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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重庆大学创办于 1929年，提出建设“完备弘深之大学”

的愿景，到 20世纪 40年代发展成为文理工商法医各学科齐

全的综合性大学。经过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成为以工科

为主的多科性大学。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

放后，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恢复调整和改革建设，成为一所以

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校，1998年获批国家“211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2000年原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

专科学校与重庆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重庆大学，2001年成为

“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A类）”，2022年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高校。学校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办学目标不懈奋进。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涵盖理、工、经、管、法、文、史、

哲、医、教育、艺术 11个学科门类。设 7个学部 35个学院，

以及 7 所附属医院。教职工 5300 余人，在校学生 50000 余

人，其中研究生 24000余人，本科生 26000余人。校园占地

面积 5300 余亩，有 A 校区、B 校区、C 校区、虎溪校区和

两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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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内涵发展、特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各项事业保持快速向上向好发展势头，综合办学

实力、学术声誉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1.人才培养

入选全国首批 10 所“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首批 20 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承建高校、

首批 10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10所“储能技术

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实施高校、国家储能技术产

教融合创新平台。大力实施“本科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打造一流本科教育。成立本科生院，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大

类培养，加强通识教育。61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68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

学专业进入“强基计划”，曙光计算机科学拔尖学生培养基

地获批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大数据

与软件学院入选首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与两江新区共

建明月湖新工科教育创新平台、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

持续深化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开展科研经费博士、工程

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大力实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行动计划”，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获批学位授权自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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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高校，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8 个、博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1 个，专业学位授

权点 25个；博士生年招生规模 1150余人。

深化“产教融合、跨界培养”，先后获评“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等，承办第八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学科建设

按照“强化工科、夯实理科、振兴文科、繁荣社科、拓

展医科、提升信科、推动交叉”的思路，坚持学科内涵发展、

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健全适应科技高速变革的学科优化

布局机制以及适宜产生未来引领学科的体制机制，建立一流

的学科公共服务平台支撑体系，着力构建一流学科生态。实

施六类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持续加大推进一流学科、I 类优

势学科以及“先进制造”“智慧能源”“新型城镇化”三大

学科群建设。高起点推进医学学科加快发展。实施“基础文

科振兴行动计划”“基础理科卓越行动计划”，加快提升基

础学科整体发展水平。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入选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先后

进入 ESI世界前 1‰学科，13个学科进入 ESI世界前 1%；7

个学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前 50名。

3.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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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系统构建起“3+7”人事人才

制度体系和人才引育“金字塔”，积极营造“近者悦、远者

来”的人才发展氛围，以先进体制机制激发高层次人才持续

汇聚的内生动力。现有专任教师 3200 余人，其中包括 8 位

院士在内的国家级人才 250余人次，博士生导师 1100余人，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2100余人。

4.科学研究

深化科研管理服务改革，构建起“1+5”新型科研创新

体系，以新的体制机制促进高质量成果产出。加强创新体系

内涵建设，全面实施基础研究珠峰计划、重大项目成果人才

培育计划、重点研究基地构筑计划、军民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加强科研前瞻布局，全面融入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推

动建设重庆大学科学中心，培育建设超瞬态实验大科学装

置，推动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院等跨学科交

叉研究平台。“十三五”以来，新增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

38个，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2892项（其中牵头千万元级以

上重大项目 53 项），荣获国家奖和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100余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Nature》《Science》正刊论文等均取得历史性突破，

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和获权发明专利数量显著增长。实施人

文社科繁荣计划，获得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立项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成果产出能力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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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荣获鲁迅文学奖，持续推进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区域

经济与科教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研

究院”“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城市化与区域创新

极发展研究中心”“重庆人才发展研究院”等新型高端智库

平台建设，服务科学决策。实施高水平学术期刊培育资助计

划，主办的 9种期刊入选权威、核心数据库，荣获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高起点新刊项目资助，荣获全

国社科名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川渝一流科技期刊、

教育部名栏以及中宣部出版局“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等荣

誉，新创办 5种高起点英文新刊。

5.国际合作

大力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西

部陆海新通道发展，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质

性合作，已与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所高校、研究机构

建立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国家级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教育部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各类国际合作平台近 20 个。

