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资金编码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科目 金额 备注

江门市小计 4407 12,000.00

江门市本级 440700000
2022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
短板强特色 -特色高校提升

计划资金（内涵建设）
2050205 高等教育 12,000.00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
出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
出

12,000.00

2022年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安排表

金额单位:万元



附件2：

金额单位：万元

类别 分项 学校名称 金额

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特色高校 五邑大学 12,000

2022年高等教育“冲补强”提升计划经费安排表



战略领域

财政事权

政策任务

资金需求（万元） 2022年金额

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目标值 当年度目标值

高建以来累计引进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60人 55人

省部级科研平台数申报完成率 100% 100%

高建以来累计建设重点学科数量 10个 10个

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完成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专任教师国际化率 ≥45% ≥26%

经济效益指标 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数量 30项 15项

自然指数国内高校排名 200名以内 200名以内

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65% ≥51%

本科生招生数 5200人/年 5200人/年

研究生招生数 460人/年 460人/年

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数量 ≈2万人 1.96万人

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数量 20次以上 4-5次

培育获得省部级奖项（含社会力量奖） 12项 2项

高建以来累计新增省部级以上高水平科研平台数量 8个 3个

学生及家长办学满意度 ≥90% ≥90%

教职工满意度 ≥90% ≥90%

高层次人才满意度 ≥90% ≥90%

附件2

绩效目标表
（五邑大学  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资金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特色高校提升计划

市级主管部门 五邑大学

资金类型 专项资金

实施周期 2021年-2025年

12000

用途范围

    根据《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省府办〔2021〕24号）要
求，在首轮“冲补强”建设的基础上，2021年启动实施新一轮“冲补强”计划，加快推进高校内涵发展。2022年特色
高校提升计划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高校内涵建设及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特色高校提升计划的建设高校以“强特
色”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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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依据

    1.根据《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省府办〔2021〕24号）
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加快推进广东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2.根据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期间省财政“冲补强”专项资金安排方案，“十四五”期间在省级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冲补强”资金262.85亿元，其中特色高校提升计划资金41亿元。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总体绩效目标

    按照五邑大学“冲补强”提升计划建设方案，学校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标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腹地高
水平理工人才培养的摇篮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鲜明，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能力突出
”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到2025年，学校将实现重点突破，短板补齐，内涵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成一支高水平
师资队伍，以人才智力支撑服务学校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建设完善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能力显著增强；学科建设实现重点突破，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学科跻身省内先进
行列，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达到省内优势重点学科水平；交叉融合的特色工科建设成效初显，学校达
到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建设水平。

    五邑大学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形成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质量较高、特色鲜明、适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支撑服务体系，整体实力和国内竞争力继续提升，主要办学指标排名在国内同类院校中
保持上升态势，服务特色行业、产业发展的能力增强：
    专任教师达近1250人，拥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达到60人，博士学位专任教师占比近55%以上；建设国家、省级
一流专业5个左右，通过专业认证1个；建成建设省级以上一流（优质）课程3-5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4-6项。在
学研究生人数达到1300人左右，专硕比例约达70%。选树一批模范导师和优秀研究生代表，启动课程思政示范课专项
建设工作；继续立项建设4-5门专业优质示范课程，培育研究生教育教学类成果奖1-2项；累计新增省部级以上高水平
科研平台3个，承担国家、省部级项目120项，新增获得2项省部级奖项（含社会行业奖）；制定相关区域产业规划2
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审定工作4-6项，实现科研成果转化15项，总金额超过100万元；承担国（境）外交流与合作
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项目、揭榜挂帅项目、企事业委托科研课题230项，国（境）外合作高校或科研机构数量2-3个，
青年教师具有出国（境）交流学习经历比例达30％以上，国际合作平台2-3个，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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