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2年度决算公开报告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一、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二、机构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三、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十五、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第五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项目收入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明细表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十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二、机构运行经费支出、国有资产占用情况及政府采购

支出信息表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内蒙古艺术学院是自治区唯一一所综合性高等艺术学

府，前身是创建于 1957 年的全国重点艺术中专—内蒙古艺

术学校。1957 年,在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布赫

同志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艺术学校，开启了内蒙

古民族艺术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

内蒙古艺术学院自建校以来，依托自治区丰富的民族

艺术资源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始终秉承坚持以培养民

族艺术人才为己任的优良办学传统，形成了立足内蒙古、



传承与发展以蒙古族艺术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繁

荣与弘扬草原文化的鲜明办学特色，被区内外誉为“民族

艺术人才的摇篮”，累计为内蒙古自治区及部分省市区培

养了 5 万多名各级各类艺术人才，这些毕业生活跃在国内

外文化艺术领域，许多人已成为艺术院团、广播电影电视

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在国内外艺术领域产生了较大影

响，如作曲家阿拉腾奥勒，歌唱家德德玛、拉苏荣、腾格

尔，民乐演奏家李镇，指挥家娅伦格日勒，指挥家、作曲

家兼音乐制作人三宝，舞蹈家敖登格日勒、康绍辉，电影

演员萨仁高娃，影视导演康洪雷，画家李德才、李学峰、

李波、韩文中，著名主持人纳森等。

教学单位及学科专业

学院现有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影视戏剧学院、美术

学院、设计学院、新媒体学院、文化艺术管理学院、思想

政治与公共课教学部 8 个教学单位，1 所附属中等艺术学

校。学科专业设置以艺术学门类为主，涵盖艺术学理论、

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 5 个一级

学科，文化产业管理 1 个二级学科，18 个本科专业，47 个

专业方向。现有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 2 个一级学科学术

学位硕士授权点，和音乐、舞蹈、戏曲、美术、艺术设计

等 8 个专业领域的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授权点。



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特色品牌专业 1

个，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 6

门，自治区级品牌专业 10 个，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 1 个，

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先后建立了

“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内蒙古

动漫产业研发与人才培养基地”、“内蒙古皮革艺术产业

化项目示范基地”、“自治区高校民族艺术研究基地”、

民族艺术教学与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文化部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

地”等。

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教职工近 600 人，其中大学专任教师 445

人，副高级以上 184 人，其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335

人，国内外客座教授 60 多名。

其中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 人，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 人，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 1 人，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 人，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才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3 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自

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 1 人，自治区文学艺术突出贡



献奖获得者 3 人，入选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

层次人选 4 人，自治区“草原英才”人选 6 人,自治区“草

原英才”创新团队带头人 4 人，自治区级“四个一批”人

才 1 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1 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 1 人，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主席 1 人，内蒙古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 1 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 1 人。自治区教

学名师 2 人等。

对外交流

多年来，学校与国内外艺术院校、团体以及知名专家

学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先后与美国佛蒙特大

学、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美国伊利诺大学、丹麦皇家美

术学院、蒙古国文化艺术大学、蒙古国音乐舞蹈学院、蒙

古国国立科技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与美国肯塔基大

学签署了 2+2、3+1 合作办学协议，并举办了中美“马文化

周”、“文化艺术活动周”活动等；连续 10 多年举办了

“中美东方之旅”艺术交流活动，并多次应邀组团前往美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丹麦、德国

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进行访问演出或举办作品展览，为扩

大民族文化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2022 年机构增减情况没有变动，独立核算机构数为

1 个，本单位无下属单位。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汇总决

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1 家，详细情况见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级）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计

29,227.87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4,433.78万元，增长 17.88%，变动原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较年初预算收入减少约 624 万元，其他收入差异

6150 万元，原因：从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学校事业发展；与

上年决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7,655.85 万元，增长

35.49%。其中：

（一）收入决算总计 29,227.87万元。包括：



1.本年收入决算合计 30,522.49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

比，增加 8,950.54万元，增长 41.49%，变动原因：本年事业

收入较 2021 年新增 447.5 万元，本年新增财政拨款项目

“内蒙古艺术学院新校区搬迁”项目 1853.04 万元和“内

蒙古艺术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经费”项目 2644.53

万元，基本支出拨款增加了 555.84 万元。

2.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0.00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

