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主要职能。 

武汉科技大学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地方

高水平大学，是湖北省“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是“全国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高校”、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特色鲜明，构建了以工为主、理工

结合，工、理、管、医、文、经、法、哲、艺、教等学科协

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科体系。设置有 20 个教学学院、78

个本科专业；拥有 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 个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和 39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3 个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17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建有 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0

个省级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培育）学科，6 个省级优

势特色学科群。 

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秉持“厚德

博学、崇实去浮”的校训精神，积极传承“坚韧不拔、勇承

重载、崇实求精、表里如一”的钢铁品质，大力弘扬“向上

向美、力行力新”的沁湖文化，扎根荆楚大地，服务国家需

求，主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责，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为率先实现湖北省属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突破，把



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机构设置情况 

学校职能部门包括学校办公室、黄家湖校区综合办公室、

洪山校区综合办公室、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党委组织部、

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会、团委共

10 个党群部门。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科学技术发展院、研究生院、

本科生院、人事处、财务处、审计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校园建设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

处、离退休工作处、保卫处、后勤保障部、采购与招标管理

办公室、医学部共 16 个行政部门。 

工程训练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图书馆、

档案馆、学报编辑部、附属天佑医院、附属老年病医院、创

新创业学院、资产经营公司、湖北省高校网络舆情分析研究

中心、耐火材料与冶金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温材料

与炉衬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高性能钢铁材料及

其应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战略钒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绿色工程制造研究院、继续教育学院、共 17

个直属单位。 

学校现有材料冶金学院、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国

际学院、化工与化学学院、机械自动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理学院、临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汽车与交

通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法与经济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院、艺术与设

计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共 19 个学院及独立学院城市

学院。 



三、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 

1．收入及增减变化情况 

我校 2023 年收入总计为 120118.14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 75965.8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178.06

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30000.00万元，事业收入 4895.00

万元，其他收入 8300.00万元，其他资金结余（转）957.28

万元。2022 年收入总计为 114369.90 万元，2023 年预算收

入与 2022 年相比，增加了 5748.24 万元，主要原因为财政

拨款收入及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增加。 

2.支出及增减变化情况 

我校 2023 年预算支出 119160.86 万元，按支出功能分

类，教育支出 104347.4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23.0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6461.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429.38

万元；按支出用途分类，基本支出 80496.18 万元，项目支

出 38664.68 万元；按照经济分类划分，包括工资福利性支

出 56157.6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1089.00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6289.80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429.38

万元，其他支出 1000.00 万元。我校 2022 年预算支出

103450.06 万元，与 2022 年预算支出相比，2023 年预算支

出增加了 15710.8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专项支出增加。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我校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主要包含水电费、学生

活动费、学生事务等支出。2023年，全校各级机关（含学院

行政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8096.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129.00 万元，水电费 3061.00万元，劳务费 100万元，维修

（护）费 900.00万元，差旅费 300.00 万元，工会经费 116.50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30.00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1658.90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857.50 万元等。2023 年日常公用经

费比 2022年减少 87.80 万元，原因为 2023 年维修（护）费

等支出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及增减变化情况 

我校 2023 年未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与 2022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预算无增减变化。 

六、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我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湖北省

2021-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切实做

到“应编尽编，应采尽采”。2023 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1757.50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857.50万元，工程类采

购预算 900.00 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0 万元。比上年减少

322.20 万元，减少 15.49%。减少主要原因为货物类政府采

购预算减少。根据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出台的《关于

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及执行政策调整的说明》的最新要

求，对没有达到限额标准及政府采购目录以外的采购项目不

予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校资产总计为 443964.56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21384.59万元，应收票据 471.07 万

元，其他应收款 89827.00万元，存货 306.99 万元，长期投

资 8926.93万元，固定资产净值 244197.39 万元，在建工程

37525.92 万元，无形资产净值 40037.89 万元，受托代理资

产 1265.99 万元。在固定资产中，包括房屋建筑物 130.71



万平方米，价值 224153.89 万元；车辆 41 辆，价值 817.80

万元。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 

2022年部门预算共涉及 6 个项目，包括省属高校双一流

建设省级专项、学生资助专项、高校科研课题项目、高校债

务还本付息专项、预算绩效管理激励性资金专项和不可预见

费项目。其中重点项目为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省级专项。该

项目下共设 4 项长期目标，4 项年度目标，包括高层次人才

队伍建设、科研建设、特色优势学科建设、思政建设等方面。

对应绩效目标，选取有代表性、连贯性的若干指标，其中长

期绩效目标涉及 17 项指标，这些指标能较完整反映绩效目

标，指标设计合规，指标值设计合理；年度绩效目标涉及 17

项指标，根据 2020年和 2021年预算绩效考核结果，结合 2022

年预算绩效目标设立情况及 2023 年的发展要求，调整了若

干指标，可以更好更全面反映 2023 年度目标要求，指标设

计合规，指标值设计合理。 

附：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省级专项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长期目标 01 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引领，以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努力打造一支活跃在