创新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研究生全球学术课程、全球

学术前沿学科系列讲座项目，鼓励支持师生出国（境）访学

交流，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致力于中华文化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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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教育部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积极

打造“留学重大”品牌，建成全英文授课硕博项目 45 个、



6

全英文授课课程 300余门。

6.社会服务

始终坚持“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

的办学宗旨，积极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深化拓展校地合作，

南京研究院等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和新型高端研发机构落地

生根。牵头研制的月面微型生态圈在月球上种植出第一片绿

叶，完成人类首次月面生物生长培育实验。成立了原国家教

委批准的全国第一家高校董事会，大学科技园获认定为全国

首批 22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之一。积极推进对口支援高校和

县中托管帮扶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定点扶贫和服务乡村振兴

工作，助力云南省绿春县和重庆巫山竹贤乡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发挥附属医院优势，在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领域向社

会提供优质服务。

学校以“扎根巴渝大地、服务重庆发展”为己任，抢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

机遇，主动发挥智力优势、人才优势，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

会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

庆而奋斗。与重庆市政府共同启动筹建重庆实验室、共建长

江生态环境联合研究生院。与重庆 30 多个区县持续深化合

作，共建环重庆大学创新生态圈、国际联合研究院、璧山先

进技术研究院、气球平台微波垂直传能试验验证平台、重庆

新型储能材料与装备研究院等。牵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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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圈高校联盟”，着力打造成渝科教创新共同体。

7.校园文化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

人，大力推进“文化强校”战略，凝练弘扬“复兴民族，誓

作前锋”的重大精神，以一流的大学文化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大力选树先进典型，近百名

教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最美奋斗者”“最美高校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潜心打造校史馆及“立德树人”专题展览馆，深入挖掘爱国

奉献精神内涵，弘扬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创作《重庆家书》

《重庆往事·红色恋人》《光华》《初心·1929》《寅初亭》

《何鲁》《渝创·渝新》等原创文化作品，讲好“重大故事”，

展示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传承和打造以川剧为代表的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获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基地(川剧)。弘扬革命文化，持续开展“红岩革命故

事展演”等活动。建立师生、校友人物特色档案资源库，打

造“重大文库”，传播重大精神。实施建筑文化景观完善工

程，学校近现代建筑群和早期建筑群分别入选第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和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向未来，重庆大学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秉承“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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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办学宗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服

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奋力谱写学校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重大”

力量。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决算反映重庆大学本级、重庆大学后勤部门和

重庆大学校医院的经费收支情况。

二、2022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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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名称：重庆大学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栏次 1 栏次 2

一、财政拨款收入 199,980.3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46.20 二、外交支出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三、国防支出

三、事业收入 180,396.11 四、公共安全支出

四、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396,380.81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4,935.24

六、其他收入 90,538.66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其中：捐赠收入 3,515.9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85.66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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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1,634.4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三、其他支出 50.54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470,915.15 本年支出合计 425,186.66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5,886.11 结余分配 9,695.02

上年结转和结余 223,356.15 年末结转和结余 265,275.74

合计 700,157.42 合计 700,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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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

单位名称：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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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

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205 教育支出 441,079.96 174,527.10 0.00 180,396.11 66,763.95 0.00 0.00 86,156.75

20502 普通教育 439,223.30 172,670.44 0.00 180,396.11 66,763.95 0.00 0.00 86,156.75

2050205 高等教育 439,223.30 172,670.44 0.00 180,396.11 66,763.95 0.00 0.00 86,156.75

20506 留学教育 1,387.91 1,387.9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02.31 202.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185.60 1,185.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468.75 468.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468.75 468.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968.92 5,968.9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2 基础研究 3,993.92 3,993.9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201 机构运行 744.92 744.9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3,249.00 3,249.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3 应用研究 50.00 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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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303 高技术研究 50.00 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9 科技重大项目 1,925.00 1,92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0901 科技重大专项 1,925.00 1,92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85.66 11,271.96 0.00 0.00 0.00 0.00 0.00 913.7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300.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60