加（减少）0.00万元，增长（减少）0.00%，变动原因：不

存在此项内容。

3.年初结转和结余-1,294.62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减

少 1,294.70万元，减少 1,688,266.82%，变动原因：补计提准

备期内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支出。

（二）支出决算总计 29,227.87万元。包括：

1.本年支出决算合计 29,224.66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

比，增加 7,653.91万元，增长 35.48%，变动原因：因新校区

搬迁和迎接本科合格评估，总支出较上年增加。

2.结余分配 0.00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

0.00万元，增长（减少）0.00%，变动原因：不存在此项内

容。



3.年末结转和结余 3.21万元。结转和结余事项：以前年

度结转专项经费。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1.94万元，增长

152.28%，变动原因：受疫情影响报账进度放缓。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本年收入决算合计

30,522.49万元，其中：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096.53 万元，占

65.84%；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上级补助收入 0.00万元，占 0.00%；

本年事业收入 3,980.00万元，占 13.04%；

本年经营收入 0.00万元，占 0.00%；

本年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万元，占 0.00%；

本年其他收入 6,445.96万元，占 21.12%。



图 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本年支出决算合计

29,224.66万元，其中：

本年基本支出 20,319.15万元，占 69.53%；

本年项目支出 8,905.50万元，占 30.47%；

本年上缴上级支出 0.00万元，占 0.00%；

本年经营支出 0.00万元，占 0.00%；

本年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万元，占 0.00%。



图 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

算总计 20,096.53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减

少 717.56万元，减少 3.45%，变动原因：受疫情原因影响，

报销进度放缓；与上年决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5,610.45万元，增长 38.73%，变动原因：因新校区搬迁和迎

接本科合格评估，总支出较上年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 20,096.53万元。与年初预算 20,814.09万元相比，

完成年初预算的 96.55%。其中：



（一）教育支出（类）

教育支出类决算数为 19,135.59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

减少 1343.53万元。其中：

1．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年初预算

20,117.12万元，支出决算 18,952.8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21%。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受疫情原因影

响，报销进度放缓。

2．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年初预算

187 万元，支出决算 125.5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21%。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受疫情原因影

响，报销进度未能按原计划进行。

3．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年初预

算 175 万元，支出决算 57.2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2.69%。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受疫情原因影

响，“思想政治和体美劳”项目报账进度未能按原计划进

行。

（二）科学技术支出（类）

科学技术支出类决算数为 47.31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

增加 47.31万元。其中：



1．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研究（项）。年初预算

0.00万元，支出决算 47.31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

异原因：2022 年初无此项预算，后期追加“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项目。

（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决算数为 3.62万元，与年

初预算相比减少 46.09万元。其中：

1. 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项）。年

初预算 3.71 万元，支出决算 3.6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7.57%。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此项目已完成。

2.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款）其他文化旅游

体育与传媒支出（项）。年初预算 46万元，支出决算 0.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

原因：受疫情影响，“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赴成都展

演项目”未能执行。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决算数为 781.31万元，与年初

预算相比增加 496.05万元。其中：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引进人才费用

（项）。年初预算 20万元，支出决算 5.5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27.5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受疫情原

因影响，“草原英才”项目报账进度未能按原计划进行。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

（项）。年初预算 265.26万元，支出决算 547.06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206.24%。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

后期追加离休、退休费 281.8万元。

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0.00 万元，支出决算

131.60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后期追加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1.60万元。

4．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

金缴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0.00万元，支出决算 65.80万

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后期追加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65.8万元。

5. 抚恤（款）死亡抚恤（项）。年初预算 0.00万元，

支出决算 31.35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后

期追加死亡抚恤金 31.35万元。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保障支出类决算数为 128.70万元，与年初预算相

比增加 128.70万元。其中：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0.00 万元，支出决算 128.70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

差异原因：后期追加住房公积金 128.70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决算 11,191.03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1,191.0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

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

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二）公用经费 0.00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

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

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

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

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

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决算 8,905.50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2,195.6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

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

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按“公开 08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明

细表”中经济分类支出事项填写）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636.96 万元。主要包括：办

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

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

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

用材料费、被装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

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

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八、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

算 0.00万元，支出决算 0.00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00 万元，支出决算 0.0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0.00万元，支出决算 0.00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公务接

待费预算 0.00 万元，支出决算 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2022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与预算无差

异。

（二）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

出 0.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万元，占 0.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万元，占 0.00%；公务

接待费支出 0.00万元，占 0.0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万元，全年出国（境）团

组 0个，累计 0人次。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0.00

万元，增长（减少）0.00%，变动原因：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万元。本年度使用财政拨

款购置公务用车 0辆，开支内容：无。与上年决算相比，增

加（减少）0.00 万元，增长（减少）0.00%，变动原因：

无。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00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主要用于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

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使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为 0辆。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0.00万元，增长

（减少）0.00%，变动原因：无。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00万元，接待 0批次，0人次，开支内容：无；国（境）

外公务接待支出 0.00万元，接待 0批次，0人次，开支内

容：无。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0.00万元，增长

（减少）0.00%，变动原因：无。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

0.00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0.00万元，增长

（减少）0.00%，变动原因：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支、余。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决算 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减少）0.00 万

