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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衡量部门履行职责的执行情况和效率效果，增强预算部门

（单位）绩效管理责任主体的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以下简称“团省委”）

委托广州银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粤所”）实施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本次绩效评价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评价对象是 2020

年团省委的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资金范围包括省财政安排给团省

委及纳入其 2020 年度部门预决算的 6 个二级单位的所有省级财政

资金。根据省财政厅年初预算批复文件及年终批复决算报表信息，

团省委 2020 年调整后部门整体收入预算数 25,854.35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22,308.53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2,375.27万

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2,855.81万元，调整后总收入预算 31,085.43

万元，总收入决算（含年初结转和结余）31,026.19 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决算 22,308.53 万元）；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调整预算

数 28,350.30万元，支出决算 28,404.8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22,215.64 万元），结余分配 0.83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2,620.5 万

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结转结余 1,134.82 万元）。 

一、总体情况 

（一）团省委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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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门职能概述。 

团省委是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负责青年工作的群团组织，作为党

的助手和后备军、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共青团的基本职能包括

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四个方面。

根据“三定”方案，团省委具体工作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和团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工作部署,制定并推动实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发展规划、年度

计划和改革的总体规划及配套措施,指导各级团组织开展工作。 

(2)组织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组织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民主和法制教

育；对团员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教育,向党

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入党,为党和政府凝聚、培养、举荐各类优秀青

年人才。 

(3)组织青年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帮助青年

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和适应现代管理方式;组织引导

广大青少年支持和参与改革;组织青年开展创新、创业、创优活动;

组织青年开展各项劳动竞赛和突击队活动;发动广大青少年共建生

态文明。 

(4)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全面推进社区志愿服务,

推动全体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深化行业志愿服务,提升志愿服务

水平;加强基层青少年服务阵地建设。 

(5)加强网上共青团建设,开展对青少年的网上宣传教育和网

络文明志愿行动,弘扬网上主旋律,强化团员意识教育。 



4 
 

(6)组织开展青年理论、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的调查研究;组织

青少年开展社会监督,向党和政府反映青少年的意见和要求,协同

有关部门拟订和宣传青少年工作法规和政策;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和宣传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履行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专项组组长单位职责。 

(7)负责建立直接联系服务青年的长效机制,完善青少年工作

参与及评价机制,推进实施青少年大数据等信息化工作;推动建立

青少年服务体系。 

(8)密切与其他省市青年的联合与合作,加强同港澳台地区青

年和海外青年侨胞的团结,发展与世界各国青年的友好关系;指导

各级青年联合会组织和青年社团开展活动。 

(9)组织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应急和公益行动,支持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等

公募基金会及团委创办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10)指导各级团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共青团干部管理

制度和培训规划,强化团员和团干部教育管理,统筹规划和综合管

理各级专职团干部培训工作;指导各级团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11)指导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工作,完善各级学联、学生会(研究

生会)组织体系。 

(12)受省委委托领导少先队工作。 

(13)承办省委和团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2.预决算范围、机构设臵与人员情况。 

2020年度，团省委的财政资金预、决算范围包括：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机关（简称“团省委机关本级”）及其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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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 个事业单位。团省委机关本级内设 9 个部（室）：办公室、组

织部（与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合署）、宣传部、权益与社会工作部、

基层组织建设部、青年发展部、统战联络部、学校部、少年部（广

东省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团省委下设 6个事业单位,分别为：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广东青年职业学院（以下简称“青年职

业学院”，含广东省团校，而职业教育业务则由广东省教育厅直管

且预决算仍归口团省委）；广东省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广东青

少年大数据及新媒体中心（广东青少年网络舆情分析引导中心）。 

2020 年该部门干部定编 391 人、工勤人员 6 人，合计 397 人。

本年度实有人数 248 人，其中在职 247 人，离休 1 人；在职人员中，

行政人员 48 人，非参公事业人员 199 人。人员控制好，在职人员

控制率为 62%。具体见下表 1-1。 

表 1-1.2020年定编人数和实有平均人数对比表 

单位简称 
单位 

性质 

财政

拨款

方式 

定编及离退休人数 实有(平均)人数 在职

控制

率 
干

部 

工

勤 

离

休 

小

计 

干

部 

工

勤 

离

休 

小

计 

团省委机关本级 参公管理 全额 45 6   51 42 6 1 49 96% 

直属事业单位小计     346     346 199     199 58% 

青年职业学院 公益二类 全额 265     265 140     140 53% 

广东省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 公益二类 差额 16     16 14     14 88%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 公益一类 全额 13     13 11     11 85% 

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 公益一类 全额 12     12 10     10 83% 

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公益一类 全额 15     15 12     12 80% 

广东青少年大数据及新媒体中心 公益二类 差额 25     25 12     12 48% 

合计（1+2） 391 6   397 241 6 1 24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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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包括二级单位）2020年预决算报表。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 年度总体工作。 

2020年广东共青团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

重要思想以及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两个大

局”，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八次、九次全会和团中央十八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部署，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紧紧围绕三个根本性问题，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投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我

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新发展格局中找准服务地方着力点，团结

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助力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做出积极贡献。  

2.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是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中央相关部门交办或下

达的工作任务，在全省重大工作规划中确定的任务，或者在本部门

年度工作计划中规定的重点任务。2020 年团省委有 4 项重点工作。 

（1）加强青少年思想引领。开展“青年大学习”、“灯塔工程”、

“青马工程”、中国梦主题教育、“青年五四奖章”、“向上向善好青

年”、“最美南粤少年”、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西部（山区）计划、

三下乡、青年网络舆情引导和青年网民心态分析研判工作等项目。 

（2）动员青年服务中心大局。开展“南粤美丽乡村”公益志

愿行动、“希望乡村教师计划”、“领头雁”工程、“保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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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河小青”、“领航 100”、“青创 100”计划、青年文明号、青

年岗位能手、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创建、“振兴杯”、“攀登计划”、

“创青春”、“挑战杯”、“中国青创板”、“青年同心圆计划”、青年

创业交流实践基地建设、“志愿广东”建设、“i 志愿”系统和“注

册志愿者证”、“暖冬行动”、“朝阳行动”、“阳光行动”等项目。 

（3）竭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落实《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开展“展翅计划”、“圆梦计划”、“粤团聚”、12355 省级青少

年综合服务热线、“两帮两促”、“希望工程”、“南粤会亲”、“青春

情暖”、“希望家园”、“幸福厨房”等项目。 

（4）推进改革攻坚从严治团。推进共青团改革落地落实，推

进基层团建“命脉工程”，强化团员教育管理，严把团员入口关控

制团青比例，加强高校和中学团校建设，健全推优入团、推优入党

工作机制，完善团的各级委员会和领导机关建设，严格管理团的干

部。 

（三）团省委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重点工作任务。 

2020年，团省委根据部门职责，设臵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并设臵

了部门履职的效益指标。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

强青少年思想引领；二是动员青年服务中心大局；三是竭诚服务青

年成长发展；四是推进改革攻坚从严治团。 

团省委主要通过安排各类青少年重点项目和开展各类活动，团

结、引领青年群体等形式来完成部门年度工作任务目标。根据团省

委 2020 年整体绩效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和工作要点，团省委本年

度需完成的重点工作任务共 4方面 8 点。见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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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团省委 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简表 

