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高峰高原学科建设 预算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具体实施处（科室）： 发展规划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8,25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8,111,584.84 预算执行率（%）： 98.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我校法学高原学科建设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法学学科整体实力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
行政法学和监狱学两个学科方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国际法学科建设、环境资源法学科建设、上海合作组织
及国家安全与反恐领域的智库建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民商法、经济法、刑法学等学科方向在国内具有较强
影响力。

自评时间： 2020-05-0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在人才引进方面，我校2019年度引进了米罗、王铼、杨震、李新、张善根等五名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在

主要问题：
顶级成果数量尤其国家重大项目数量有待增强；国家级人才储备不足；国家级科研奖励相对较少，经费执行
不均衡。

改进措施：

1、加快引进或培育国家级人才。综合考虑并设计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引进方案和培育计划，争取未来五年
引进或培育1~2位法学领域的国家级高水平人才。2、加强科研项目主持承担能力。计划采取项目申报培
训、设立重大项目培育基金资助有潜力的教师开展前期研究等举措帮助扶持教师提高申请项目获批的成功率
，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加强学校在主持承担法学领域科研项目的能力。3、加强学校预算执行管理机制，督促
各学科方向按时、按量、合规的使用各项预算经费。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高水平论文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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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高水平咨询报告 7 7

高水平奖项 7 6

高水平著作等 6 6

高水平科研项目 7 7

效果目标
(15分)

高水平人才建设 3 3

高水平人才培养 3 3

高水平智库和基地建设 5 5

高水平国际交流 4 4

影响力目标
(15分)

法学学科整体实力 5 5

行政法、监狱学方向分
方向学科影响力

4 4

上海合作组织及国家安
全与反恐领域的智库建

设
3 3

国际法学科建设、环境
资源法学科建设

3 2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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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国际组织项目 预算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具体实施处（科室）：
发展规划处（学

科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当年预算数（元）： 28,5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27,923,148.02 预算执行率（%）： 98.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1）项目总目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着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打造以培训、
交流、研讨、咨询、论坛为主的国家级国际司法合作平台。对接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大需求，紧扣上海
建设“四个中心”与全球科创中心的发展目标，把培训基地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有较强影响力的培训
、智库、论坛交流平台与人才学科高地”，成为以官员培训、反恐维稳、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学术研讨、
法律咨询、文献信息为主要功能的国家级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平台。1.3 建设目标 建设“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是中央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基地
的建设效果包括：1.以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为己任，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着力打
造以论坛、培训、交流、研讨、咨询为主的国家级国际司法合作平台。有利于发扬“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以服务国家安全战略为己任，在成员国司法系统
和执法安全部门培养知华、友华和爱华力量，发挥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护侨、维护我国西部安全
稳定的作用。有利于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司法以及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确保地区安全
稳定。3.建设基地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的国家级智库，为国家外交、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等提供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为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现实问
题提供解决路径和改进方案。可以加强司法与执法交流和合作，促进我与中亚国家间的双多边关系发展，成
为上合组织外交建设新的着力点；4.凸显服务国家周边国家外交与安全工作。基地全面建成后，可以承担
上合组织国家执法人员的各类专业培训任务，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开展合作，全面打
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维护成员国之间边境稳定，可以进一步促进上合组织相关国家反恐
、维稳等工作中的交流与合作；5.可以成为推动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发力点，增加上海的国
际影响力，成为推动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6.培训基地安全研究提升上海城市公共安全治理
能力和国际交流水平提升提供高层次、多方位平台。1.4 影响力目标 1.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交流合
作平台的“标杆区”。相比于上海合作组织在国内的其他合作平台，我校将以培训为主干，建成包括反恐维
稳、国际交流、学术研讨、法律咨询、文献信息等多功能综合性国家级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平台，培训效果、
科研成果、文献信息质量等领域的建设水准要成为国内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交流方面的“标杆”。 2.建设
国内地方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示范区”。作为国内地方高校直接服务国家外交安全战略的案例，这一综合
改革试验区将在整合校内学科、师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研究团队建设方面进行探索，积累地方高校服务
国家战略的经验。 3.建设高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试验区”。通过深化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在
人事管理、绩效考核、去行政化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进行试点，建设高校综合改革的“人才特
区”、“管理特区”，成为政策突破的主要“试验区”。4.建成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主要“协作区”
。发挥高校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优势，积极推进与国际一流的智库、政府机构的交流，建设成我国参
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安全治理合作的主要“协作区”。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着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打造以培训、交流、研讨、咨询、论坛为主的国家级国际司法合作平台。对接国

主要问题： 无

改进措施： 进一步强化经费的执行效率与绩效管理意识，加强项目规划的系统性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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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与管理
(36分)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产出目标
(34分)

文献资源量 2 2

外国专家驻访 2 2

授外培训师资与网络课
程数量

2 2

咨询成果增加比重 4 4

具有培训基地特色的国
别研究团队增加数量

3 3

境内外研修中心增加比
重

3 3

出版专著 4 4

省部级以上智库项目增
加比重

2 2

舆情监测数据量、反恐
信息量增加比重

1 1

举办会议、论坛数量 3 3

研究课题项目数量 1 1

培训人员增加比重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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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出访完成率 2 2

项目实施及时率 1 1

项目成本控制率 2 2

效果目标
(15分)

内涵智库项目数量 5 5

法学学科影响力提升指
标

3 2

科研成果满意度 3 3

培训效果满意度 2 2

出访效果满意度 2 2

影响力目标
(15分)

深化教育综改试验区 3 3

交流合作平台标杆区 3 3

项目计划的连续性 2 2

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协作
区

2 1.5

服务国家战略示范区 5 5

合计 100 98.5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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