元，增长（减少）0.00%，变动原因：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余。

十一、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预算安排项目 20个，实

施项目 17 个，项目支出总金额 8,905.50万元。资金来源包

括年初结转结余 0.0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金额 8,905.50万

元，本年其他资金 0.00万元。

十二、机构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机构运行经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比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6.49 万元，减少）

100.00%，变动原因：受疫情影响，机构运行经费暂未支

出。

十三、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961.1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889.44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支出 71.69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670.6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的 56.42%，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610.60万元，占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96.41%。

十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部门

共有车辆 15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 14辆、应急保

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

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他用车 1辆；单价 100万元（含）

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8台（套）。

十五、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组织对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

级项目 17个，二级项目 17个，共涉及资金 8,905.50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政府性基金预算项

目 0个，其中，一级项目 0个，二级项目 0个，共涉及资金

0.00万元，占应纳入绩效自评的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

额的 100%.



组织对“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重点

学科重点实验室项目”、“学生资助项目”等 17个项目开

展了部门评价（此处即为重点评价内容），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8,905.5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0万元。未委托相

关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2022 年度在决算中反映 17个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以及 0个政府性基金项目，共 17个项目的

绩效自评结果。

1.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25分。全年预算数为

2674万元，执行数为 1938.73万元，完成预算的 72.5%。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内培

外引，提高学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加强研究

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育人水平。提升硕士研究生人

才培养质量。加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促进内涵建

设有成效；加强研究生国内外交流，建设研究生科研实践

实训平台，促进研究生科研创作有成果；加强现有硕士学

位授权点建设，促进学位点整体水平有提升。实现学生理

论与实践、科研与创作并重的能力培养；实现人才培养模

式的多样化发展取得显著效果；师资队伍人才影响力明显

增强；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科综合实力。



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把创新创业

教育有效的融入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教学计划和学分

体系，支持 17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修订大学生创新创业管

理办法，支持学校“互联网+”大赛相关工作，保证项目顺

利实施，达到预期效果。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需继续加强项目绩效评价意

识，跟进项目跟踪监督管理，切实做好绩效考核与自评，

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在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

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对涉及绘画情

节、历史事件、文化文艺名人等内容的审核和把控，以免

出现不必要的政治风险。资金使用稍滞后于项目实施，应

进一步做好进度把控，需要更加精细管理，尽早、尽快地

报销等事项。

下一步改进措施：认真总结经验，着力抓好经费预算

规范管理，合进安排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切实发挥专项资金作用。制订明确的建设计划和目标，对

标国内同类高水平院校的一流专业建设情况，开展进一步

的交流沟通，取长补短，为影视戏剧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工作继续添砖加瓦，以点带面，实现学院整体专业建设

水平的跃升。多方位筹措资金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认真总结经验，着力抓好经费预算规范管理，合进安排资

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发挥专项资金作

用。开发一批高水平课程教材与平台资源，建设一批品牌

主干基础课程教材、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实验实践类教



材，新增国家级规划教材或省级规划教材，力争获得国家

级或省级教材奖。深化课程体系综合改革，遵循“两性一

度”标准，以社会发展及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学生

知、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目的，进行课程改革，倾力打

造“金课”，淘汰“水课”。建成国内、区内先进、富有

特色的课程体系。建设精品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积极参

与国家和省各类课程建设，并实现共享。适应学生自主学

习的需要，全面推进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

融合，建立基本覆盖专业核心、主干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

源，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我们将继续推进该项目的

实施和发展，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美术创作人才和新文艺

群体美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和指导，提高一流专业建设水

平，同时加强项目规划和时间管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延

期和拖延。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学团队，激励教师加大对本

专业教学的投入，确保高层次人才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

用。加强教学团队负责人选拔培养和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通过在职培养、培训和访学，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能

力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水平，打造一支教学热情饱满、

教育教学能力过硬、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具有国际视野、

国内一流的专业教学团队，新增国家教学团队。

2.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34分。全年预算数为 1300

万元，执行数为 954.76万元，完成预算的 73.44%。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颉元芳工作室已完成创作绘

画作品 12 幅。个人参加省级及以上展览 5 次。2022 年 3 月

8 日受邀参加“遇见最美的你第七届全国女性水彩粉画作品

展”主办单位：全国女性水彩粉画艺术家委员会，陕西当

代水彩粉画研究院。出版作品集《第七届全国女性水彩粉

画展作品集》2022 年 5 月，作品《远山》入选 纪念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全