整体绩

效目标 

重点 

工作任务 
实施内容 

一.加

强青少

年思想

引领。 

㈠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引导青

年，增强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引

领力。 

1. 持续加强团的思想理论武装。各级团组织不折不扣落实“第

一议题”学习制度，及时跟进学、深入学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2. 深化“青年大学习”行动。拓展方式载体，广泛开展主题团

日、报告宣讲、研讨分享、知识竞赛、调研寻访等活动，发挥好

网上主题团课深入基层、激活团员、影响青年的牵动作用，推动

全体团员青年政治学习常态化、制度化。 

3. 深化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面向大中学生、青年

知识分子等重点群体深化实施“青马工程”。做实“灯塔工程”

广东大学生思想引领行动，遴选和培育一批思想引领精品项目。 

4.深化“青年五四奖章”“向上向善好青年”“最美南粤少年”

等榜样选树活动，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行动、西部（山区）计划、三下乡等活动 

5. 落实做细青少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分析报告各类重

点青少年群体意识形态倾向的制度机制，落实《广东共青团常态

化调查研究及报告青少年思想动态与发展状况的工作实施办法

（暂行）》，加强青年网络舆情引导和青年网民心态分析研判。 

二.动

员青年

服务中

心大局 

㈡围绕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

决战脱贫攻坚国

家工作大局，主

动投身乡村振兴

和美丽广东建

设。 

6. 带领青年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扎实做好省内外

团组织对口帮扶和援藏援疆工作。深化“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培养计划。扎实推进青年人才下乡返乡工作和乡村青年就

业促进行动。做实“千企帮千村”行动，做足消费扶贫文章。优

化山区计划“一校一社工”专项运作模式。积极助力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建设，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7.助力生态文明实践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保护母亲河”行

动，积极参与“让广东河湖更美”大行动，推进“河小青”护河

志愿行动，广泛开展植树护绿、护河巡河、环保宣传、污染举报

等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引导青少年树立环保意识、投身环保

实践。 

8. 大力办好希望工程事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希望工程

30周年寄语精神，以“南粤美丽乡村”公益志愿行动为统揽，

深化“希望乡村教师计划”项目，做好 10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学

生资助工作。支持基层团组织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希望工

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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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

效目标 

重点 

工作任务 
实施内容 

㈢围绕“双区建

设”，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交

流服务体系。 

9.引导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推进“青年同心圆计划”

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合作项目，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高峰论坛，

深化大湾区青年行动联盟发展，建设大湾区志愿服务联盟，大力

推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建设港澳青年服务热线、大湾

区青年家园，为港澳青年在粤学业、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及便利。 

㈣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构建

青年创新创业服

务体系。 

10.带领青年投身创新创业创优，助力科技强省建设和现代经济

体系建设。推动形成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草案，完善广东青年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省市、省校院（系）层级化“创青

春”竞赛机制，依托“中国青创板”、青创园区等平台，广泛开

展创新创业交流展示和培训活动。扩大“攀登计划”实施规模，

举办“挑战杯”省级赛事。 

㈤推进青年民生

事业，深度参与

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

格局。 

11. 推动专业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化“益苗计划”平

台建设；扎实推进青少年事务社工“十百千万”工程；落实新兴

青年群体“筑梦计划”，发现培养新兴青年群体中的带头人，探

索在重点群体中成立与共青团密切联系的青年社会组织。 

㈥积极动员青年

投身疫情防控斗

争，毫不松懈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 

12. 广泛发动广大团员青年投身疫情防控志愿行动。按照当地党

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坚持“本地化、社区化、组织化、安全第

一”的原则，以组建各领域各层级青年“战疫”志愿突击队为抓

手，以 i志愿平台“防疫抗疫”志愿服务专区为统一平台，广泛

组织动员团员青年及志愿者参与疫情群防群控工作。依规有序募

集社会资源，做好青少年心理疏导工作。 

三.竭

诚服务

青年成

长发展 

  

13.推动《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落地。制定广东地区

科学、规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指标体系，定期发布规划实施

指标监测情况。指导地市出台符合当地实际的青年发展规划，推

进深圳市宝安区落实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实施试点工作。推动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普遍建立青年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并常态化运作。 

㈦坚持以青年为

中心，加大力度

帮扶青年提升就

业技能，创新平

台载体服务青年

健康成长发展。 

14. 推动 12355青少年热线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宣传推广，提

升服务质量，完善“统一受理、分类处臵、分级跟办、线下服务”

的上下联动模式。12355热线与 “青年之声”融保障合，大力

推广“粤省事”小程序“青少年求助”板块的应用。 

15. 加大力度帮助青年提升就业能力。创新实施“圆梦计划”，

增加职业技能培训，加大骨干培养力度；优化“展翅计划”，全

年提供不低于 10万个见习实习岗位，结合团中央部署引导大学

生赴欠发达地区和基层一线实习锻炼。 



10 
 

整体绩

效目标 

重点 

工作任务 
实施内容 

  

16.重点帮扶困难青少年群体。擦亮“希望工程”品牌，依托“广

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东红领巾基金”，深化“南粤会亲”

“青春情暖”“健康直通车”等项目，加大留守少年儿童、残疾

青少年、困难青少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群体的帮扶力度。 

  

17. 做实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和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工作。督导各

级“预青”专项组成员单位充分履职。联合公安部门推动市县落

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广东公安机关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意

见》，加强公安系统团建及“预青”工作。做深做实“伙伴同行”

青少年社区矫正、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

（村）”创建等项目。 

四.推

进改革

攻坚从

严治团 

㈧持续推进团的

基层组织建设

“命脉工程”，

共青团改革和从

严治团进一步深

化。 

18．建立顶层设计规范化制度。持续规范新发展团员、毕业生团

组织关系转接、团费收缴等基础团务工作。深入推进深圳南山、

茂名电白基层团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探索新时代强化党建带

团建的有效机制，推动非公团建在试点地区取得较大突破，打造

若干可复制可推广的经典案例。 

19. 以“智慧团建”为抓手深化攻坚全面激活基层团组织，大抓

基层。持续抓好“命脉工程”，推动“两新”组织完成建团。推

进软弱涣散团支部整顿，普遍实现团支部书记培训上岗。探索开

展基层团组织星级创建等评选评定工作。落实推优入党“两个一

般”制度安排，主动对接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制定年度推优计划和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联合培养计划。 

20.落实全面从严治团，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常抓不懈。扎实做好巡视整改，落实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谈心谈话等制度，增强共青团系统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抓好“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全省团干部队

伍建设。 

21.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团校改革为切入构建团干部

教育培训体系，研究解决地方团校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创新办

学方式，突出政治培训，聚焦主责主业。全面推动公立、民办小

学和初中 100%建立少先队组织。大力推动学校少工委建设，加

强对学校少工委主任（校长、书记）的联系及培养。 

注：本表根据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2020年的工作要点、绩效目标申报表等综合编制。 

2.重点任务及目标完成情况概述。 

2020年，在团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省委书记

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11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广东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三个根本性问题，聚焦思想引

领主责主业，各项工作在全团位居前列，较好发挥了排头兵的示范

引领作用。本年度的 4项重点工作任务及目标完成较好。青少年思

想引领实现全面覆盖，青年服务中心大局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服务青年工作项目做深做实，形成常态化管理，共青团改革和从严

治团进一步系统化，推动完善党管青年的体制机制。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部门整体收入预决算情况。 