2080113 政府特殊津贴 300.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0.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885.06 11,271.96 0.00 0.00 0.00 0.00 0.00 613.1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7,930.03 7,514.64 0.00 0.00 0.00 0.00 0.00 415.39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3,955.04 3,757.32 0.00 0.00 0.00 0.00 0.00 197.7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634.40 8,166.20 0.00 0.00 0.00 0.00 0.00 3,468.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634.40 8,166.20 0.00 0.00 0.00 0.00 0.00 3,468.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595.71 7,127.51 0.00 0.00 0.00 0.00 0.00 3,468.2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38.69 1,038.6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9 其他支出 46.20 46.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46.20 46.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96004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

支出
46.20 46.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470,915.15 199,980.38 0.00 180,396.11 66,763.95 0.00 0.00 90,5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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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

单位名称：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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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396,380.81 255,885.09 140,495.72 0.00 0.00 0.00

20502 普通教育 394,624.59 254,497.18 140,127.41 0.00 0.00 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394,624.59 254,497.18 140,127.41 0.00 0.00 0.00

20506 留学教育 1,387.91 1,387.91 0.00 0.00 0.00 0.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02.31 202.31 0.00 0.00 0.00 0.00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185.60 1,185.60 0.00 0.00 0.00 0.0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368.31 0.00 368.31 0.00 0.00 0.0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368.31 0.00 368.31 0.00 0.00 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935.24 744.92 4,190.32 0.00 0.00 0.00

20602 基础研究 3,704.31 744.92 2,959.39 0.00 0.00 0.00

2060201 机构运行 744.92 744.92 0.00 0.00 0.00 0.00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2,959.39 0.00 2,959.39 0.00 0.00 0.00

20603 应用研究 89.93 0.00 89.93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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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303 高技术研究 89.93 0.00 89.93 0.00 0.00 0.00

20609 科技重大项目 1,140.99 0.00 1,140.99 0.00 0.00 0.00

2060901 科技重大专项 1,140.99 0.00 1,140.99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85.66 11,885.06 300.60 0.00 0.00 0.0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300.60 0.00 300.60 0.00 0.00 0.00

2080113 政府特殊津贴 300.60 0.00 300.6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885.06 11,885.06 0.00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7,930.03 7,930.03 0.00 0.00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3,955.04 3,955.04 0.00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634.40 11,634.40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634.40 11,634.40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595.71 10,595.71 0.00 0.00 0.00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38.69 1,038.69 0.00 0.00 0.00 0.00

229 其他支出 50.54 0.00 50.54 0.00 0.00 0.00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0.54 0.00 50.54 0.00 0.00 0.00

2296004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

支出
50.54 0.00 50.54 0.00 0.00 0.00

合计 425,186.66 280,149.48 145,037.18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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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名称：重庆大学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建设资金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197,027.41 141,246.92 55,780.49 8,222.00

205 教育支出 172,603.47 121,063.84 51,539.63 8,222.00

20502 普通教育 170,847.25 119,675.93 51,171.32 8,222.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70,847.25 119,675.93 51,171.32 8,222.00

20506 留学教育 1,387.91 1,387.91 0.00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202.31 202.31 0.00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185.60 1,185.60 0.0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368.31 0.00 3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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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368.31 0.00 368.31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935.24 744.92 4,190.32

20602 基础研究 3,704.31 744.92 2,959.39

2060201 机构运行 744.92 744.92 0.00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2,959.39 0.00 2,959.39

20603 应用研究 89.93 0.00 89.93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89.93 0.00 89.93

20609 科技重大项目 1,140.99 0.00 1,140.99

2060901 科技重大专项 1,140.99 0.00 1,140.9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271.96 11,271.96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271.96 11,271.96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7,514.64 7,514.64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支出
3,757.32 3,757.32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8,166.20 8,166.2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8,166.20 8,166.2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127.51 7,127.51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38.69 1,038.69 0.00

229 其他支出 50.54 0.00 50.54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0.54 0.00 50.54

2296004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

益金支出
50.54 0.00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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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算报表说明

（一）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说明

学校 2022年度收入总计 470,915.15万元，与 2021年度

相比，减少 64,183.45万元，下降 11.99%。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增加 807.34万元，事业收入增加 10,648.38万元，其他

收入减少 75,639.17 万元。学校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与上年

比较发生较大差异的原因，一是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科研活动的开展逐步恢复正常，科研事业收入增加较多；