国写生采风创作美术作品展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

2022 年 9 月，作品《搏克手之四》参加湖北美院“隔

江问道”全国水彩邀请展 主办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湖

北省美术家协会 2022 年 9 月作品《额吉之一》《额吉之

二》参加“和合大美-2022 水彩画邀请展”主办单位：云南

艺术学院。2022 年 9 月，作品《搏克手之十三》参加四川

美院“凝结与显现”纸本作品展既四川美术学院水彩画系

20 周年作品展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

会 四川美术学院。2022 年 9 月，作品《那达慕之四》入

选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对外学习交流 2 次。2022 年 9 月，参加湖北美院

“隔江问道”全国高校论坛，主旨发言《内蒙古艺术学院

水彩教育现状》主办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湖北省美术家

协会。2022 年 11 月 25 日受邀为四川美院线上讲座，题目

《蒙古族人物水彩画创作谈》主办单位：四川美术学院艺

术教育学院 腾讯会议号：942 225 210。2.4 指导学生提

升专业水平 7 人次；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指导本科生毕业



设计 4 人次，研究生 3 人次；其中，研究生作品 3 人，本

科生作品 2 人参加了省级展览。提升个人和学科专业影响

力，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2022 年 7 月，中国文联 2021

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祥和的锡林郭勒》

完成，并顺利结项。2022 年 5 月作品《蒙古族》《人体写

生》《那达慕之四》入编教材《水彩人物画精讲教程》石

增琇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标准书号：ISBN 978-

7-5713-2846-7 2022 年 5 月第一版。2022 年 9 月，作品

《搏克手之十三》由四川美院美术馆收藏。通过个人参加

省级以上展览 5 次，其中包括国家级展览 2 次，受邀参加

全国范围的学术论坛活动 1 次，学术讲座 1 次，组织本校

老师、学生参加高校学术论坛和展览 1 次，对于我校师生

而言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也提高了我校在全国艺

术高校中的影响力，为区内外美术家、美术工作者、美术

青年人才真诚交流、亲切互动、共同进步搭建起了沟通的

桥梁，意义重大。柔性引进教学团队、领军人才和学科带

头人总计 46 人，其中高级职称 33 人，知名艺术家 13 人，

涉及全校各学院各专业。《战士.战马》该建设项目已按预

期设定目标完成了剧本的撰写，以及剧目初步排练。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原创交响组歌分为两部分完

成，第一部分已按照原计划完成作品的创作，现已进入排

练阶段，计划于 7 月进入首演。第二部分在舞美、灯光、

音响、新媒体、服装等方面的提升资金不足。需继续加强

项目绩效评价意识，跟进项目跟踪监督管理，切实做好绩



效考核与自评，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受疫情影响，线下交

流与研讨会效果受到一定影响，疫情后多到实地参加活

动。

下一步改进措施：组织内蒙古水彩画家，进行沟通交

流，筹备内蒙古水彩画学术邀请展。与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等城市相关部门联系对

接展览事宜。展览开始逐个城市巡展，同时进行讲座、研

讨、写生等学术交流活动。指导学生艺术创作，提升专业

创作水平。同时进行个人创作，参加展览。将《战士·战

马》纳入教改内容。进行线上推广。则合适机会积极推进

线下巡演。

3.高校学生资助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

标，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全年预算数为 284.4万元，执行

数为 284.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国家奖学金：7 人*8000 元=5.6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125 人*5000 元=62.5 万元。自治区奖学金：15*6000 元=9

万。自治区励志奖学金：218*4000 元=87.2 元。国家助学

金：春季学期：一等 288 人*2200=63.36 万元，二等 576 人

*1650=95.04 万元，三等 354 人*1100=38.94 万元，共计

197.34 万； 秋季学期：一等 288 人*2200=67.32 万元，二

等 614 人*1650=101.31 万元，三等 306 人*1100=33.66 万

元，共计 202.29 万。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

加资助名额。

下一步改进措施：继续做好我校学生奖助学金资助项

目，按照要求积极完成奖助学金的评审、管理和发放工

作，切实落实上级政策要求。

4.思想政治和体美劳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3.27 分。全年预算数为 175 万

元，执行数为 57.21 万元，完成预算的 32.69%。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2023

年 7 月 21 日面向来自全区各盟市共计 98 位优秀的美育骨

干教师组织开展线下“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美育骨干教师

专项培训”（音乐、舞蹈），由 21 位教师担任授课教师，

并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演艺厅进行汇报演出。

组织师生进行一次田野调查，主要对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双枪秧歌、以及通辽市库伦旗安代进行了田野调查研

