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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二级学院集体科研工作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2013 年修订） 
 

师政科技〔2013〕23 号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各单位以及广大教师、科研工作人员开展科研

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校科研层次和水平，促

进科研经费增长，增强学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实现我校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加快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步伐，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原则 

（一）为深化我校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和发挥各学院

在我校科研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建立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制度。 

（二）通过实施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着力提高反

映学校科研工作能力、层次、水平的重要指标——科研经费、国

家级项目、高水平成果、高层次获奖成果等的数量，切实提升学

校科研实力。 

（三）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按照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中

的阶段性科研工作目标，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各学科原有基

础，注重充分调动和挖掘学科的科研潜力，力求公正、合理、科

学地下达目标任务，形成健康良好的科研氛围和激励机制。 

二、学院集体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以各二级教学学院为考核对象，学院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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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计算为当年学院全体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机关管理部门

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双肩挑专业技术人员按人数的 50%计入相关

学院考核指标）所取得的科研工作之总和。 

（二）主要指标：科研经费、国家级项目申报数、国家级

项目立项数、高水平成果数（人文社科类以南京大学的 CSSCI

期刊为统计依据，自然科学类以 SCI、EI、ISTP 三大索引收录的

论文为统计依据）、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申报数和获得省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励数。 

（三）学校根据各学院在岗的高级职称人员及博士学位人

员情况，每年年初将科研经费等六个主要指标的目标任务下达到

各学院，年终对各学院完成当年科研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排名，

并给予公布。每三年做一次总考核，根据总考核结果进行奖惩。 

（四）目标任务的分配下达： 

1. 科研经费指标＝（1+k）×学院当年科研经费基数 

科研经费指通过竞争性方式从校外争取到的到位科研项目

经费。 

学院当年科研经费基数：当年学院在岗专业技术人员，按

每2个正高职称人员或每3个副高职称人员及博士学位人员需完

成的科研经费任务：文科类 12 万元、理工科类 40 万元，折算出

各学院当年科研经费基数。 

k 为当年经费增长率，由学校根据科研工作发展目标设定。

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或博士点的单位，增长率比其它

单位高 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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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级项目申报数指标 

文科学院国家级项目申报数指标＝（该学院高级职称人员数+

获得博士学位的非高级职称人数－当年在研的国家级项目数）/2 

理工科学院国家级项目申报数指标＝（该学院高级职称人员

数+获得博士学位的非高级职称人数）×2/3 

3. 国家级项目立项数指标：按申报指标数的 15%计算。有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或博士点的单位，按申报指标数的 18%

计算。 

以我校为第一承担单位承担的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等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 项按 5 项计。以我校为第一承担单位

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等

国家科技计划课题，1 项按 3 项计。 

以我校为第一承担单位的横向项目，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600

万元、文科类单项超过 300 万元项目经费的，可等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折算为 5 项国家级项

目；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300 万元、文科类单项超过 120 万元项目

经费的，可等同国家 973 计划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折

算为 3 项国家级项目；理工科类单项超过 150 万元、文科类单项

超过 60 万元项目经费的，可折算为 1 项国家级项目。 

4. 高水平成果数指标： 

高水平成果主要指论文、专著、咨询报告、发明专利，高水平

成果测算以高水平论文为测算基数，其他高水平成果相应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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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论文数＝[学院正高职称人数+（副高职称人数+获得

博士学位的非高级职称人数）/2]。 

人文社科类以南京大学的 CSSCI 期刊为统计依据，自然科

学类以 SCI、EI、ISTP 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为统计依据。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1 篇按 8 篇计。 

在《求是》、《新华文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

转载的学术性论文、在我校《广西师范大学科研实绩奖励实施办

法》中确定的 A 类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SCIⅠ区论文，1 篇

按 6 篇计。 

在我校《广西师范大学科研实绩奖励实施办法》中确定的 A

类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省部级党委政府部门采纳的咨询报

告、SCIⅠ区论文，1 篇按 4 篇计。 

在我校《广西师范大学科研实绩奖励实施办法》中确定的 B

类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SCIⅠ区论文，1 篇按 2 篇计。 

其他 SCI、EI、ISTP 等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经市厅级党

委政府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1 篇按 1 篇计。  

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1 项按 1 篇计；已实现转化并有转让经

费拨入学校账户的鉴定成果、实用新型专利和经登记的软件成果

等 1 项按 1 篇计。 

完成承担的省部级以上项目、在国家级或本学科领域优势

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成果，以及由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著成果，1 部按 3

篇计。 



 5 

5. 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申报数指标： 

理工科学院：该学院高级职称人数/10 

文科类学院：发表高水平论文指标数/2 

文科类学院当年没有省级社科成果评奖的指标放到下一年

度累加。 

6. 省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数指标＝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申报数指标×30% 