2020年度，团省委收入年初预算数为 17,827.17万元，调整后

预算数为 31,085.43 万元，决算数为 31,026.19万元。年中预算调

整增加 8,027.18 万元，调整率 45.03%。决算收入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22,308.53万元，占当年决算收入的86.16%，

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次是事业收入，占 11.78%，主要是青年职

业学院的学费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比较小。（说明：2020

年收入预算加上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收支差额 2,375.27 万元

和年初结转结余 2,855.81万元后，预算总收入为 31,085.43万元，

决算数 31,026.19 万元，差异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营收入和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余的调整预算数与决算数不一致）。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 13,334.42 万元，

调整后预算数 22,308.53 万元，决算收入为 22,308.53 万元。预决

算差异率为 0，预决算执行好。预算调增 8,974.11万元（调整率为

67.30%），属于经财政安排程序，对年初未列入预算的项目支出或

未能列入预算的基本支出，包括：⑴直属单位青年职业学院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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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收入年中追加调整 1,952.03 万元；⑵直属单位广东省希望

工程服务中心的“希望乡村教师计划”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项目经

费 3,500 万元；⑶团省委本级调增 2,609.02 万元，主要包含两方

面，一是基本支出调增 345.59 万元，属于人员正常增资、绩效奖

调整；二是下列①-⑥项目调增 2,042.50万元：①“大学生科技创

新培育”专项经费未纳入年初预算但其中 778.50 万元年中拨付团

省委使用增加调整预算；②新增“团省委有关工作经费”700万元；

③新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培育提升项目”项目经费 300万

元；④新增“信创替代工程（电子政务外网）2020 年项目资金”项

目经费 144万元；⑤新增“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重大传染病防控项

目”项目经费 60 万元；⑥新增“2020 年界别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经费 60万元。部门收入预决算具体见表 1-3。 

表 1-3.部门收入的预算与决算对比简表（货币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收入预算 收入决算 
预算与

决算差 年初预

算 

年中调

整 
调整率 

调整后

预算 

决算金

额 
比重 

  a b c=b/a ①=a+b ②   ②-①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3,334.42 8,974.11 67.30% 22,308.53 22,308.53 86.16% 0.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3.事业收入 3,477.12 -427.96 -12.31% 3,049.16 3,049.16 11.78% 0.00  

4.经营收入 874.68 -575.52 -65.80% 299.16 335.23 1.29% 36.07  

5.其他收入 140.95 56.56 40.12% 197.51 197.87 0.76% 0.37  

6.本年收入合计(6=1+2+3+4+5) 17,827.17 8,027.18 45.03% 25,854.35 25,890.79 100% 36.43  

7.加：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2,375.27   2,375.27  2,279.87    -95.40  

8.加：年初结转和结余   2,855.81   2,855.81  2,855.54    -0.27  

9.收入总计(9=6+7+8) 17,827.17 13,258.26   31,085.43 31,026.19   -59.24 

数据来源：据团省委“2020年决算表（汇总）（Z0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整理。 

2.部门整体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情况。 

（1）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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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团省委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 17,827.17 万元，年度

调整预算数 28,350.30 万元，支出决算数 28,404.87 万元，支出决

算比上年度增加 2.81%。部门整体支出中，基本支出决算 13,959.0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87%，（其中人员经费比上年增长 7.04%，日

常公用经费比上年增长 37.97%），主要原因：一是青年职业学院新

增债务还本支出 200 万元、返还教学点学费 211.32 万元、留用征

地补偿款 311.6 万元、调整学生奖助基金 152.46 万元等；二是直

属事业单位上年底招聘工作人员 16 名，相应增加人员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决算为 14,027.91 万元，其中运转类项目决算 8,641.92

万元，专项资金决算 835.99 万元，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决算 4,550

万元，比上年下降 6.43%。主要原因是：一是受疫情影响，财政政

策性压减部分经费；二是青年职业学院 2019 年有省属学校生均拨

款提标经费 1,474 万元，2020年无该专项费用。见下表 1-4。 

表 1-4.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的预决算对比简表（货币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年初 年中 调整后 支出决

算 

支出 上年 比上年

增减% 预算 调整 预算 率 决算 

  a b c=a+b d e=d/c f (d-f)/f 

1.基本支出 11,565.36  2,390.16  13,955.52  13,959.05  100.03% 12,367.32 12.87% 

其中：人员经费 9,229.96  1,512.00  10,741.96  10,742.07  100.00% 10,035.76 7.04% 

      日常公用经费 2,335.40  878.17  3,213.57  3,216.98  100.11% 2,331.57 37.97% 

2.项目支出 6,261.81  7,733.09  13,994.90  14,027.91  100.24% 14,992.10 -6.43% 

其中：运转类项目 6,201.81 2,392.10   8,593.91   8,641.92  100.56% 11,364.90  -23.96% 

      专项资金 60.00   790.99   850.99 835.99  98.24% 627.20 33.29%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0.00  4,550.00  4,550.00  4,550.00  100.00% 3,000.00 51.67% 

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合计 17,827.17  10,123.25  27,950.42  27,986.96  100.13% 27,359.42 2.29% 

3.经营支出   399.88  399.88  417.91  104.51% 269.44 55.10% 

4.其他支出     0.00      0   

经营及其他支出合计 0.00  399.88  399.88  417.91  104.51% 269.44   

支出总计 17,827.17  10,523.13  28,350.30  28,404.87  100.19% 27,628.86 2.81% 

数据来源：据“2020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汇总-Z0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综合编制。 

（2）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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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3,334.42 万元，调整预算为

22,215.64 万元，支出决算为 22,215.64 万元，决算等于调整预算，

预决算执行好。年度支出预算调整增加 8,881.22 万元，预算差异

率是 66.6%，主要是上述所说的原因。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基本支出 8,558.53万元，占比 38.52%，

比上年增长 18.53%；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比上年增长 19.05%，日

常公用经费比上年增长 15.32%；项目支出 13,657.11 万元，占比

61.48%，比上年下降 6.07%。。 

具体如下表 1-5。 

表 1-5：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的预决算对比简表（货币单位：万元） 

财政拨款 年初 预算 调整后 
决算数 

上年 比上年 

支出项目 预算数 调整± 预算数 决算数 增减% 

  a b c=a+b d e (d-e)/e 

基本支出 7,457.61 1,100.91 8,558.53 8,558.53 7,220.29 18.53% 

其中：人员经费 6,214.49 1,202.10 7,416.59 7,416.59 6,230.02 19.05% 

      日常公用经费 1,243.12 -101.19 1,141.93 1141.93 990.27 15.32% 

项目支出 5,876.81 7,780.30 13,657.11 13,657.11 14,539.81 -6.07% 

其中：运转类项目 5,816.81  2,439.31    8,256.12 8,271.12  10,912.61  -24.21% 

      专项资金 60.00  790.99    850.99    835.99  627.20  33.29%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0.00  4,550.00  4,550.00  4,550.00  3,000.00  51.67% 

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13,334.42 8,881.22 22,215.64 22,215.64 21,760.10 2.09% 

数据来源：2020年和 2019年团省委预决算汇总报表。因四舍五入，尾数有误差。 

（3）部门整体支出和财政拨款支出分单位构成。 

2020年本部门整体支出构成：团省委机关本级、青年职业学院

是本部门最主要的支出单位，分别占比 33.81%和 41.79%，其次是

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占比 13.74%。 

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构成：团省委机关本级、青年职业

学院是本部门最主要的支出单位，分别占比 42.12%和 29.00%，其

次是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占比 17.29%。部门整体支出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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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支出分单位构成见下表 1-6。 

