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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市 教 育 局 
 

 

成都市教育局 2017 年度市级教育发展 

综合奖补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成财绩〔2018〕2 号)有关要求，成都市教育局对

2017 年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分配、下达和拨付情况进

行了梳理，并对各区（市）县项目运行情况、专项资金使用

情况等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市教

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的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成府函〔2015〕143 号）及《成都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成府发〔2014〕7 号）相关精神，设立了市级教育

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2016 年 10 月，成都市财政局与成

都市教育局下发了《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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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市级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成财教〔2016〕139 号），用于规范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

资金管理、分配、使用及绩效评价。 

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由成都市级财政统一分配，并会同成

都市教育局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共同管理。专项资金的奖补对

象为成都市各区（市）县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含幼儿园）、

教育科研机构及相关教育工作者。 

该项资金实行因素法分配，根据区（市）县上年基础因

素和管理因素分配资金。基础因素包括各区（市）县上一年

名校集团、高中教育质量、国际化窗口学校等工作的考评结

果，以及中小学网班建设、中小学科普教育活动、体育场馆

免费开放情况等；管理因素包括各区（市）对教育发展综合

奖补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以及支出绩效情况等。 

该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为各类学校及教育科研机构教育

课题研究；各类学校名校集团建设；中小学免费向社会开放

体育场馆；农村中小学网班、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中小学

科普教育、教师素质提升等。 

（二）项目目标 

为了奖励和支持成都市各区（市）县教育局在试验区建

设、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和均衡化等方面的探索和发展，市

财政局和市教育局设立了综合奖补专项资金。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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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资金计划情况 

本项目预算资金 3,100.00 万元，全部纳入成都市财政预

算。 

（二）专项资金到位情况及在成都市本级的拨付情况 

成都市教育局及成都财政局严格按照专项资金拨付相

关要求，及时拨付了市级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共到位资金 3,100.00 万元，全部

下拨到各区（市）县。具体拨付情况为：2016 年 12 月 20 日，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提前通知 2017 年

教育转移支付市级资金预算的通知〉》（成财教〔2016〕167

号）文件精神，成都市财政局向锦江区等 22 个区（市）县

拨付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 2,790.00 万元，2017 年 8 月

30 日，根据《成都市财政局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17

年市级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成财教

〔2017〕112 号）文件精神，成都市财政局向锦江区等 22 个

区（市）县结算下达教育发展综合奖补专项资金 310.00 万元，

共计向各区（市）县拨付项目资金 3,100.00 万元。 

（三）各区（市）县专项资金的拨付情况 

本次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由于涉及 22 个区（市）县，

点位较多，只能采取抽样的方式进行。市教育局随机抽取了

锦江区、青羊区、双流区、龙泉驿区、金堂县、彭州市、崇

州市七个区（市）县，对专项资金的拨付情况及从上述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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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区（市）县每县各抽取三所获得专项资金较多的学校进

行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 

2017 年度锦江区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

为 214.07 万元，锦江区教育局于 2017 年 7 月根据锦江区教

育局会议纪要向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等 25 所学校划拨专项

资金 193.70 万元，2018 年 2 月向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实验学

校等五所学校划拨剩余专项资金 20.37 万元。 

2017 年度青羊区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

为 205.45 万元，2018 年 3 月青羊区教育局根据青羊区教育

局会议纪要向泡桐树小学等 26 所学校划拨专项资金 205.45

万元。 

2017 年度双流区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

205.31 万元，2017 年 12 月双流县教育局根据中共成都市双

流区教育局党组 2017 年第 17 次会议纪要向双流中学等 33

所学校（或单位）下拨专项资金 239.21 万元（含双流区财政

配套网班建设经费 33.90 万元）。 

2017 年龙泉驿区共收到成都市教育局拨付的专项资金

173.68 万元，龙泉驿区 2017 年 4 至 12 月，陆续向龙泉一小

等 33 家单位拨付专项资金拨付 155.04 万元，剩余 18.64 万元

专项资金已按要求结转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彭州市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

为 137.18 万元，2018 年 3 月彭州市教育局根据彭州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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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纪要向白鹿镇小学等 57 所学校划拨专项资金 137.18

