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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是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学校地处国家

西南工商业重镇、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市，坐落在人

文荟萃的文化名区——沙坪坝区。 

重庆大学创办于 1929 年，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成为

拥有文、理、工、商、法、医 6个学院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马寅初、李四光、何鲁、冯简、柯召、吴宓、吴冠中等大批

著名学者曾在学校执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学校成为

国家高教部直属的、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1960年被确

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大力发展人文、经

管、艺术、教育等学科专业，促进了多学科协调发展。2000

年 5月，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

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现设有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

程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医学部，共 36 个学院，以

及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附属医院和重

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校拥有理、工、经、管、法、文、

史、哲、医、教育、艺术 11 个学科门类。在校学生 48000

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 21000余人，本科生 25000余

人，外国留学生 1800余人。学校现有教职工 5300余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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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 2800 余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7 人，国家万人计划 24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0 人，国家“四个

一批人才”4人，其中，国家层次青年人才 41人。另有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在岗专家 70 余人，部、市重点人才工程人选

240余人。博士生导师 100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

研究群体 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7个，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 3个，国防创新团队 1个。 

重庆大学现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29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 32 个，另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 个；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4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5个。一级

国家重点学科 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 19个（含培育 2个）。

是全国 31 所具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高校之一。国家级重

点研究基地 14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 个，国家级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中心 3个；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

心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8 个，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 2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1个，其他省部级

及各类研究基地 180余个。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基地（“111计划”）5个。 

重庆大学校园占地面积 5200余亩，有 A、B、C、虎溪四

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近 170 万平方米。图书馆累计藏书

488.13万册，中外期刊 6500余种，电子图书 382.6万余册、

电子期刊 9.21 万种，各类权威文献数据库 220 个。“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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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973 项目、863 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防

科研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5100 余项，获国家、省

部级（科技）奖 266 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4 项，国家

级精品课程（含网络教育）2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7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 3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含网络）11门。 

重庆大学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与美、英、法、德、俄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9 所知名高校及多家境外公司和

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校是“一带一路高校联

盟”“中俄‘两河流域’高校联盟”“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中波大学联盟”等国际联盟组织成员高校。学校设有泰国

勿洞孔子学院、意大利比萨孔子学院、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

孔子学院。作为教育部指定的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

和教育部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学校接收来自五大洲

148个国家的留学生。 

重庆大学长期坚持走产学研合作办学的道路，努力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校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和科学研究中心，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和输送了 40 万余名高

级专门人才，其中 40 余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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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

度重视，习近平、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

贾庆林、贺国强、张德江、方毅、杨汝岱、陈至立、刘延东、

李源潮等领导同志曾到学校视察，指导和关心学校发展。教

育部、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也多次来校考察指导工作。 

重庆大学秉承“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

社会”的办学宗旨和“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

的校训精神，弘扬“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

和“求知、求精、求实、求新”的优良学风，坚持“扎根重

庆、立足西南、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

路，坚持“树西南风声，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深入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正朝着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办学目标不懈奋进。（数据截止时间 2020年 3月） 

二、部门预算报表及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及情况说明 

按照部门预算编报要求，学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事

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和结转下年支出。 

表一  部门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00,466.30 一、教育支出 453,0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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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科学技术支出 3,059.62  

三、事业收入 195,000.00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07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12,993.69  

五、其他收入 70,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465,466.30 本年支出合计 469,166.30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120,000.00 

上年结转 123,700.00    

    

            收入总计 589,166.30           支出总计 589,166.30  

     我校 2020年收支总预算 589,166.3万元，与 2019年相

比，收支总预算增加 71,185.58 万元。其中： 

     本年收入预算 465,466.30万元，较上年增加 28,985.58

万元，上年结转 123,7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200万元； 

     本年支出预算 469,166.30万元，较上年增加 31,185.58

万元，结转下年 12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40,000 万元。

结转下年 120,000万元，主要是未完科研项目经费的结转。 

（二）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表二  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

金弥补收

支差额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205  教育支出 449,316.92 189，199.92   195,000.00 95,000.00 65,117.00   

2050205 高等教育 446,425.27 186，308.27   195,000.00 95,000.00 65,117.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715.48 2，715.48           

2050801 教师进修 7.20 7.2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68.97 1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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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59.62 3,059.62           