究，已完成调研 1 次，并邀请两位传统舞蹈传承人到学校

进行现场指导。

对学院演出进行直播，增加社会影响力，服务社会。

已完成直播 8 场。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对于艺术作品的推广路径和

办法欠缺，信息途径不够通畅。资金的支持还是略显不

足。需继续加强项目绩效评价意识，跟进项目跟踪监督管



理，切实做好绩效考核与自评，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受到

2022 年疫情影响，部分计划实施缓慢，需在 2023 年加大推

进力度，并做好相关总结、整理汇编工作。

下一步改进措施：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创

作，以艺术创作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其教育效果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让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和教育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以原创话剧作品的创作打通各

专业之间的壁垒，实现跨专业合作、资源互补，契合教育

部提倡的新文科教育理念。

5.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

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4.55 分。全年预算数为 161 万

元，执行数为 73.33 万元，完成预算的 45.55%。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该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较好，

获批 1 项自治区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获批自治区级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 3 项；获批自治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1

个；组织 1 次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专题培训；召开 1 次博士

专题研讨论会；获批 3 项自治区提质培育学科建设项目；

设立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思政项目 3 项；设立校级硕

士学位授权点提升建设项目 5 个。引进一批高层次高水平

的博士教师，提高了部分专业的生师比，进一步优化了师

资队伍结构，2022 年计划引进 2 名青年博士教师。2022

年，根据部分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发展情况，为急需紧缺专



业或专业方向引进了 3 名青年博士教师，完成本年度项目

目标。学校 2022 年建设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7

项，调动了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与热情，强

化了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为通过结题项目组学生登记创新创业学

分，培育“互联网+”大赛备赛项目等。根据教育部、教育

厅相关文件，修订了内蒙古艺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管理办法。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受 2022 年疫情影响，相关外

出交流和活动开展均受到阻碍，项目整体进展较慢，部分

绩效目标未完全实现，将在 2023 年继续实施。可能存在资

金投入与使用方面的误差，因人才引进方式多，不同的方

式所包含的工作流程、内容和方法不同，引才工作涉及的

人力和物力及引进的人才享受的待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

可预估性，项目实际执行情况与初设目标可能存在一些差

距，属合理范围，不可急于求成。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实

际引进人才数量低于目标值的可能，原因是岗位无人应聘

或应聘人员不符合应聘条件，部分岗位不能成功引进博士

教师。

下一步改进措施：多方位筹措资金支持，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多渠道扩大引才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博士教师；

采取“走出去”“培养+引进”的工作方式，将引进工作前

置；强化引才工作组织机构，充分吸取用人单位意见和建



议，发挥用人单位在引进博士教师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认

真总结经验，抓好经费预算规范管理，合理安排资金支出

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发挥专项资金作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

资金

总额

1738.00 2674.00 1938.73 10 72.50 7.25

其

中：

财政

拨款

1738.00 2674.00 1938.73 —— 72.50 ——

上年

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改善高校办学条件，促进学校持续健康发

展；整合优质资源，强化学科建设，推进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教学实验

平台、人才队伍建设、实习实训建设等，

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等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施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生均拨

款水平
正向 大于 12000 12000 元 5 5

支持的

学科数

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8 8 个 5 5

教学实

验室数

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5 5 个 3 3



科研基

地和实

训中心

正向
大于

等于
10 10 个 1 1

创新团

队数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1 1 个 1 1

质量

指标

预算拨

款制度
定性

逐步

完善

逐步

完善
5 5

基本办

学条件
定性

逐步

完善

逐步

完善
5 5

办学质

量
定性 提升 提升 5 5

时效

指标

学科建

设及时

率

正向 等于 100 100
百分

比
5 5

项目完

成时限
正向 等于 1 1 年 5 5

成本

指标

项目成

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1738 1738 万元 5 5

学生培

养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3 3 万元 5 5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受益学

校数
正向 等于 1 1 所 10 10

受益学

生数
正向 大于 4000 4000 人 10 10

为国家

重大战

略与区

域经济

发展提

供支撑

定性
逐步

加强

逐步

加强
5 5

可持

续影

响

学校持

续健康

发展

定性
持续

有效

持续

有效
5 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师生满

意度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90

百分

比
10 10

总分 100 97.2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

资金

总额

1300.00 1300.00 954.76 10 73.44 7.34

其

中：

财政

拨款

1300.00 1300.00 954.76 —— 73.44 ——

上年

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发展我校的优势学科，提高实验室教学

科研水平； 2.整合现有基础条件，把实

验中心建成国内一流、与国际接轨的人才

培养基地； 3.科研平台建设、高端人才

引进、体制机制建设。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施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覆盖的

专业数

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14 14 个 5 5

建成实

验基地

数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3 3 个 5 5

重点学

科数
正向

大于

等于
8 8 个 5 5

质量

指标

建成实

验室验

收合格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5 5

年培养

学生人

数增加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 10 % 5 5

重点学

科覆盖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60 60 % 3 3



专业覆

盖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2 2

时效

指标

建成实

验室完

成及时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5 5

重点学

科建设

及时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5 5

成本

指标

建成实

验室成

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1000 100 万元 5 5

年培养

学生成

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3 3 万元 2.5 2.5

重点学

科建设

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1000 1000 万元 2.5 2.5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提高教