万元。 

2017 年金堂县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为

149.38 万元，2017 年 12 月金堂县教育局根据金堂县教育局

2017 年第 48 次党委会议纪要向云绣中学等单位划拨专项资

金 149.38 万元。 

2017 年崇州市共收到成都市财政局拨付的专项资金为

124.71 万元，2018 年 3 月崇州市教育局根据崇州市教育局会

议纪要向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等 36 所学校划拨专项资金

124.71 万 元。 

（四）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由于专项资金涉及的面较广，项目学校较多，本次绩效

评价从抽取的七个区（市）县中选取获得专项资金较多的三

个学校，对这些学校的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1、锦江区选取成都市田家炳中学、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等三所学校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63,800.00 元，用于

名师工作室建设 30,000.00 元，高中教育质量评估 26,800.00

元，教育科研重点课题 7,000.00 元。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149,000.00 元，用于

名师工作室建设 30,000.00 元，名校集团建设 11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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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联盟（锦金教育联盟活动经费）4,000.00 元。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120,500.00 元，用于

名校集团建设113,500.00元，教育科研重点课题7,000.00元。 

2、青羊区选取成都市泡桐树小学、成都市青羊区教育

科学研究院、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等三所学校的专

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323,158.75 元，用于

实验区建设发展（领办都江堰分校）213,475.00 元，青浦互

动结对学校阅读活动 5,603.75 元，未来学校项目 54,080.00

元，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 50,000.00 元。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共获得专项资金

628,670.00 元，用于教师学历提升 266,140.00 元，学校创新

创优项目的评估 26,470.00 元，高中教育质量评估 135,770.00

元，教师素质提升—名师工作室建设 148,260.00 元，教育科

研课题 52,030.00 元。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共获得专项资金 213,475.00

元，用于对口帮扶浦江甘溪学校 213,475.00 元。 

3、双流区选取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成都市双流区

实验小学、四川省双流中学等三所学校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313,700.00 元，

用于青白江对口帮扶学校玉虹小学 213,600.00 元，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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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70,100.00 元，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 30,000.00 元。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283,700.00 元，

用于青白江对口帮扶学校福洪小学 213,600.00 元，用于名校

集团建设 70,100.00 元。 

四川省双流中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244,100.00 元，用于名

校集团建设 70,100.00 元，学历提升 144,000.00 元，名师工作

室 30,000.00 元。 

4、龙泉驿区选取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成都市龙

泉驿区第一小学校、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等三所学校

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204,000.00 元，

用于名师工作室建设 30,000.00 元，学历提升 42,000.00 元，

试验区建设发展 130,000.00 元，课题立项 2,000.00 元。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323,000.00

元，用于试验区建设发展 323,000.00 元。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等共获得专项资金

220,000.00 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网班建设 120,000.00

元，科普活动室 100,000.00 元。 

5、彭州市选取四川省彭州市濛阳中学校、成都石化工

业学校、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学等三所学校的专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 

四川省彭州市濛阳中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393,4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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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新彭互动 2017 试验区改革经费 213,450.00 元，高中网班

建设 160,000.00 元，学历提升 12,000.00 元，支教校长奖励

8,000.00 元。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100,000.00 元，用于

2017 年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奖励金 60,000.00 元，支教校长

奖励 40,000.00 元。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学获得专项资金 210,000.00 元，用

于高中网班建设 210,000.00 元。 

6、金堂县选取四川省金堂中学校、金堂县淮口中学、

四川省金堂实验中学等三所学校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检查。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200,000.00 元，用于

远端教学班高中直播费 120,000.00 元，国际窗口化建设

80,000.00 元。 

金堂县淮口中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80,000.00 元，用于远

端教学班高中直播费 80,000.00 元。 

四川省金堂实验中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60,000.00 元，用

于远端教学班高中直播费 60,000.00 元。 

7、崇州市选取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崇州市崇阳镇

辰居路小学校、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校等三所学校的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共获得专项资金 134,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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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师素质提升-名师工作室建设 11,100.00 元，高中教