学术前沿、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要、与学校办学特色相适应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长期目标 02 充分发挥在冶金、材料、采矿等方面的学科特色优势，重点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等平台建设，保持耐火材料领域世界领先优势，争取在先进钢铁材料、高端炭材料、绿色提钒、冶金智能

制造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加强交叉融合，争取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

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实现新突破，破解“卡脖子”技术，取得重大成果。 

长期目标 03 打造“十四五”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的鲜明特色，力争机械工程学科进入国内前 40 名，保持冶金工程学

科在新一轮全国学科评估排名前 10，材料科学与工程进入前 30%，稳固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临床医学

ESI全球前 1%水平，矿业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排名有明显提升。 

长期目标 04 推进湖北高校思政网全面改版建设、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湖北高校网络思想政治中心建设；不断提高思政

课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建立省级高校网络舆情工作机制，成为省教育厅开展网络舆情监测、研究和引导工作

的重要抓手。 



年度目标 01 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引领，以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努力打造一支活跃在

学术前沿、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要、与学校办学特色相适应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年度目标 02 科学研究可持续发展，承接国家级项目的能力稳中有升;争取在彰显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大科研项目承担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产出具有原创性和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国家级科技奖励、教育部科技奖励、教育部人

文社科奖励等各级奖项能有新突破。 

年度目标 03 优化“一主、两翼”学科布局，实施学科特色发展和交叉融合发展，优先发展“冶金工程”学科，实施“材

料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培育行动，发挥基础学科研究原创性引领作用，聚集低碳冶金、战略生态金属提取、

高端钢铁材料冶金、冶金耐火材料、绿色煤转化与新型炭材料、智慧冶金等主干学科方向，培育发展矿业工

程、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系统科学等支撑学科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围

绕着“大平台、大奖项、大学者”力争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科技奖励、国家级人才项目的新突破，提

升科学服务国家需求能力，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做出新贡献。 

年度目标 04 夯实湖北高校网络思想政治中心建设，大力推广湖北高校思政网新网站应用，加快建构多元化的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体系，推动健康向上的高校网络文化原创建设，培育一专多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打造新

时代大学生喜爱的思想引领平台。 

长期绩效目标表（2025）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长期目标 0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人才数量（人） 35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占比（%） 63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博士学历教师人数（人） 1092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引进高水平创新人才数量（人） 15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 16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授权专利数（项） 55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数（项） 28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果转化项目数（项） 12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成果转化资金额（万元） 100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个） 3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的学科数（个） 4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省优势特色学科（群）（个） 4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势特色（一流）学科排名 排名前十或

相对排名前

3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舆情监控分析报告数（份） 7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开展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场次（场） 8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校园不良信息处理及时率（%） 100 计划标准 

长期目标 0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发放及时率（%） 100 计划标准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前 年

2020 

上 年

2021 

预计当年

实现 2023 

年度目标 0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人才数量（人） 32 36 35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占比（%） 63 61 63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博士学历教师人数（人） 1109 1114 1092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引进高水平创新人才数量 26 25 15 计划标准 



（人） 

年度目标 0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 154 141 150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授权专利数（项） 450 544 550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数

（项） 

23 22 25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成果转化项目数（个） 61 117 100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成果转化资金额（万元） 499.91 613 800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个） 2 3 3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批湖北省“一流学科培育

行动”建设学科 

0 0 1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的学

科数（个） 

2 4 5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国际高影响力学科（个） 10 10 8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舆情监控分析报告数（份） 52 77 92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开展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场次

（场） 

4 4 4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校园不良信息处理及时率

（%） 

100 100 100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0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发放及时

率（%） 

100 100 100 计划标准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我校 2023 年无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无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 

十、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补助）收入：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且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类）：反映政府提供一般

公共服务的支出。 

（三）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20103 款）：

反映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的支出。 

（四）行政运行（2010301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



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五）专项业务活动（2010305项）：反映各级政府举行

各类重大活动、召开重要会议（如国务院一类会议、国庆招

待会、全国劳模大会）的支出，政府机关房地产管理、公务

用车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反映政府在社会

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七）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款）：反映用于行政

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类）：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九）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 类）：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

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210 类）：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

的支出。 

（十一）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 款）：反映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十二）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项）：反映财政部门安

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

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

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会议



费、差旅费等）。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三公”经费：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

括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 

（十六）公务用车：指单位用于履行公务的车辆，包括

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

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

用、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工会会费、

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以及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等。 

（十八）我校管理的财政专项资金：指我校分配和管理

的、不属于我校预算支出的专项资金，包括省本级列支的专

项支出、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和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按照部门预算管理的要求，部门预算支出总数中不包含财政

专项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