表 1-6.2020年度的部门整体支出和财政拨款支出分单位构成表 

货币单位：万元 

行次 单位 
部门整体支出组成 财政拨款支出组成 

支出决算 占比% 支出决算 占比% 

1 团省委机关本级 9,602.46 33.81% 9,356.90 42.12% 

2 青年职业学院 11,870.01 41.79% 6,443.82 29.00% 

3 广东省青少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 768.91 2.71% 480.23 2.16% 

4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与发展中心 607.05 2.14% 603.61 2.72% 

5 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 3,903.70 13.74% 3,840.67 17.29% 

6 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929.84 3.27% 896.75 4.04% 

7 广东青少年大数据及新媒体中心 722.90 2.54% 593.66 2.67% 

  团省委汇总 28,404.87 100.00% 22,215.64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该部门 2020年决算资料计算。 

（4）财政拨款支出结转结余情况。 

2020 年团省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转结余 1,134.8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527.45万元、项目支出结转 607.37万元。

团省委机关本级结转 472.57万元，占比 41.64%，青年职业学院结

转 540.56 万元，占比 47.64%；其他如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

结转 66.77 万元、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与发展中心结转 33.97 万元、

广东省希望工程服务中心结转 17.19万元，占比较小。与上年同比，

结转结余共减少 289.18 万元，下降 20.31%，主要原因是团省委机

关本级项目支出结转同比减少 1,109.90 万元。 

（5）财政拨款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团省委财政拨款项目资金年初结转结余 1,040.97 万

元，本年财政拨款 13,223.51万元，实际支出 13,657.11万元，结

转结余 607.37万元。主要项目支出情况见下表 1-7。 

表 1-7.2020年度的主要项目支出简表（货币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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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年初结

转 
本年预算 本年可用 本年支出 支出率% 

年末结

转 

完成

进度 

1 希望乡村教师计划 - 3,500.00 3,500.00 3,500.00 100.00% - 完成 

2 “圆梦计划”项目 0.05 2,000.00 2,000.05 1,999.60 99.98% 0.45 完成 

3 
2019年广东共青团专项

工作经费 
845.78 - 845.78 845.78 100.00% - 完成 

4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

育专项资金（共青团广

东省委员会本级） 

- 778.50 778.50 778.50 100.00% - 完成 

5 团省委有关工作经费 - 800.00 800.00 793.53 99.19% 6.47 完成 

6 团省委业务工作经费 - 400.00 400.00 399.95 99.99% 0.05 完成 

7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培育提升项目 
- 300.00 300.00 300.00 100.00% - 完成 

8 
粤港澳台青少年及青联

工作经费 
2.67 240.00 242.67 220.01 90.66% 22.67 

基本

完成 

9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山区）计划 
- 230.00 230.00 227.78 99.03% 2.22 完成 

10 办公用房项目 - 174.42 174.42 - 0.00% 174.42 
代建

项目 

11 青少年思想宣传工作 - 150.00 150.00 150.00 100.00% - 完成 

12 

信创替代工程（电子政

务外网）2020年项目资

金 

- 144.00 144.00 143.35 99.55% 0.65 完成 

13 12355 项目经费 - 110.00 110.00 104.61 95.10% 5.39 
基本

完成 

14 
广东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 
- 110.00 110.00 110.00 100.00% - 完成 

15 

“圆梦计划”——广东

新生代产业工人骨干培

养发展项目运维 

5.73 100.00 105.73 105.08 99.39% 0.65 完成 

16 青少年社区矫正 3.09 100.00 103.09 102.22 99.16% 0.87 完成 

17 
志愿服务组织培育与体

系建设 
3.00 100.00 103.00 103.00 100.00% - 完成 

18 
广东大学生校园“两节”

经费 
2.66 100.00 102.66 99.90 97.31% 2.76 

基本

完成 

19 基层组织建设财政经费 0.75 100.00 100.75 90.88 90.20% 9.87 
基本

完成 

20 
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专项

经费 
0.38 100.00 100.38 100.01 99.64% 0.37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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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年初结

转 
本年预算 本年可用 本年支出 支出率% 

年末结

转 

完成

进度 

21 
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监测实施经费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完成 

22 
广东青年创新创业专项

行动 
0.60 93.92 94.52 91.44 96.75% 3.07 

基本

完成 

23 中学共青团改革工作 0.88 75.00 75.88 72.30 95.29% 3.57 
基本

完成 

24 
少先队主题教育和培训

活动 
- 75.00 75.00 70.82 94.43% 4.18 

基本

完成 

25 
青年职业学院项目汇总

经费 
43.01 2,514.54 2,557.55 2,209.59 86.39% 347.96 较好 

26 合计 908.60 12,395.38 13,303.97 12,718.35 95.60% 585.62 
完成

良好 

注：本表数据根据该部门 2020年决算资料综合分类计算。年末结转主要与项目的跨

年度性质有关。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总资金 3,000万元，其中，直接拨入团省委

仅 838.50万元（团省委留用项目运维经费 60万元，拨付部属及民办高校项目经费 778.5

万元），其余资金由财政厅另行拨款到省内各相应高校。 

上表列出该部门 2020 年实施的主要项目，实际支出项目资金

12,718.35 万元，平均支出率 95.60%。结合该部门工作主要通过具

体项目和活动实施的特点，说明部门年度主要任务完成良好。检查

发现的不足，一是办公用房项目，属于代建项目，相关经费支出由

代建局执行、年度预算根据代建局意见上报，该项目仍处于工程结

算编审阶段，资金尚未发生支付。二是青年职业学院个别项目经费

的支付率为 0，如人才队伍建设经费 20 万元、2020 年高校应征入

伍中央资金-高等职业教育经费 16万元、退役军人职业培训就业创

业补助经费 7.7万元在 2020 年度尚未发生支出，资金支付率为 0。 

3.部门“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 

该部门“三公”经费控制较好。2020 年团省委因公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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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的预算支出

119.13 万元，决算支出 50.14万元，决算比预算少 68.99 万元，预

算控制率为 42.09%。与 2019年度对比，增加 9.45万元，上升 23.23%。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详见下表 1-8： 

表 1-8.2020“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简表（货币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本年 本年 预决算 预算 上年 比上年 比上年 

预算数 决算数 差异 控制率 决算数 变动额 变动率 

  A B C=B-A D=B/A E F=B-E G=F/E 

三公经费： 119.13 50.14 -68.99  42.09% 40.69 9.45 23.23% 

①因公出国（境）经费 18.24 1.37 -16.87  7.48% 17.58 -16.21 -92.23% 

②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 91 46.27 -44.73  50.85% 20.25 26.02 128.50% 

  其中：公务车购臵费 22 19.83 -2.17  90.16%   19.83   

        公务车运行费 69 26.44 -42.56  38.31% 20.25 6.19 30.55% 

③公务接待费 9.89 2.50 -7.39  25.32% 2.86 -0.36 -12.44% 

数据来源：团省委 2020 年度的预算及决算报表、有关佐证材料。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总体上，团省委 2020 年预算资金使用绩效良好，预算编制比

