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建设—高精尖学科建设（21） 

主管部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音乐学院 

项目负责人 王黎光 联系电话 6488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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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00000 295.000000 230.805028 10 78.24% 7.8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5.000000 295.000000 230.805028 — 78.24%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中国乐派合作研究计划项目：聘请 8-10 名国内知名

教授专家；开出高水平的专业学术讲座 8 场；根据研

究生招生情况，指导博士研究生 4-5 人；根据音乐与

舞蹈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聘情况，指导博士后 1-2

人；指导研究团队 1 个。 

1.本项目聘请了 9 位特聘教授，其中有一名后

正式调入我校成为正式教师。2.总共招收 3 个

博士后，11 个博士生。3.指导我院教师获批重

点项目 2 个。4.举办了 8 场学术讲座，包括林

小英教授的《几时凤还巢——中国音乐传承中

文化能力的无意识获得与专业资本的形成》和

《“音乐教育研究现场工作坊•特色教学活

动”》、项筱刚教授的《“延安鲁艺派”纵

论》、夏滟洲教授的《陇东革命民歌的文化力

量》和《近代中国文化人的西方音乐情结》、

李诗原教授的《现代音乐在中国》、杨民康教

授的《海南苗族民歌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比较

研究》以及谢嘉幸教授的《两个故事——音乐

口述史的跨学科追问》。5.以中国音乐学院特

聘教授名义发表论文 19 篇，完成论文集一本

（截止 2021 年中国乐派相关论文精选论文

集）。6.购买图书一批。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5

0

分
） 

数量指标 

聘请知名

教授专家 
8-10 名 9 名 3.75 3.5 

其中有一名后正式

调入我校成为正式

教师 

学术讲座 8 场 8 场 3.75 3.5 
指标设定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师资队伍

建设 

指导研

究团队 
2 个 3.75 3 

指标设定准确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人才培养 

指导博

士研究

生、在

站博士

后人员 

指导 3 个博

士后，11

个博士生 

3.75 3.5 
指标设定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质量指标 

讲座 公开 8 场 5 4 
指标设定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师资队伍

建设 

指导研

究团队

1 个，

提升青

年教师

科研能

力 

2 个 5 4.5 
指标设定准确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人才培养 

指导博

士研究

生 4-5

人、指

导在站

博士后

研究人

员 1-2

人 

指导 3 个博

士后，11

个博士生 

5 5   

时效指标 

2021 年 1

月-7 月，

举办高水

平学术讲

座 4 场； 

4 场 3 场 1 0.8 未按期完成指标  

2021 年 8-

12 月，举

办高水平

学术讲座 4

场； 

4 场 5 场 1 1   

2021 年 1-

12 月指导

音乐研究

所学科史

团队的项

目申报及

团队成员

项目研究

进展，提

升音乐研

究所青年

指导音

乐研究

所学科

史团队

的项目

申报及

团队成

员项目

研究进

展，提

升音乐

2 个 1 1   



教师科研

能力。 

研究所

青年教

师科研

能力。 

2021 年 3

月-7 月指

导 2020 级

博士研究

生 3 人； 

3 人 3 人 1 1   

根据 2021

年度博士

研究生招

收情况，

2021 年 9

月-12 月共

指导博士

研究生 4-5

人。 

4-5 人 3 人 1 0.8 未按期完成指标  

根据 2021

年度音乐

与舞蹈学

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

人员进站

招收情

况，2021

年 1 月-12

月指导在

站博士后

研究人员

1-2 人。 

1-2 人 2 人 1 1   

项目支出

额≤295

万，2021

年 12 月底

之前完

成，具体

支出进度

如下： 

2021 年

1 月-7

月，支

出项目

总支出

额的

50%； 

2021 年

8 月-12

月，支

出项目

总支出

项目 2021

年支出

230.805028

万元，经费

结转至

2022 年支

出 37.62 万

元，截至提

交资料日，

项目共计支

出

268.425028

4 3.5 

本项目得到的总批复

数为 294.9878 万

元。其中由于因疫情

缘故，校内讲座等线

下活动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未聘请公司进行

录制，线下讨论等工

作有所减少，因此专

用仪器设备租赁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印

刷费、劳务费、专家

咨询费均有所节约。



额的

50% 

万元，支出

率为 91%。 

此外，其中一名特聘

教授于 2021年 6 月

转为我校正式教师无

法继续为其支付特聘

教授聘任费，为了支

付其年度绩效考核费

用，将专家咨询费中

的六万元调整到人员

聘任费中，另外有个

别特聘教授因其他个

人原因未能及时完成

年度个人工作量，因

此绩效考核费也未能

及时发放，故人员聘

任费有所结余。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

额 

≤295

万元 

项目 2021

年支出

230.805028

万元，经费

结转至

2022 年支

出 37.62 万

元，截至提

交资料日，

项目共计支

出

268.425028

万元，支出

率为 91%。 

10 9 

效
益
指
标
（3

0

分
）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为我校

师资队

伍建

设、艺

术人才

培养、

教育教

学实

践、学

术研

究、社

会服

务、文

化传

承、国

际交流

等方

面，全

面构建

中国音

乐教育

体系，

加快建

为我校师资

队伍建设、

艺术人才培

养、教育教

学实践、学

术研究、社

会服务、文

化传承、国

际交流等方

面，全面构

建中国音乐

教育体系，

加快建设双

一流建设 

15 14 

基本完成既定目

标，效益发挥有待

更进一步提升  



设双一

流建设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本项目

的实施

可促进

我校学

科建设

有序发

展，并

能引导

产生新

的学科

生长

点，既

能保持

我校在

业界的

领先地

位，又

能使我

校在未

来发展

与行业

竞争中

保持优

势，不

断创

新，并

在相当

长的时

间内具

有稳健

成长的

能力 

本项目的实

施可促进我

校学科建设

有序发展，

并能引导产

生新的学科

生长点，既

能保持我校

在业界的领

先地位，又

能使我校在

未来发展与

行业竞争中

保持优势，

不断创新，

并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具

有稳健成长

的能力 

15 14 

基本完成既定目

标，效益发挥有待

更进一步提升  

满
意
度
指
标

（10

分
）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师生满意

度 
≥95% 98% 10 8 

完成指标，但满意度

调查资料有待进一步

完善  

总分 100 8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