2060201 机构运行 812.84 812.84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896.78 1,896.78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350.00 35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07 96.07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6.07 96.0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993.69 8，110.69       
 

4,883.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000.00 7，117.00       
 

4,883.00 
  

2210203 购房补贴 993.69 993.69           

  合计 465,466.30 200，466.30 0.00 195,000.00 95,000.00 70,000.00 0.00 

    我校 2020 年收入总预算中，上年结转 123,700 万元，

主要是 2019 年未完科研项目本年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

的资金和部分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项目、基建项目结转资金；

本年收入 465,466.3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00,466.30

万元，占本年收入预算的 43.07％；事业收入 195,000万元，

占本年收入预算的 41.89％；其他收入 70,000万元，占本年

收入预算的 15.04％。 

（三）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表三  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经营

支出 

对下级单

位补助支

出 

205 教育支出 453,016.92 296,329.14 156,687.78  0.00  0.00  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450,125.27 293,613.66 156,511.6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715.48 2,715.48          

2050801 教师进修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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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68.97    168.97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59.62  812.84  2,246.78  0.00  0.00  0.00  

2060201    机构运行 812.84  812.84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896.78    1,896.78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350.00    35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07  96.07    0.00  0.00  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6.07  96.0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2,993.69  12,993.69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000.00  12,00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993.69  993.69          

  合计 469,166.30  310,231.74  158,934.56  0.00  0.00  0.00  

    我校 2020年支出总预算中，本年支出 469,166.30万元，

结转下年 120,000万元。本年支出中，基本支出 310,231.74

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的 66.12%；项目支出 158,934.56 万

元，占本年支出预算的 33.88%。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高等教育 450,125.27 万元，

占本年支出预算的 95.94%；来华留学教育 2,715.48 万元，

占本年支出预算的 0.58%；教师进修 7.20万元，占本年支出

预算的 0.002%；其他教育支出 168.97 万元，占本年支出预

算的 0.04%；科学技术支出 3,059.62 万元，占本年支出预

算的 0.65％，该经费主要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支出及机

构运行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07 万元，占本年支

出预算的 0.02％，该经费是根据财政部《关于行政事业单

位离退休经费归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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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号）精神，划拨我校的原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部分离

退休人员经费；住房保障支出 12,993.69万元，占本年支出

预算的 2.77％。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表四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0,466.30 149,059.74  51,406.56 

205 教育支出 189,199.92  140,040.14  49,159.78 

    2050205       高等教育 186,308.27 137,324.66  48,983.61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715.48  2,715.48   

    2050801       教师进修 7.20   7.2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168.97    168.97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59.62 812.84 2,246.78  

  2060201     机构运行 812.84 812.84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896.78    1,896.78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350    3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07  96.07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96.07  96.0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110.69 8,110.69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117.00 7,117.00   

  2210203     购房补贴 993.69 993.69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我校 2020

年部门预算控制数有所压减，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

200,466.30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4,014.42万元。其中： 



 11 

1.高等教育（2050205），2020年预算数为 186,308.27 

万元，比上年下降 6.71％； 

2.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20年预算数为 2,715.48

万元，比上年下降 4.38％； 

3.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2020年预算数为 168.97

万元，比上年下降 43.59％； 

4.机构运行（2060201），2020年预算数为 812.84万元，

比上年下降 2.78%； 

5.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20年预算数为

1,896.78万元，比上年下降 7.02％； 

6.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2020 年预算数为 96.07 

万元，与去年持平； 

7.住房公积金支出（2210201），2020年预算数为 7,117 

万元，比上年增长 0.45％； 

8.住房补贴支出（2210203），2020 年预算数为 993.69

万元，比上年下降 8.48％。 

三、专业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 

2.事业收入：指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

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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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

括未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

入、收回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

项等。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在预计用当年收入不足

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累计的事业基金弥

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6.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但尚未完

成、本年仍需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转下年：指本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下年度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

括研究生）的支出。 

2.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3.教师进修（2050801）：反映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 

4.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

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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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构运行（2060201）：反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

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基础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6.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反映国家（重点）

实验室、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7.高技术研究（2060303）：反映为解决事关国民经济长

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

题而开展的研究工作支出。 

8.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

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9.住房公积金（2210201）：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

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0.购房补贴（2210203）：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

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重庆大学 

                           二○二○年七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