有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博士点的单位，按申报数

指标的 35%计算。 

成果奖励的申报和获奖指标仅指以广西师范大学为第一报奖

单位的成果，我校为第 N 完成单位的项目按 1/N 项折合计入考核。 

科学技术类研究成果，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

学技术类）一等奖，1 项按 15 项计，获二等奖，1 项按 9 项计；

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 项按 8 项计，获二等奖，1 项按 4

项计，获三等奖，1 项按 1.5 项计。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的，1 项专著成果按 15 项计，1 项研

究报告成果按 12 项计，1 项论文成果按 9 项计；获得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的，1 项专著成果

按 9 项计，1 项研究报告成果按 6 项计，1 项论文成果按 4.5 项

计；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的，1 项专著成果按 5.5 项计，1 项研究报告成果按 4.5 项计，1

项论文成果按 3.5 项计。 获得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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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的，1 项专著成果按 5 项计，1 项研究报告成果按 4 项计，1

项论文成果按 3 项计；获得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的，1 项专著成果按 3 项计，1 项研究报告成果按 2 项计，1 项

论文成果按 1.8项计；获得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的，

1 项专著成果按 1.5 项计，1 项研究报告成果按 1.2 项计，1 项论

文成果按 1 项计。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按照自治区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折算。 

获国家级奖励的折算办法视具体情况另定。 

7. 经严格考核后的音乐、美术、设计、体育、文学创作等

高水平、标志性创作类成果及竞赛成绩，根据专业特殊性进行科

研工作量折算，折算办法见附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艺术与体育

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五）当年承担本科生、研究生公共课总课时数达 8000 以

上的学院，科研经费指标适当下调。 

（六）科研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的量化考核： 

学院科研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结果量化为分值，为学院完成

六项指标的相对分值的总和。 

学院年度科研考核分值＝（该学院当年完成科研经费数/科

研经费指标）+（该学院当年国家级项目申报数/国家级项目申报

指标）+（该学院当年国家级项目立项数/立项数指标）+（该学

院当年发表高水平论文数/发表高水平论文数指标）+（该学院当

年省级以上成果奖励申报数/省级以上成果奖励申报指标）+（该

学院当年省级以上成果获奖数/省级以上成果获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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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做一次总考核，总考核成绩 = 学院每年度科研考核

分值之总和/3 

（七）考核结果等级标准： 

学院年度科研考核分值达到 8 分以上（含），为优秀。 

学院年度科研考核分值达到 6 分以上（含）8 分以下，为良好。 

学院年度科研考核分值达到 5 分以上（含）6 分以下，为合格。 

学院年度科研考核分值小于 5 分，为不合格。 

总考核结果等级按上述标准划分。 

三、科研工作目标管理奖惩办法 

（一）学校将各学院当年实际在岗人员绩效工资中综合奖

励绩效部分的 20%作为该学院的科研绩效津贴，用于科研工作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二）学校根据学院完成科研工作目标任务情况，计算科

研绩效津贴下拨到学院，由学院进行二次分配。对超额完成科研

工作量的学院全额下拨科研绩效津贴，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奖

励，对未完成科研工作目标任务的学院按一定比例扣发科研绩效

津贴。 

（三）学校每年年底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预划拨次年

科研绩效津贴的依据。三年做一次总考核，总考核结果作为奖惩

的依据。 

（四）年度考核成绩合格（达到 5 分）及以上的，次年科

研绩效津贴照常发放（以当月学院实际在岗人数为基数，将科研

绩效津贴整体打包按月预拨到学院账户）；年度考核成绩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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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年科研绩效津贴暂不发放，在总考核时视完成任务情况再

核拨、整体拨放到学院账户。 

（五）总考核成绩如为优秀等级，按总考核当年学院科研

绩效津贴的 300%给予学院奖励，良好等级的按总考核当年学院

科研绩效津贴的 180%给予学院奖励；总考核成绩不合格，分值

在 4 分以上（含）的按每年扣发 70%的科研绩效津贴核算，分

值在 4 分以下扣发三年全部的科研绩效津贴。 

（六）每个周期的总考核结果作为下一个周期第一年科研

绩效津贴的预发放依据。 

（七）学校对科研工作目标任务考核达到优秀的单位和所

在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予以表彰奖励。 

四、考核程序 

（一）科研工作考核以自然年度为统计时间，由科技处、

社科处、人事处统一部署。 

（二）各学院应填报考核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

主管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后，报科技处、社科处核定。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艺术与体育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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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艺术与体育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 试 行 ） 
 

 