学质量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5 5

提高科

研成果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5 5

相关专

业学生

就业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5 5

可持

续影

响

改善学

生学习

环境

定性 优 优 5 5

提升科

研条件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0 % 5 5

提升实

验室的

基础条

件

定性 优 优 2.5 2.5

提升实

验中心

功能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2.5 2.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师生满

意度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10 10

总分 100 97.3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校学生资助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

资金

总额

181.00 284.40 284.40 10 100.00 10

其

中：

财政

拨款

181.00 284.40 284.40 —— 100.00 ——

上年

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本科生、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和

发放工作；完成服兵役学生学费补偿工

作。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施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国家奖

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6 6 人 3 3

国家励

志奖学

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128 128 人 2 2

自治区

奖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14 14 人 2 2

国家助

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1152 1152 人 2 2

研究生

国家奖

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5 5 人 2 2

研究生

自治区

奖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4 4 人 2 2



研究生

国家助

学金

正向
大于

等于
279 279 人 2 2

质量

指标

办学质

量
定性 提升 提升 10 10

学生学

习质量
定性 提高 提高 5 5

时效

指标

奖助学

金按规

定及时

发放率

正向 等于 100 100
百分

比
5 5

年度预

算执行

进度

正向 等于 100 100
百分

比
5 5

成本

指标

高校学

生资助

成本

正向 等于 181 181 万元 5 5

学生培

养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3 3 万元 5 5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高等教

育学生

因贫失

学率

定性 下降 下降 15 15

高等教

育公平

程度

定性 上升 上升 15 15

可持

续影

响

学校学

生持续

健康发

展

定性
持续

有效

持续

有效
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学生家

长满意

度

正向 大于 90 90
百分

比
10 10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思想政治和体美劳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

资金

总额

175.00 175.00 57.21 10 32.69 3.27



其

中：

财政

拨款

175.00 175.00 57.21 —— 32.69 ——

上年

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把学校美育、体育和劳动教养工作纳

入督导评估和考核体系，让“软任务”

成为“硬指标”； 2.优化学科结

构，提升学科水平，推动学科建设；

3.精准发力，推动教体相融合、划出美

育硬杠杠、构建劳动教育责任链条；

4.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施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参与年

度全区

美育活

动数

正向
大于

等于
5 5 项 5 5

参与年

度全区

体育竞

赛活动

数

正向
大于

等于
2 2 项 5 5

开展相

关课程

数

正向
大于

等于
2 2 个 3 3

相关课

程配备

教师数

量

正向
大于

等于
10 10 个 2 2

质量

指标

开展相

关学科

覆盖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10 10

办学质

量
定性 提升 提升 5 5

时效

指标

年度活

动竞赛

计划完

成及时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3 3

相关课

程补贴

经费到

达及时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2 2



学科科

研成果

完成及

时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100 100 % 3 3

学生身

体素质

达标及

时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2 2

成本

指标

思政体

美劳项

目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175 175 万元 5 5

学生培

养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3 3 万元 5 5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建立学

科建设

与发展

的长效

机制

定性 优 优 10 10

培养专

业人才

达标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10 10

优化师

资结构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5 5

可持

续影

响

教师配

备达标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80 80 % 5 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师生满

意度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90 % 10 10

总分 100 93.27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艺术学院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艺术学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

资金

总额

161.00 161.00 73.33 10 45.55 4.55

其

中：

财政

拨款

161.00 161.00 73.33 —— 45.55 ——



上年

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充分利用专项资金完成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和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相

关工作，支持地方本科院校提升教学质

量内涵，鼓励凝练教学成果，凸显教学

教育成绩；加强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改变教学模式，提升信息化教学水

平。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水平和数量。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进措

施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支持精

品在线

开放课

程建设

正向
大于

等于
5 5 个 10 10

支持研

究项目
正向

大于

等于
2 5 个 5 5

质量

指标

建立一

体化思

政工作

体系完

善思政

工作评

价体系

定性
逐年

完善

逐年

完善
10 10

在线开

放课程

质量

定性 提高 提高 5 5

时效

指标

完成年

度时效
正向 等于 1 1 年 5 5

年度预

算执行

进度

正向 等于 100 100
百分

比
5 5

成本

指标

项目执

行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161 73.33 万元 5 5

年培训

养学生

成本

反向
小于

等于
3 3 万元 5 5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提升学

校创新

能力和

教学水

平促进

高校教

育事业

定性
逐年

提高

逐年

提高
15 15



健康发

展

可持

续影

响

科研水

品和能

力

定性 提高 提高 15 1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师生满

意度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90

百分

比
10 10

总分 100 94.55

（三）部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以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为例，该项目绩效