较规范，预算执行总体较好，资金使用效益表现优秀，但绩效目标

的编制有待进一步提升，项目监管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绩效资料的

统计需要进一步规范，部分项目进度缓慢。 

综合评定团省委 2020 年整体支出的总得分为 89.59 分（含加

分项得分 4 分），评价等级为“良”。（详见附件 2）。总得分率和一

级指标得分率如下表: 

表 2-1 总得分率和一级指标得分及得分率表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 

履职效能 50 41.34 82.68% 

管理效率 50 44.25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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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 

总分值 100 85.59 85.59% 

加减分   4   

综合总分   89.59 89.59% 

数据来源：见附件 1。 

（二）履职效能分析 

指标分值 50 分，得分 41.34分，得分率 82.68%。 

总体来看，2020年度，团省委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产出、效益

专项资金绩效情况完成较好，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预算目标比

较宽泛，需提升归纳出部门整体的关键性指标；部分申报的项目可

行性研究和充分论证表现不佳，当年度未发生资金支付情况；广东

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的支付率偏低，主要表现为项目高校

的资金使用率偏低（如根据高校资金支付情况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各高校支付该专项资金合计 851.03万元，资金支付率

为 28.95%），个别高校尚未发生资金支付。 

综合评定后此处扣 8.66分。 

（三）管理效率分析 

指标分 50分，得分 44.25 分，得分率 88.50%。 

2020年团省委对资金、项目和资产都实施了有效管理，预算执

行表现良好。在预算编制上，基本能实现项目入库管理制度。在预

算执行上，现有内部规章制度基本得到遵循，资金支出得到合理控

制，但存在二级单位青年职业学院在建工程—教学楼已使用多年，

仍未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财务管理合规性有待加强。在信息公开

上，团省委基本能按照财厅要求及时公开部门预决算报表，部门整

体绩效自评报告等，但还需加强项目的绩效目标及分配方案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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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绩效管理上，团省委制定《团省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绩效考

核评价办法》，并报送《2020 年度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绩效考核工

作自评报告（送审稿）》，绩效管理管理制度执行较好，但个别大额

资金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有待提升。在采购管理上，团省委基本能

按照制度执行。在资产管理上，团省委能按照规定及时上缴资产收

益，每年度均能按规定进行一次固定资产盘点工作，但存在部分固

定资产闲臵，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存在极少数瑕疵。在运行成本

上，团省委经济成本控制较好，如：能耗支出 3.75 元/平方米，数

值小于最高一档 A（28 元/平方米）；物业管理费 59.77 元/平方米，

数值小于最高一档 A（100 元/平方米）；行政支出 0.50 万元/人，

数值小于最高一档 A（0.65 万元/人）；业务活动支出偏大，系统数

值为 5.78万元/人，其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团省委业务活动支

出 1,427.06 万元，剔除专项会议费和培训费支出 1,419.84 万元，

按实际人数 247人计算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0.03万元/人，将原本为

大于 D（4.2 万元/人）调为 A（0.35 万元/人）；外勤支出 1 万元/

人，数值小于最高一档 A（1.78万元/人）；公用经费支出 10.02万

元/人，数值介于第二档 B（8 万元/人）和 C（13.5万元/人）之间。 

综合评定此处扣 5.75分。 

（三）加减分 

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获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广东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我省获奖选手和为办赛参赛工作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的通报，共计加分 4分。 

三、主要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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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团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省委书记

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广东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三个根本性问题，聚焦思想引

领主责主业，各项工作在全团位居前列，较好发挥了排头兵的示范

引领作用。部门整体支出总体绩效情况良好，主要体现在： 

（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

导青年，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引领力 

一是全面加强共青团系统党的建设，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落地落实。团省委书记班子带头充分履行

讲政治、抓党建第一责任主体的职责，不折不扣严格落实“第一议

题”制度，开展“第一议题”学习 94 个，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42

项，建立工作台账，跟踪督办，形成学习贯彻闭环，不折不扣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做好巡视整改，根据

十二届省委第五轮巡视反馈意见，全面对标中央新部署新要求制定

整改措施，全省各级团组织联动抓好整改。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谈心谈话等制度，不断提升团省委党建水平，增强共青团系统党内

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形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常抓不懈，着力加强共青团系

统党的建设，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巩固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恶劣影响的工作成果，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二是深化“青年大学习”行动，推动全体团员青年政治学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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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制度化。落实《广东共青团团干讲党团课工作实施办法（暂

行）》，细化工作督导，示范带动“团干讲党团课”3535 场，开展“青

年讲师团”宣讲 3506 次，主题线上线下覆盖青少年 4014 万人次。

动员全省团员青年参与“青年大学习”670万人次。印发《“绽放战

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五四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

员的回信精神，激励和引领广大青少年继续弘扬五四精神，进一步

坚定制度自信，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力量、绽放青春。在

5 月 4 日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邀请青年团员

代表讲战“疫”青春故事，同时上线青年运动发展历程等两大“云

展览”、“心育云讲堂”等五类“云课程”，超过 94万人次线上参与；

珠海、阳江、云浮邀请援鄂医疗队队员为团员青年上云端团课，把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加强青少年制度自信教育的生动教科书，

引导青少年进一步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活动超过

40 万人次观看，收到了 1 万多条留言。湛江开展 5 场“青春共筑防

疫长城”主题网络团课，超过百万人次在线接受教育。开展“我的

青春超精彩”线上宣传活动，团省委微信公众号推送相关文章 21

篇，阅读数 198.6 万，B 站、快手等视频平台共发布视频 16部，总

播放量超 250 万，官方微博平台编发消息 22 条，浏览量超 900 万

次，互动量 1.4万次，原创产品 7 部，阅读量 500 万次等。联合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省教育厅、省学生联合会等发布《关

于开展广东省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志愿宣讲行动》通知，动员大、

中、小学组建“传承红色基因”志愿宣讲队，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第二课堂、主题团队日等活动，利用节假日在全省 137个红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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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和爱国主义场所，面向游客开展常态化宣讲活动，如暨南大学

中华文化大讲堂志愿宣讲队员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线上直播，累计

吸引线上 10 万人次观看。 

三是深化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做实各个领域青年骨干人

才培养工作。以“灯塔工程”为总抓手，团省委联合省委宣传部举

办“灯塔学习会”，深入浅出传播新思想，累计覆盖近 14 万人次。

开展“灯塔工程〃广东学子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践活

动‛，发动全省 350 万大学、中学团员青年、1200万少先队员争当

全会精神的宣传员、践行者。构建覆盖全省 154所高校 408个团学

组织的新媒体矩阵，常态化开展“南粤青年说”、“每日一学习”等

网上学习活动，设臵青年议题，策划推出一系列受学生欢迎、传播

广、影响大的思政文创产品，提升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理论性、时

代性和针对性。团省委和省学生联合会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成功

主办“灯塔工程”广东青年大学生思想引领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揭晓 56 个“灯塔工程”广东青年大学生思想引领精品项目、培育

项目，并聘请包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在内的 18 位青年

榜样为“灯塔工程”导师，鼓励青少年以“灯塔”之光照亮前行道

路，要做新时代追光者，勇立时代潮头。深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落实“压数量、重实践、调结构”工作方向，加强青

年政治人才培养系统工程建设，继续完善巩固高校“省-校-院”培

养体系，举办 2020 年广东大学生“青马工程”培训班，“青马工程”