育质量评估 44,500.00 元，全市高中网班建设 24,600.00 元，

国际化窗口学校 50,000.00 元，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4,600.00 元。 

崇州市崇阳镇辰居路小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71,800.00

元，其中：名校集团 70,000.00 元，教师素质提升-学历提升

1,800.00 元。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校共获得专项资金 100,400.00 元，

其中：名校集团 60,000.00 元，教师素质提升-名师工作室建

设 5,400.00 元，国际化窗口学校 20,000.00 元，学校体育场馆

免费开放 15,000.00 元。 

（五）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市教育局和上述抽查的区（市）县均建立了较为健全的

财务管理制度，对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下达均严格按

照管理办法进行，项目实施单位收到专项资金后，大部分学

校均设专账进行记录和核算，支付时均经过内部审核和审

批。  

三、项目组织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组织架构 

成都市教育局负责对区（市）县有关基础数据进行审核，

并提出相关测算基础数据及分配方案，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

行监督及管理。各区（市）县负责对有关基础资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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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进行审核，负责指导辖区内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用途

使用专项资金，并进行绩效考评。项目实施单位对提供数据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并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

金。 

（二）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依据管理办法进行分配，在执行中根据实施单位

建立的内控制度及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有专人负责，项目进

行时有专人及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如高新区为规范上级资

金管理，出台了《成都高新区直属学校财务管理办法》、《成

都高新区名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指导意见》、《成都高新区名

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文件，财务处、教育处、纪

检处定期开展专项工作会、深入到各学校现场，抽查各学校

对上级专项资金落实及使用情况，将上级资金是否规范、合

理使用纳入对学校及委派会计的年度考核。 

（三）项目监管情况 

从抽查的锦江区、青羊区、龙泉驿区、双流县、金堂县、

彭州市、崇州市来看，抽取的这七个区（市）县均对项目实

施情况进行了监管及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由区（市）县

教育局党组（或办公会）集体决策对专项资金进行分配，各

区（市）县教育局相关职能科室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

查。如大邑县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究财政奖补工作，

按照“奖优罚劣，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把握教育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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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奖补专项资金的使用规定和要求，重点偏向薄弱学校，偏

向需求迫切，受益直接的学校。对学校申报项目的真实性进

行实地核查，做到申报项目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对不符合

条件的，特别是已列入其他财政资金的项目做到不重复申报。

严格执行奖补资金项目管理的各项规定，纪检监查室对资金

分配实施的全过程进行了跟踪监督，严格把关。同时改革传

统专项资金使用模式，推行整合捆绑使用，更好地发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统筹兼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项目完成情况 

（一）项目完成任务量 

项目支出依据协议约定支付，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执

行，由实施单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基本按照资金设立目标

完成相应工作。 

（二）项目完成质量 

本项目按照相关会议纪要、协议实施，项目实施单位基

本能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使用，完成质量较好。 

（三）项目完成进度 

2017年 8月以前，市教育局已经按照专项资金拨付规定，

将项目资金全部下达至各区（市）县。截至评价日，抽查的

七个区（市）县已经将本项目专项资金全部下拨至学校执行。 

五、项目效益情况 

从本次抽取的锦江区等七个区（市）县专项资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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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名校集团建设、教师学历提升、名

师工作室建设、高中教学质量评估、国际化学校建设、网班

建设、对口帮扶学校建设、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等方面，

社会效益显著。 

当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正逐

渐向城镇集聚。同一镇(街道)的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均

存在着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同时，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大

量在城区有房的农村市民会把户口迁入城区，主城区的义务

教育学校将会面临学额资源不足的困境；优质教育资源相对

不足。为解决上述问题，在成都市教育局的指导下，各项目

实施单位积极探索教育集团组建模式，融合交流各校师资，

稳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通过名校集团建设，使名校

集团的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得到整体提升，有利于名校集团

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及制度化，使名校集团内新建学校、薄弱

学校等迅速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质资源

的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教

师的专业化提出的更新及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全市教师学历

提升奖励，推动了教师的专业成长，激励广大教师主动加强

学习，提升了教师业务能力，促使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更好的

引领学生，从而整体提高了全市教育教学水平。 

名师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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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独特的教学风格、显著的教学成效、