评价综合得分为 97.25分，绩效评价结果为“优”。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详见部门具体绩效评价结果。

中央支持地方该校改革发展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本地

区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和改革发展重点工作，加大统筹力

度，突出支持重点，努力做好办学质量高、办学特色鲜明

的高校，做区域发展成效显著的高校，做资金管理绩效好



的高校，为学校科学持续发展、建设特色鲜明、服务有力

的应用型艺术类本科院校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全

力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加强学校一流本科专业与课程建设、双创教育等重点

工作，进一步夯实本科教学建设,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进

一步保证教学质量，突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追

求，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为学校科学持续

发展、建设特色鲜明、服务有力的应用型艺术类本科院校

奠定坚实基础。

内蒙古艺术学院一流专业建设始终秉承立德树人根

本，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坚持“深耕文

化、守正创新”“校企协作、产学并进”“艺工融合、实

践育人”“扎根边疆、服务区域”的教育教学理念，以

“新文科”建设为引领，依托内蒙古艺术学院厚重的民族艺

术教育优势，在教学实践、科研和社会服务中，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融合发展理念，凝练专业特

色，在特色中彰显优势，努力培养内蒙古经济与文化建设

需要的艺术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内蒙古艺术学院于 2021 年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十四

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作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重点

建设。为进一步凸显学校优势特色，形成自身核心竞争



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内蒙古艺术学院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建设工作，学校特申请该项目。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1.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该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通

过内培外引，提高学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加

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育人水平。提升硕士研

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加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促进

内涵建设有成效；加强研究生国内外交流，建设研究生科

研实践实训平台，促进研究生科研创作有成果；加强现有

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促进学位点整体水平有提升。实现

学生理论与实践、科研与创作并重的能力培养；实现人才

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取得显著效果；师资队伍人才影响

力明显增强；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科综合实力。

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把创新创业

教育有效的融入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教学计划和学分

体系，支持 17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修订大学生创新创业管

理办法，支持学校“互联网+”大赛相关工作，保证项目顺

利实施，达到预期效果。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中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

意度指标 3 项一级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

标、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共计 7 项二级指标，15 项三级指标。

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至 2022 年底，项目按照年初工作计划推进，已完成所

有预定指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一是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

价方法对内蒙古艺术学院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

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强化我校绩效评价理念，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效益，为财政资金的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提供合理保障。

二是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对项目资金的投入、

使用及绩效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纠偏，保障项目质量，积极推进项目按时

完成。

（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该项目 2022 年投入 2674 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

（三）项目资金产出情况。

至 2022 年底，完成全部专项资金招标项专用。为我校

5 个学院和 2 个部门采买了教室课座椅、学生沙发、教室白

板、智慧黑板、会议系统、图书等设备物资，保障了学生 9



月开学的教学条件，确保了新校区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完

成建设已获批的 5 个国家级、1 个自治区级、2 个校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 2 个国家级、5 个自治区级、3 个校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举办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1 场；建

设信息化平台建设 1 个；建设校级教改项目 49 项，自治区

级教改项目 6 项；校级品牌特色专业 7 个；校级现代产业

学院 2 个；校级教学团队 7 个；校级教材建设项目 5 个；

在线开放课程 5 门。体现在参与者的绘画技能和创作水平

的提高、作品的完成和展览、指导培训的效果等方面。参

与者的绘画技能和创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具体表现在作品

的质量和数量上。完成了教材 8 本，作品集 1 件。作品集

得到了业界内人士的认可和好评。使得参与者的绘画技能

和创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建设 2021 年获批的 2 门自治区级

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青年教师考取

博士研究生 1 名；建设产教融合项目实战训练平台 2 个；

教师获得教学创新大赛 1 项；“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校级金奖 1 项；学生获得服装服饰设计大赛奖项 20 余

项。编创 6 部舞蹈作品《再回草原》《风动·心动》《云

中牧野》《牧区收到》《额吉》《飨》，为上述部分作品

制作服装、制作音乐，录制舞蹈视频并做后期剪辑处理；

部分经费用于支持出版我院原创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的视频、音乐、相关论文、报道等内容。组织多次高水平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专题讲座和座谈会；加强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组织多次导师培训，导师规模得到壮大，指

导水平得到提升；设立 5 项博士学位授权点培育建设项

目；设立 10 个优秀课程典型案例；支持 3 项自治区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3 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支持 33