二是本年度减少了重庆市社保返还给学校的养老保险清算

款；三是地方政府对学校的共建经费拨款相对去年也有减

少。

学校 2022年度支出总计 425,186.66万元，与 2021年度

相比，减少 30,999.18万元，下降 6.8%。其中：教育支出减

少 45,282.9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增加 1,774.18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 12,185.6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278.05万元，其他支出增加 45.89万元。

（二）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22年度收入总计 470,915.15万元，财政拨款收

入 199,980.38万元，占总收入的 42.47%；事业收入 180,396.11

万元，占总收入的 38.31%；其他收入 90,538.66万元，占总



18

收入的 19.23%。

（三）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22 年度各项支出总计 425,186.66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280,149.48 万元，占总支出的 65.89%；项目支出

145,037.18万元，占总支出的 34.11%。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396,380.81万元，占

总支出的 93.23%；科学技术支出 4,935.24 万元，占总支出

1.1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85.66 万元，占总支出的

2.87%；住房保障支出 11,634.40万元，占总支出的 2.74%；

其他支出 50.54万元，占总支出的 0.01%。

（四）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为 197,027.41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141,246.92万元，占总支出的 71.69%；项目支

出 55,780.49万元，占总支出的 28.31%。具体包括：

1.高等教育（2050205），2022年度决算数为 170,847.25

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降低 7.6%。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退休经费和退休人员津补贴财政拨

款相应减少。

2.来华留学教育（2050602），2022年度决算数为 202.31

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降低 85.24%。主要原因是受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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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影响，国家财政形势严峻，学校来华留学教育经费

被压减。

3.其他留学教育支出（2050699），2022年度决算数为

1,185.60万元。该项目为本年新增项目。

4.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2022年度决算数为 368.31

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增长 41.78%。主要原因是使用了

上年结转资金，2022年的财政拨款也略有增加。

5.机构运行（2060201），2022年度决算数为 744.92万

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增长 6.14%。主要原因是 2022年财

政拨款增加。

6.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22年度决算数为

2,959.39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增长 30.65%。主要原因

是 2022年财政拨款增加，学校对上年结转的存量资金也加

大了清理力度。

7.高技术研究（2060303），2022年度决算数为 89.93万

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降低 26.94%。主要原因是 2022年财

政拨款减少。

8.科技重大专项（2060901），2022年度决算数为 1,140.99

万元，比 2021年度决算数增长 1508.84%。主要原因是当年

财政拨款增加较多。

9.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2022

年度决算数为 7,514.64万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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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本年新增项目。

10.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2022

年度决算数为 3,757.32万元。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后本年新增项目。

11.住房公积金（2210201），2022年度决算数为 7,127.51

万元，与上年持平。

12.购房补贴（2210203），2022年度决算数为 1,038.69

万元，与上年持平。

13.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2296004），2022

年度决算数为 50.54万元，比 2021年决算数增长 986.88%。

主要原因是使用了上年结转资金，当年财政拨款也有增加。

四、名词解释

（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决算收支表中的“科目名称”和“科目编码”是指在政府收

支分类体系中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的各项内容，是综合反

映政府职能活动的分类，其中：

1.高等教育（2050205）：反映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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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留学教育支出（2050699）：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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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于留学教育方面的支出。

4.其他教育支出（2059999）：反映除教育事务管理、普

通教育等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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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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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为解决事关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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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专项（2060901）：反映用于科技重大专项的

经费支出。

9.政府特殊津贴（2080113）：反映与政府特殊津贴相关

的支出。

10.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支出。

11.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反映

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

金支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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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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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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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含武警）

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14.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2296004）：反映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二）收入科目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指高等学校当年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和财政

其他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教育事业

收入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学费，普通高中住宿费，高等学校学

费，高等学校住宿费，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短训班培训费

和考试考务费；科研事业收入主要包括除教育部财政科研拨

款以外的中央和地方科研经费拨款，以及通过承接科研项

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

收入。

4.经营收入：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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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高等学校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

定上缴的收入。

6.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主要包括非同级财政拨款、投资收益、捐赠收入、租

金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和存货盘盈收入

等。

（三）支出科目说明

1.基本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

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

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高等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指高等学校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4.经营支出：指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高等学校用财政补助收入之

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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