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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 )学校基本情况

合肥工业大学是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
“211工程

”
重点建设高校和

“985工程
”
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建设高校,是教育部、工业和信
`息 化部与安徽省共建高校。

学校创建于 1945年 ,1960年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

点大学。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

后来校视察指导工作。1979年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
“
合

肥工业大学
”
校名;1997年 ,原合肥工业大学与安徽工学院

合并组成新的合肥工业大学;1998年 ,重新划转教育部管理。

建校以来,学校以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深怀
“工业

报国
”

之志,秉承
“
厚德、笃学、崇实、尚新

”
的校训,恪

守
“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
的校风,发扬

“
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

的光荣传统,形成了鲜明

的办学特色,成为国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

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学校现有电溪路校区、六安路校区、翡翠湖校区和宣城

校区,占 地面积 408万余平方米 (约 6100多 亩 )。 图书馆藏

书 261.8万册,电子图书 86.6万种、146.5万 册,中 外文现

刊 2515种 ,中 外文电子期刊约 2.6万种。合肥校区设有 19

个学院,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3个、国家工程实验



室 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个、46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

1个国家甲级综合建筑设计研究院、59个教学实验室;拥有

教学、科研仪器设各 68238台 (套 ),总价值 7。%亿元。宣

城校区设有 5个系,l个基础部。

学校现有教职工 3687人 ,专任教师 1933人 ,其 中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56.8%。 有中国工程院院± 2人 ,外

籍院± 2人 ,国家
“
千人计划

”
入选者 8人 ,“长江学者

”

特聘教授 7人、讲座教授 7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7

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人 ,国家
“
百千万人才工程

”

入选者 7人 ,安徽省
“
百人计划

”
入选者 6人 ,教育部

“
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入选者 27人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获得者 2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l人 ,

国家基础课程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1人,全国模范

教师3人、优秀教师4人、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 3人 ,全

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 l人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

青年教师奖 5人、青年教师基金 4人 ,在职人员中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33人。同时,外聘担任学校教授的两院院

士和知名学者 120余人。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

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有 3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8

个省级重点学科;有 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2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3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有 11种 专



业学位授予权;设有 86个本科专业。形成了
“
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文理渗透
”

的多学科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

学校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0450余人,硕士、博士研究

生 10780佘人。近年来,学校
“
本科教学质量工程

”
建设取

得显著成绩:4个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中心获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入选国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计划学校,获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279项 ;3个专业通过国家专业教育评估,9个专业通过国家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4个专业获批为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5个专业获批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成国家级精

品课程 15门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门 ,国家级精品

开放课程 11门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3门 ;获国家级精

品教材 5门 ,57部教材遴选为国家级
“
十一五

”
规划教材 ,

65部教材遴选为安徽省
“
十一五”

规划教材,12部教材入

选第一批国家
“
十二五

”
规划教材;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 ,

国家级教学团队 5个 ;承担国家级教改项目 11项 ,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 10项 ;学校成为教育部
“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
”61所首批试点高校之一。学校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共建的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获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4个专业获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学校还被批准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试点单位。近年来,学校本科生就业率保持在 96%以 上。在

研究生教育方面,学校通过大力实施
“
研究生培养质量工

程
”,不断完善培养体系,改革培养模式,着力培养研究生

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建校

70年来,学校共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27万余人,逐步形成

了
“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业能力强

”
的人才培养特

色。

学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始终坚持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

设主战场,注重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以突出应用性研究、深化产学研用合作、

加强自主创新为主线,进一步明确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

并举、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技工作方针,坚持以服务求支

持、在贡献中发展,倡 导把
“
论文写在产品上、研究做在工

程中、成果转化在企业里
”,推动了科研特色的形成。近年

来,不 断提升学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率,学校科研实力显著增强,几 十项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

⒛14年 ,学校申报各类知识产权 635项 ,其 中发明专利 475

项,软件著作权 101项 ;获得授权知识产权 284项 ,其中发

明专利 221项 ,软件著作权 93项。近年来,获国家科技奖 6

项,省部级一等奖 22项 。

学校国际交流领域进一步拓展,形 式和层次更加丰富,

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等 30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建立了友好



合作关系。学校充分利用国 (境 )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大师

资力量和管理干部的培养力度,与 国 (境 )外高等院校开展

了
“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

”、“
赴德硕士生培养计划

”
多种形式

的学生联合培养、海外研习和赴台交流学习等各类项目。来

华留学生稳步快速发展,现有来自 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

校就读。

目前,合肥工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校,推动内涵式发展 ,

为全面建设国际知名、特色鲜明创新型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

斗 !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学校部门决算反映合肥工业大学本级、校所属服务中心

(独 立核算非法人事业单位 )、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结算中心和留学服务中心的收支情况。

二、⒛14年部门决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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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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 14年收入总计 194383.85万 元,与 ⒛ 13年相比,

增加 26317。⒄ 万元,增长 15.66%。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增

加 13612.03万 元,事业收入增加 7057.30万元,其他收入增

加 6025.61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减少 377.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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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按照新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

定,对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等科目的核算口径进行了调整。

学校 ⒛ 14年支出总计 158851.57万 元,与 ⒛ 13年相比,

增加 7603.59万元,增长 5.03%。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减少 10.28万元,教育支出增加 9564.17万元,科学技术支