项自治区级和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获批 1 个自治区

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全部研究生学位论文实现校外双

盲审，盲审通过率达 98.11%，研究生发表论文、作品数量

和获奖次数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专项资金由财政按预算拨款下达至我校，由财务部门

进行管理，由资金使用部门负责项目实施。

根据我校经费管理办法建立单独项目支出明细，管理

制度较为全面、完善，资料及时归档，做到专款专用。严

格执行相关财务政策和管理制度，以确保资金的规范使

用。各项支出由项目工作人员核实、审核，并且记录到财

务账目中，未发生财务审计违规行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根据评价表设定，产出指标共计 4 项二级指标，9 项三

级指标，分值共计 55 分，分值权重合理，指标能较为全面



的反映项目产出情况。从项目产出情况来看，已完成 2022

年度评价表各项产出指标。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共 4 项二级指标，4 项三级指标，分值 30

分，权重合理。本次项目的实施，全面落实了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

念，发挥优势特色专业的基础作用，聚焦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重点难点和教学前沿问题，提高应用价值，培育教育教

学成果。

通过该项目的支持，极大改善我校一流本科专业与课

程申报和双创工作的进展，为我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打下坚

实基础。

项目完成情况良好，效益指标满足预期设定。

（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满意度指标共 1 项二级指标，2 项三级指标，分值 10

分，权重合理。通过对全校教职工的满意度调查，明确招

标采购工作在服务学校基础保障工作上是否到位。通过对

全校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反应招标采购工作在服务教学条

件、学生生活基础工作上是否合格。项目完成情况良好，

满意度指标满足预期设定。

（四）评价得分情况。

本次评价表满分 100 分，评价得分 90 分，项目支出情



况良好、合规，产出效益满足预期。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实施存在问题。

需继续加强项目绩效评价意识，跟进项目跟踪监督管

理，切实做好绩效考核与评价，确保项目实施效果。在项

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我们需要加强对涉及绘画情节、历史事件、文化文艺

名人等内容的审核和把控，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二）资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

资金使用稍滞后于项目实施，应进一步做好进度把

控，需要更加精细管理，尽早、尽快地报销等事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继续做好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管理能力和管理效

率工作，做好大创项目、“互联网+”大赛、创新创业教师

的培育、质量等方面建设。其余未完成的指标将在 2023 年

上半年内抓紧完成，教学硬件设施持续性优化，确保经费

使用到位，一流专业建设软硬件水平迈上新台阶。继续加

强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系统中其他模块的开发与使用，达

到研究生个人、培养学院和研究生主管部门等分级、分层

管理目标；关注国家最新学科目录下学位授权审核基本要



求，加大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的建设进度，缩小学校

和国家基本要求之间的差距；构建面向实践、突出应用的

实践实习教学体系，推进实践育人，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参照内蒙古艺术学院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主要

建设内容与核心指标开展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建设，确保

通过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验收。

（二）措施及办法

认真总结经验，着力抓好经费预算规范管理，合进安

排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发挥专项资金

作用。制订明确的建设计划和目标，对标国内同类高水平

院校的一流专业建设情况，开展进一步的交流沟通，取长

补短，为影视戏剧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工作继续添砖加

瓦，以点带面，实现学院整体专业建设水平的跃升。多方

位筹措资金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认真总结经验，着

力抓好经费预算规范管理，合进安排资金支出进度，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发挥专项资金作用。开发一批高水平

课程教材与平台资源，建设一批品牌主干基础课程教材、

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实验实践类教材，新增国家级规划教

材或省级规划教材，力争获得国家级或省级教材奖。深化

课程体系综合改革，遵循“两性一度”标准，以社会发展

及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学生知、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为目的，进行课程改革，倾力打造“金课”，淘汰“水

课”。建成国内、区内先进、富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建设

精品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积极参与国家和省各类课程建

设，并实现共享。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全面推进现

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建立基本覆盖专

业核心、主干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

外共享。我们将继续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加

强对中青年美术创作人才和新文艺群体美术创作人才的培

养和指导，提高一流专业建设水平，同时加强项目规划和

时间管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延期和拖延。打造一支高水

平教学团队，激励教师加大对本专业教学的投入，确保高

层次人才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强教学团队负责人选

拔培养和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在职培养、培训和访

学，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

水平，打造一支教学热情饱满、教育教学能力过硬、富有

改革创新精神、具有国际视野、国内一流的专业教学团

队，新增国家教学团队。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

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教育收费：指缴入财政专户、实行

专项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

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

四、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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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

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取得的除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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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按照预算管理

要求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

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的所得税以及

从非财政拨款结余中提取各类结余的情况。

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四、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

管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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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支出。

十六、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

收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七、“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

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

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部门公务用



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按规定保留的

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

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八、机构运行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

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

用等。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誉铧 联系电话：0471-4996277

第五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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