音乐、美术、设计、体育、文学创作作为特殊专业，其研究

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特殊性。为增强科研工作分类考核的科学

性，进一步推进学校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特制定文学艺术与体

育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的执行结合《广西师范大学二级学院集体科研

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实

施，对于特殊专业取得的创作类成果及竞赛成绩，给予相应的绩

效折算。 

（二）依据“实施方案”高端引领的原则，对高水平的艺术创

作类的音乐、美术、设计作品、体育竞赛、文学创作按照本《办

法》折算相应绩效科研工作量。 

（三）本《办法》所称作品、演出、体育竞赛，第一完成单

位须为广西师范大学的独立节目及项目，完成人必须是我校教师

及科研人员。 

（四）音乐表演及其伴唱、伴奏、伴舞、节目主持、灯光、

配器、指挥等，不能分别折算。 

（五）多人合作完成的艺术作品一般只认定为 1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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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一作品、演出、体育竞赛项目，如有获奖励的情况，

只按作品类别或竞赛类别最高的奖励标准折算一次。 

二、文学艺术作品与体育科学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一）音乐作品 

1. 在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广播

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带、唱片、CD 等个人专辑，每部按南京

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 

2. 音乐、舞蹈、广播影视与戏剧作品首次在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 

3.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举办专场个人演唱会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专场个人演唱会按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折算。 

（二）美术设计作品 

1.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专场个人作品展，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个人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参展，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折算。 

2. 个人画册及设计作品集、平面摄影作品，以 16 开本、32

页码为基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 

（三）体育科学 

1. 奥运会（夏奥会、冬奥会、残奥会、青奥会）科学大会

专题报告每篇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5 篇折算。 



 11 

2. 亚运会、全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体育科学大

会专题报告，奥运会（夏奥会、冬奥会、残奥会、青奥会）科学

大会论文集收录的每篇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折算。 

3. 亚运会、全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体育科学大

会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每篇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折算。 

（四）文学作品 

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上发表的文学作品，

按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折算。 

（五）专题讲座 

在《百家讲坛》等国家级讲坛上开设专题讲座的，按南京大

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折算。 

三、参演、参展作品及参加体育竞赛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一）参演（选拔性演出） 

 

演出类别 绩效折算 

由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广电总局、中

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办的全国性艺术比赛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在国内有较高权威的、国家一级专业协会（学

会）组织的音乐、舞蹈、主持、戏剧、朗诵

与演讲比赛活动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 

在省内有较高权威的专业协会（学会）组织

的音乐、舞蹈、主持、戏剧、朗诵与演讲比

赛活动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0.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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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展 

 

（三）担任体育竞赛裁判员（裁判长=裁判员*1.4，技术官

员=裁判员*1.4） 
裁判赛事 绩效折算 

奥运会、世界锦标赛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6篇 

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以外的国际性赛事、亚运会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5篇 

全运会、全国单项锦标赛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3篇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2篇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田径运动会、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单项比赛、CUBA 及同类别其他单项比赛、

省（自治区）运动会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1篇 

作品类别 绩效折算 

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五年一届

次“全国美术作品展”的入选作品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专项美展，中央及国务院

各部委与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专项美展及设计

展，国家一级专业协会（学会）组织、举办的

美术（设计）作品展览、大赛，以及“北京双年

展”、“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高级别展

示活动的入选作品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 

省级一级专业协会（学会）举办的单项画种（设

计作品） 展览、大赛  
南京大学CSSCI 
期刊论文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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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演、参展作品获奖科研工作量绩效折算办法 

（一）参演（选拔性演出）作品获奖 
 

演出类别 获奖等级 绩效折算 

由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广电

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国

性艺术比赛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5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4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 

在国内有较高权威的、国家一级专

业协会（学会）组织的音乐、舞蹈、

主持、戏剧、朗诵与演讲比赛活动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4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在省内有较高权威的专业协会（学

会）组织的音乐、舞蹈、主持、戏

剧、朗诵与演讲比赛活动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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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展作品获奖 

作品类别 获奖等级 绩效折算 

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

五年一届次“全国美术作品展”的入

选作品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5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4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 

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专项美展，中央

及国务院各部委与中国美协主办的

全国专项美展及设计展，国家一级专

业协会（学会）组织、举办的美术（设

计）作品展览、大赛，以及“北京双

年展”、“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
等高级别展示活动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4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省级一级专业协会（学会）举办的单

项画种（设计作品） 展览、大赛；

全国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艺术

节（艺术展演）教学科研论文；广西

室内设计大赛、广西高校计算机应用

大赛、中南星奖 

一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2 篇 

二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5 篇 

三等奖 
南京大学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 

 

未列入以上类别的国际、国内重要的展览和演出、比赛，由

学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予以认定折算。 

五、附则 

本实施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社科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