出减少 403.93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减少 473.52万元 ,

国土资源等支出减少 1209.06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136.21

万元。

(二)高等学校收入决算表说明

学校 ⒛ 14年收入总计 194383.85万 元,财政拨款收入

10” 97.78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55。⒛ %;事 业 收 入 Ω 611.91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32.21%;其 他 收 入 24474.16万 元 ,占 总 收

入 的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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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学校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⒛14年各项支出总计 158851.57万 元,其中基本支

出 105493.06万 元 ,占 总 支 出 的 66.41%;项 目 支 出 53358.51

万元,占总支出的 33.59%。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0.08万 元 ,

占总支出的 0.04%;教育支出 153507.86万 元,占总支出的

96.“%;科学技术支出 410.83万元,总支出的 0.25%;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 26。48万元,占总支出的 0。陇%;国土海洋

气象等支出 148。 12万元,占总支出的 0.09%;住房保障支出

4688。⒛ 万元,占总支出的 2.96%。

(四 )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说明

学校 ⒛ 14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为 10“23.48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78884.00万元,占总支出的 ⒕。12%;项 目支出

27539.48万元,占总支出的 25.88%。 具体包括 :

l。 高等教育 (2050⒛5),⒛ 14年决算数为 101858.58万

元,比 ⒛ 13年决算数增长 16。 u%。 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拨

款比上年增加 4179.46万元,支出亦随之增加;项 目支出较

上年增加 9888.08万元,主要为长效机制专项补助增加 3000

万元,国家奖助学金增加 2809.13万元,捐赠配比资金增加

2720万元。

2.来 华 留 学 教 育
(2050602),⒛

14年 决 算 数 为 506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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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⒛ 13年决算数增长 佴。57%。 主要原因是来华留学生人数

比⒛ 13年净增加 61人 ,来华留学教育经费拨款增加 156万 ,

支出亦随之增加。

3.教师进修 (⒛50801),⒛ 14年决算数为 0.10万元,比

⒛ 13年决算数增长 100%。 主要原因是 ⒛ 13年我校没有该类

项目经费,为 ⒛ 14年新增项目。

4.其他教育支出 (⒛59999),⒛ 14年决算数为 1l6.37万

元,比 2013年决算数增长 809.14%。 主要原因是 ⒛ 14年新

增项目拨款增加,支出亦随之增加。

5.机 构 运 行
(⒛ 60⒛ 1),⒛ 14年 决 算 数 为 30.00万 元 ,

比 ⒛ 13年决 算 数 降 低 33.33%。 主 要 原 因 是 ⒛ 14年 比 ⒛ 13

年减少一个项目,拨款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6.高 技 术 研 究
(⒛ 60303),⒛ 14年 决 算 数 为 335。 16万 元 ,

比 ⒛ 13年决 算 数 增 长 34.45%。 主 要 原 因 是 ⒛ 14年 比 ⒛ 13

年增加了一个项目,拨款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7.其他科学技术支出(⒛69999),⒛ 14年决算数为 45.67

万元,比 ⒛13年决算数降低 91.31%。 主要原因是⒛13年“
千

人计划
”
拨款较多,形成当年少量结转资金,2014年支出是

上年结转资金产生的,因而和上年相比降低较多。

8.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⒛79903),⒛ 14年决算数为

26.48万 元 ,比 ⒛ 13年 决 算 数 增 长 100%。 主 要 原 因 是 ⒛ 13

年我校没有该类项目经费,为 ⒛ 14年新增项目。



9.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 (”00120),⒛ 14年决

算 数 为 148。 12万 元 ,比 ⒛ 13年 决 算 数 降 低 89.09%。 主 要 原

因是⒛13年拨款 830万 ,当年项目执行较好支出较大,而

⒛14年拨款仅有 ⒛0万元,支出亦相应减少。

10.住房公积金 (221uo1),⒛ 14年决算数为 2687万元 ,

比⒛ 13年决算数增长 8.43%。 主要原因是⒛ 14年拨款比⒛ 13

年增加 ⒛9万 ,支出亦相应增加。

11.购
房 补 贴

(221mo3),⒛
14年 决 算 数 为 670万 元 ,比

⒛13年决算数增长 l。36%,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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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政府特殊津贴⑿011004)∶ 反映与政府特殊津贴相关的

支出;

2.高 等教育 (⒛ 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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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来华留学教育 (⒛ 50602)∶ 反映资助来华留学生支出;

4.教师进修 (2050801):反 映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



5.其他教育支出 (⒛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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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机构运行 (⒛60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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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高技术研究 (⒛ 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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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⒛69999)∶ 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

出中除科学技术奖励、核事故应急指挥、对已转制为企业的

各类科研机构补助支出以外的其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9.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⒛ 79903)∶ 反映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专项支出;

10.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 (22OO12⑴∶反映根

据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统筹安排使

用的通知》规定用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安排的支出;

11.住房公积金 (221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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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购 房补贴 (2210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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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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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缴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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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租金收入、银行存款

利
`急 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和存货盘盈收入等。



(三)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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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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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