培养 7万多名，推动全省 152所高校和 568所普通高中开展“青马

工程”培训班，已实现广东高校“青马工程”全覆盖。为推动中学

“青马工程”在全省各地规范化、常态化开展，制定并印发《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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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

提升“青马工程”的覆盖面。 

四是深化“青年五四奖章”“向上向善好青年”等榜样选树活

动，培养新时代接班人。实施第五届寻找“最美南粤少年”活动，

面向全省中小学生选树身边的“好榜样”，吸引全省 1 万多所学校、

22.6万名学生参与，最终评选出 60 名“最美南粤少年”。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 70 周年贺信》中对少

年儿童提出的“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要求，团省委联合省少

工委制作“守护生命的对话”—广东省少先队云队课暨返校复学第

一课，广东各地少先队员同上一堂队课，开展年度广东省少先队集

体和个人评选活动，评选 797 名省级优秀少先队员、279 个省级优

秀少先队集体，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从小学先锋，长大当先锋”。

授予 10 名同志和 10 个集体第二十二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团

结引领广大团圆青年向模范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号召全省

广大青年以受到表彰的先进青年典型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积极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团省委、省青年联合会

为了表彰优秀青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杰出贡献，特别授予 73 位

同志和 28 个集体“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开展“向上向善好青年”

活动，推选黄树彬、何智升 2名优秀青年当选“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评选出于歌等 60 位爱岗敬业、创新创业、勤学上进、扶贫助

困、崇德守信五大类别“广东向上向善好青年”，凸显向上向善榜

样力量，充分发挥青年典型的示范作用，用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

引领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贡献

力量、绽放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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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深化网上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工作，全面入驻青少年聚焦

主流新媒体平台。运营“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抖音等 8个新

媒体平台，粉丝总数超 2800 万，全年总浏览量累计突破 182 亿人

次，“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新媒体影响力居全国前列、全领域

公众号影响力全省第一。围绕五四青年节、国庆节、建党节等重要

节点和脱贫攻坚等重要工作，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 109条，总阅读

量 3015 万；视频平台发布视频 29 部，总播放量 5984 万；微博编

发资讯 85 条，总浏览量 3348 万。围绕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和抗

美援朝 70 周年等相关报道，微信公众号、视频平台和微博编发资

讯等多种途径发布推文及视频创作等共计 182 条（个），总阅读量

过亿。持续打造新媒体行业南方峰会品牌项目，各界青年近千人参

加峰会，超过百万网友通过网络直播同步在线收看互动，共同探讨

青年新媒体发展路径，凝聚青年新媒体人智慧、汇聚青年新媒体人

力量，共同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空间。 

（二）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国家工作大

局，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和美丽广东建设 

一是聚焦学业帮助，助力乡村实现高质量控辍保学。团省委创

新开展“青年云支教”项目，首批组织华南师范大学等 10 所高校

共 3999 名优秀大学生志愿对接粤东西北 13 个地市 3695 名相对贫

困青少年学生，打造一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家庭云教师”志愿者

队伍。开展“广东福彩育苗计划”送教下乡专项行动，重点深入粤

东西北地区，为省内 2万多名困难少年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

供素质教育支持，并发动多家知名社会教育机构定向培优 263名学

生，帮助一批“苗子”高质量升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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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施 30周年重要精神，实施“1+1 助学”项目，资助相对贫困青

少年 5932 人，合计 605 万元，整合社会资源为 167 所乡村小学配

备 15976 份绘本等教具资源，丰富乡村小学生的课余生活。 

二是聚焦深化就业帮助，帮扶相对贫困青年提升职业技能及高

质量就业。强化“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育计划的扶贫功

能，以原建档立卡贫困村为重点地区，培育 2000 多名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开发 170 个优质涉农创业项目，帮扶 3600 余个贫困农

户创业增收，推选广东 8 名青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荣誉称号，打造“青农诚品”公共品牌标识，对接会员及扶

贫企业 300余家，收集整理 700多款优质特色农产品。建设“易学

堂”广东大学生职考在线培训平台，上线升学、公考、各类考证、

各类职场技能等 12 大专题 42个项目在线学习，共上线 647个学习

视频，累计在线学习 18.2万人次，为 2.8万人提供职业规划测评。

开展“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培训 3927 场、

近 40 万人次，成功帮助 2.9 万人入职。开展“空中双选会”和线

下专场招聘活动 435 场次，吸引近 2 万家企业累计发布 42.3 万个

岗位，服务 7.3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千校万岗”行动开展

贫困青年就业帮扶工作，针对在册贫困生建立“一对一”“一对多”

精准帮扶机制，目前全省 840 名团干已完成结对工作，已为 2462

名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提供就业帮扶并顺利就业。 

三是推动西部（山区）计划提质增效，强化“健康直通车”志

愿服务。共招募 1526名大学生志愿者入新疆、西藏等中西部省（区）

以及粤东西北贫困山区开展支教扶贫、驻校社工等专项服务，其中

1000多名山区计划“希望乡村教师计划”专项、近百名“一校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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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专项志愿者先后奔赴粤东西北近 500 所偏远薄弱乡村学校接力

支教和开展驻校社工工作，完善在岗及服务期满志愿者的日常管理

及就业跟踪支持，截至目前“乡教计划”已累计招募选派志愿者 2796

人次，分布在粤东西北地区 12个地市 1165所乡村学校，累计提供

逾 184.5 万节精品课程，惠及超 35 万名乡村学生，有效缓解乡村

老师结构性短缺的局面。强化“健康直通车”等东西协作，为西藏

林芝、四川甘孜累计整合医疗项目等资源 736余万元、义诊各族群

众 2400 余人次、实施人工耳蜗等重症手术 6 例。团省委积极对接

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相对贫困青少年体检、健康档案建立和特定疾病

筛查工作，目前已为全省 138条省定贫困村，3673 名相对贫困少年

建立健康档案，结对帮扶残疾青少年 80 人，建立起以“健康直通

车”、“青年文明号”、阳光助残扶贫行动为抓手的健康扶贫长效机

制。 

四是深入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做细做实“七彩假期”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动全省 122 所高校 40 余万大学生组建

11292支实践队伍进行社会实践。引导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与县区“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鼓励学生在家乡就近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2020年暑假期间，创新使用“i志愿”系统供需对接平台进

行需求发布、需求认领、人员招募、项目实施、服务记录等管理工

作，对“七彩假期”项目进行动态管理。共计发布需求 261个，成

功对接 201 个，组织动员 202 支志愿服务团队、1.7 万名志愿者参

与“七彩假期”项目，范围覆盖全省 21 个地级市，志愿服务总时

长达 9.02 万小时，为农村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和防疫一线医

务人员子女提供学业辅导、亲情陪伴、素质拓展、自护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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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心理辅导等服务。 

五是大力推进农村“万里碧道”建设，引导乡村青少年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深化“保护母亲河”行动，建立“共青团+青年环保

