一步开发具有针对性、实用

性、匹配性的项目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助力中期检查及结项验收。

三是推动高校团委项目和绩效材料归档标准化。按照预算周

期常态化做好档案材料分层分类整理。

四、到期资金

当前，该专项资金已纳入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的年

度工作计划，作为引领高校师生积极投身“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建设的重要举措。经仔细研究，我委认为该项目积极围绕

省委中心工作，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在科技创新领域挺膺担当、攻

坚克难，充分满足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后备青年人才的时代要求。现

计划申请设立第三期专项资金，具体如下：

（一）资金安排。实施周期 5 年（即 2025 年—2029 年），合

计 15000 万元，每年申请专项资金 3000万元，资助 1000个大学生

团队开展科技创新项目研究，按照资金总额 2%计提我委工作经费

60 万元，重点项目扶持资金 1410 万元（6 万元/个*235 个项目），

一般项目扶持资金 1530 万元（2 万元/个*765 个）。



- 15 -

（二）过程管理。压实各高校作为资金申报主体和项目管理单

位责任，推动各高校全部提供配套资金，与项目成员师生签订管理

合同，切实提升资金支出进度与使用效率。

（三）绩效评价。要求所有立项项目必须参加广东青年大学生

“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与“挑战杯”系列竞赛，将科技创新与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路径的生动实践深度融合，推动大学生科创

成果在广东县镇村转化落地。

附件：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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