丰硕的教科研成果，在师生中有威信，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

影响力的特优教师，但要整体提高全市的教育教学水平，单

靠一、二个特优教师是远远不够的，名师工作室建设工作，

充分发挥了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名师工作室的建设，

拓展了教学研究空间，搭建教育教学交流平台，构建学习共

同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使之成为教学研究与改革的基地，青年教师成长的

摇篮，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学骨干，从而促进了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的提高。 

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是培养数

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奠基工程，成

都市教育局建立了科学的可操作的高中教学质量评估评价

模式，客观地评估不同层次的各类学校和不同水平的各类学

生的实际发展水平，指导教师对学生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对相关教育教学计划及教学重点进行相应调整，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国际化建设水平，持续引入国际优

质教育资源，扩大学校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成都教育通过

国际化学校建设，使成都市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和质量

有了大幅度提升，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有了坚强保障，师生

国际化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引进，为



14 
 

学生将来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成都教育依托网络技术，通过

网班建设，使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吸收更加丰富的教学

资源，为乡村薄弱学校提供了一节节精彩纷呈的实录课堂，

提升了项目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让农村学生享

受到大都市的优质教育，网络课堂深受项目学校教师和学生

好评，也促进了成都教育更加优质、均衡的发展。 

现阶段教育教学水平还很不均衡，大量优质资源集中在

中心城区少数学校，成都市教育局积极引导区（市）县开展

乡村薄弱学校的帮扶活动，安排各区（市）县教育教学质量

较好的龙头学校定点帮扶一至二所乡村薄弱学校，通过师德、

师风的帮扶，增强了两校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责任感、紧迫

感，共同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师徒结对帮扶，促进了两校教

师教育理论和教学水平的提高；通过育人活动帮扶，提高了

两校学生的综合素质，真正使学生学会自主、合作、探究；

通过常规管理帮扶，实现了两校在教育教学、安全文明、校

园环境、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经验互助交流。     

为了贯彻成都市人民政府要求学校向市民免费开放学

校体育设施的政策，成都市教育局及成都市财政局安排专项

资金对向市民免费开放学校体育设施的学校进行奖励，促进

了项目学校所在社区体育发展，缓解社会健身场地不足，完

善健全了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也是学校开放校园、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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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素质教育走向社会素质教育的起点和开端。同时，学

校开放后，一方面使场地资源共享，方便了市民健身；另一

方面融洽了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也给学校带来了一举多赢的

可喜成果。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各区（市）县上报的 2017 年度综合奖补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通过对抽查的上述七个区（市）县和项目实

施单位实地查看，审阅项目相关文件及财务收支资料，与项

目实施单位负责人访谈结果及项目实施单位人员问卷调查，

经按“2018 年成都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

评价，本项目综合得分 92.6 分，评价等次为“优良”。各项

评分结果详见“市级综合奖补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

分表”。 

（二）存在的问题 

1、综合奖补专项资金是在教育局原有单项工作奖励的

基础上合并设立的奖励性补助资金，改变了原有的单项补助

方式，是对下级资金转移方式的一种尝试，有其特殊性。资

金管理办法对使用范围的规定比较原则，没有进一步细化经

费的具体用途和标准，在市级进行资金分配时，各构成项目

仅作为分配因素考虑，没有按照原单项奖励的执行标准和金

额下达资金，由区（市）县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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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分配，部分区（市）县反映在

执行时不好准确把握具体用途。 

2、部分区（市）县在资金分配时，根据当年考核或评

估结果进行分配，存在 2018 年才拨付项目资金的情况，导

致学校使用资金滞后。 

3、由于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的特殊性，现行的专项资金

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全适用，部分指标无法评价，需作调整。 

（三）相关建议 

1、财政部门加大对综合奖补类别的专项资金分配和使

用的业务培训，指导业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按照要求使用

资金。 

2、对于部分特殊的项目资金，在绩效评估时可以根据

项目的特殊情况，对部分不适用的指标进行调整修改，以更

加准确地反映项目资金的评价情况。 

 

附件：市级综合奖补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表 

 

 

 

成都市教育局 

2018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