社会组织+青年志愿者队伍+青年突击队”模式的“河小青”队伍，

投入 310 万资金构建五级“河小青”队伍网格体系，推动护河志愿

者注册人数达 65万人、队伍共 2190 支、年度服务时长 189.3万小

时。配套在河湖附近开展流域性植树护河活动，建设青年林、感恩

林、亲子林、志愿者林等主题林，累计共植树 18.8 万株，建成阳

山县解放军青年林等树林共计 2287.93 亩。联合多部门印发《“拾

分美丽”广东青少年助力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积

极组织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投身垃圾分类志愿行动，引导青少年从

小树立环保意识、投身环保实践。 

六是强化消费扶贫创新推动社会扶贫，高标准做好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年，为助

力东西部贫困地区脱贫，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前往对口支援的

广西、四川等地对接相关工作，全年投入 3060 万元，累计实施对

口支援工作项目 16 个，通过公益扶贫、教育扶贫、促进就业创业

扶贫和产业扶贫等多样化扶贫方式，扎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助工作。

开展广东青年企业家“千企帮千村”行动，全省各级团组织共发动

456 家企业，整合 6.4 亿元资金，结对帮扶 358 个乡村，通过发展

产业、开展关爱活动等帮扶约 4.8 万人。 

（三）围绕“双区建设”，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服务体

系 

一是积极落实“双区驱动”建设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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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港澳青年发展多搭台多搭梯”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广东共青

团统一战线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全省各级

共青团及青联组织迎难而上、积极作为，以“青年同心圆计划”为

统揽，克服疫情影响创新交流路径，联动港澳台地区青少年社团机

构，围绕基地建设、实习就业、创新创业和文体交流等方面，开展

各类交流活动 110场，线下线上参与 3.4万人次，确保联络不中断、

交流不停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深圳南山区通过多方合力，建

设“1 个总部+3个服务中心+N 个产业服务基地”模式的“大湾区青

年家园”实体阵地，构建“思想引领+产业垂直互动+一站式咨询”

三个层面的服务体系，打造五大湾区青年服务平台，多措并举服务

港澳青年来深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推动“i 志愿”系统、注册

志愿者证在澳门落地应用，打通粤澳志愿者激励嘉许体系，与澳门

志愿者总会签订粤澳两地志愿服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志愿

服务的交流合作促进大湾区社会治理和人文湾区建设。 

二是以“青年同心圆计划”为统揽，推动粤港澳青年交流交往

交融。深化推进“青年同心圆”粤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合作项目，积

极对接并长期联系 174家港澳台青年社团，以亲情、友情、商情为

核心累计开展交流合作项目 1552个，参与人数超 23.5万人次，帮

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湾区发展。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

艺术节和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云上中秋”活动，举办两岸四地青

年企业家高峰论坛，该项目列入国台办重大工作项目，举办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合作工作培训班，培训班创新采用“线下

+线上”的互动模式，现场视频连线香港新家园协会、澳门中华新

青年协会，通过线上对话进行别开生面的交流分享。举办粤港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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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线上交流活动等共计 13 个场次，搭建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和项

目孵化的平台，吸引港澳青年近 600 人次参与。青年交流品牌项目

不断创新，美誉度日渐提高。 

三是做深做实港澳青年在粤服务工作，破除港澳台青年发展瓶

颈。在湾区城市建设专门服务机构，为港澳台青年来粤发展提供“一

站式”服务，协助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难题。联合港澳机构共建

大湾区青年家园 38 家，13 家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服务港澳青年刚

需，推动多项举措齐头并进，提供信息咨询、实习就业、创新创业、

成长发展、公益志愿、在港澳家人转介及和解等多项服务。各地市

实施专项计划，吸引港澳台青年来粤就业，如团广州市委实施“优

职英才”等港澳学生实习计划，其中南沙开展“百企千人”港澳台

学生实习计划，组织 120 名港澳台学生到 25 家企业实习，并举办

非遗文化体验等 31 场社会实践活动，促成 9 名学生签订就业意向

书；团东莞市委协办 2020 年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澳门青年实习计

划，精准开发 21 家企业 79 个实习岗位，接收 14 名澳门青年来莞

开展为期 4周的实习，加深澳门青年对内地发展的认知，增强投身

湾区建设的信心。 

四是举办创新创业赛事，培养港澳台青年双创人才。以创新创

业赛事为牵引，扶持一批港澳台青年双创项目，培养一批港澳台青

年双创团队，多措并举助力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创未来。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后积极联络各合作单位启动“创青春”香港、澳门地区选

拔赛，共发动和组织 105 个港澳青年参加地区赛，20 个项目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参加省赛，选送 10个港澳优质项目参加国赛，取得 1

银 5 铜的成绩。依托“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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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专项赛，遴选、培育

15 个粤港澳大湾区专项赛优秀项目。 

（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一是完善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深化以“青创赛、青创

板、青创网、青创营、青创盟、青创园”为支撑的青年创新创业服

务体系，推动《广东省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出台工作。2020年

“中国青创板”新增项目上板 573 个，举办投融资对接 9 场，开展

创业服务活动 10场，实现投融资对接额 1.23亿元。举办第七届“创

青春”系列赛事，创新“线上+线下”竞赛组织方式，吸引超 6000

个项目参赛，推荐 40 个项目参加全国赛，在“创青春”全国赛中

获得 5 金 2银 10铜 12 优秀的优异成绩，全国赛中金奖数和总奖牌

数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采用“云端”形式举办“挑战杯”省

级赛事，全国“挑战杯”中我省成绩位居全国前列。承办钟南山青

年科技创新奖发布和首届评选终评工作，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年科技

创新。 

二是扩大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规模。“攀登计划”省级专

项资金由 2019 年的 2000 万元扩大至 3000 万元，资助大学生科技

创新项目由原来的 1000个增加至 1450个，计划分配给全省 154所

高校，最终评审确定全省 144 所高校申报 1450 个项目，极大地激

发了广东大学生的创新热情和基层的参与热情。2020 年“攀登计划”

硕果累累：①共计发表论文 985篇，其中核心期刊 139篇、SCI/EI 

264 篇、SSCI/CSSCI 8 篇、普通期刊 574篇；②被领导签批 14 次，

其中省部级 9次，地市级 5 次；③获授权专利共 606 个，其中发明

专利 220 项、实用新型 325 项、外观设计 61 项；④制作实物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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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⑤获奖 182项。其中科技发明制作类 566项，获奖 123项；自

然科学类 320项，获奖 23项，哲学社会科学类 564项，获奖 36项。

其中部分高校成果质量突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明显，创新

育人效果显著。 

（五）推进青年民生事业，深度参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 

一是推进首批青年民生实事。团省委围绕“广东青年关注的热

点问题”开展网上问卷调查，在 17 万多份回收的调查问卷中、1.5

万条青年意见里，7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存在“房价过高”或“房

租太贵”的现象，团省委联合省住建厅开展“青年安居计划”，加

大高校应届毕业生住房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除住房保障项目外，

广东首批确立的青年民生实事项目还包括广东省青少年权益维护

和社会救助服务平台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及就业促进、广东青少年

活动和服务阵地建设、青年学子基层服务成长、乡村青少年健康成

长服务、新生代产业工人服务等项目，致力于推动解决青年成长过

程中遭遇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并提出具体的落实举措。 

二是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整合 300 万元专项经

费投入到广东文明志愿服务工作，主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志愿文化推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

动月、广东公益志愿文化节主题活动 3项工作。联合省文明办举办

第二届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题培训班；依托“益苗计划”

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专项赛，评选出 1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项

目和 70 个优秀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和能力建设，并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资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评估，支持百佳团队和优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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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推荐 5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项目参加第五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 3 个金奖、2 个银奖；出版志愿服务培训教

材《做一个快乐的志愿者》、制作网络培训教材《广东志愿服务教

学课程》，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承办广东省新

时代文明实践“七个 100”下基层活动，组织百佳团队分赴汕尾市

海丰县等粤东西北 12 个县（市、区）开展文艺展演、宣讲、慰问

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省文明委印发《乡村新时代文明志愿服务

提升行动方案》，完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指引》起草工作；

举办首届志愿广东公益之夜筹款活动，以志愿公益“主题演讲+慈

善晚宴+艺术展演”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 300 名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以及社会组织、基金会代表等参与现场义卖、认捐，筹集资金

超过 1877万元。 

三是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和毒品预防工作。根据

《广东共青团普法责任清单》等文件要求，试点启动“一校一青少

年社工”项目，开展 1500余场普法宣讲活动，覆盖 36 万人。联合

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等单位，深入全省乡村开展超 1400 场普法

宣讲活动，直接覆盖青少年 100万余人，切实增强乡村地区青少年

法律意识。组建禁毒志愿者服务联盟，常态化凝聚和联系 5200 个

组织，走进农村和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服务，联合省委政法委在全省

10 个县、30 个社区（村）开展省级“青少年零犯罪受害社区（村）”

第二期试点单位创建工作，以点带面，引导更多社区（村）深化青

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 

四是深化“伙伴同行”粤东西北地区青少年社区矫正帮扶计划，

助力平安建设广东。与省司法厅共同签署《广东省司法行政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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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共青团关于青少年法律服务及矫正帮扶合作协议》，明晰各方

职责重点，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实施科学的个案管理，采取“政府

购买+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 “青藤计划”项目。截

至 2020 年 12 月，粤东西北 12 个地市共完成建档任务 764 个，落

实重点探访 300 人，开展重点个案 120 个，形成典型案例 33 个，

社矫对象对服务整体满意度为 95.5%，较 2019 年（93.6%）有所提

升。 

（六）积极动员青年投身疫情防控斗争，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发挥组织引领作用，发动各界青年投身“战疫”行动。疫

情发生后，在团省委应对疫情工作协调小组统一指挥下，各青年社

会组织迅速发出“动员令”，引导各界青年积极参与抗击疫情行动，

召开 14 次会议调度指导各级共青团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组建

团员青年“战役”突击队 1902 支，突击队队员 38737 人。组织超

44 万名志愿者、超 1.07 万个志愿者服务组织有序参与体温检测、

便民服务、秩序维护、社区防疫、防疫宣传、网络舆情引导等方面

群防群控工作，服务时长超 1302 万小时。广东省志愿者行动指导

中心获评省委省政府“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二是提供人文关怀，解决一线医护及志愿者后顾之忧。在全国

率先落实疫情防控志愿者专属保险和关爱基金，建起兜底性安全网。

实施“青春情暖——白衣战士致敬行动”，解决 62 个前线医疗队需

求 413项，为每支医疗队配备 2至 4 名心理专家，为医务人员子女

提供 13165个免费课程，开发“青情小果篮”项目，每周为家属送

出价值 30万元的水果，整合价值约 1.03亿元物资服务一线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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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家属，“一家一策”解决 4080个生活难题。 

三是借助组织联动优势，依法依规有序募集社会资源。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海外留学青年

联谊会等组织纷纷发起“驰援武汉”行动，开展力所能及的资源募

集及声援工作。发动 32万人次捐款 2152万元，募集物资价值超过

4718万元，支持湖北前线医疗物资合计 3387.38万元，支持省内防

疫一线 188万元、87万口罩、37万双手套。 

四是开展文创宣传，凝聚传播战疫”正能量。第一时间推出 13

期“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系列微课程”培训视频，为各地做好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提供有效指导；广州制作 7门培训微课程，并推出《防

疫志愿服务培训教材》及“多语种微课堂”，依托 B 站、TikTok 等

平台向社会推广。各党支部结合党员活动日开展“学王烁、战疫情、

强自信、建功业”专题学习讨论会，学习王烁同志把人民的利益放

在首位，主动担当责任，敢于牺牲，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树立了

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是新时代学习的榜样。特别授予于向荣等 73

位同志、广东医疗队驻洪湖检测小分队等 28 个集体“广东青年五

四奖章”，引领全省广大青年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各行各业持续

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七）坚持以青年为中心，加大力度帮扶青年提升就业技能，

创新平台载体服务青年健康成长发展 

一是推动《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落地，构建青少年

发展工作合力。顺利举办广东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联席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

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分工（草案）》、《广东省中长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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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指标（草案）》，推动规划落实跨部门机制有效

运行，省、市、县三级实现联席会议机制全覆盖，构建涵盖 41 个

重要指标的青年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指标体系，130 余名各市（县）

负责规划的同志参加“广东共青团加强制度建设暨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专题研讨班”，极大的提升规划工作的专业水平。 

二是推动 12355 青少年热线提质增效，做实青少年心理健康服

务。打造全省统一的热线平台，采用“统一受理、分类处臵、分级

跟办、线下服务”模式，全年无休、每天 12 小时面向青少年提供

一体化服务，组建由 610 名心理咨询师、400 名执业律师、120 名

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创新引入“云坐席”，采用“固定席位+

云坐班”模式，安排部分心理咨询师在场外通过“云坐席”提供服

务。加强联动，整合资源，更优更全为青少年提供服务，如与省公

安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110报警服务台与 12355 青少年综合服务

平台联动工作的通知》，完善青少年警情、高危电话处理等事宜；

与省司法厅签订框架协议，将 12348 公共法律热线中青少年心理咨

询、就业创业等咨询转介至 12355 青少年热线；与省法律援助局联

合发布《关于做好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相关工作的通

知》，推动省市成立“12355 法律援助工作站”，指派律师向未成年

被害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通过 12355热线及粤省事“青少年求助”

专区，面向全省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共接来电 28240 通，

小程序心理咨询 91241个。 

三是加大力度帮助青年提升就业能力。投入 2,000 万元，实施

“圆梦计划”，全年帮扶 1 万名新生代产业工人圆大学梦，“圆梦计

划”被列入省政府“十大民生实事”。全力开展“展翅计划”，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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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制定下发《疫情冲击下广东共青

团服务青年就业工作路径》指导各地工作，累计为大学生提供超 16

万个实习见习岗位。开展疫情影响下的青少年的研究工作，撰写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获马兴瑞

省长、王伟中副书记批示，《新冠肺炎疫情对海外留学生就业的影

响分析及对策建议》获覃伟中副省长批示。 

（八）持续推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命脉工程”，共青团改革

和从严治团进一步深化 

一是持续抓好“命脉工程”，推动“两新”组织完成建团。树

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召开“命脉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

团中央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入推进深圳南山、茂

名电白基层组织综合改革试点，出台配套创新制度或举措超过 38

项，推动超过 9224 家“两新”组织完成团建，社会领域团组织数

年增长率达 10.4%。制定《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关于理顺团的基层

组织设臵、隶属关系和团建工作责任的规定（试行）》《广东共青团

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修订）》等制度，规范新发展团员、

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团费收缴等基础团务工作。建立抓基层

团建述职考核机制，明确基层团建任务清单和考核指标。 

二是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在基层落地。全年理顺 156

个高校团组织隶属关系，推动 68 所高校召开学（研）代会。依托

省团校开办面对乡镇、农村社区的基层团干部主体培训班，累计开

办 25 个培训班次，调训轮训 2380人，乡镇专职团干部已基本实现

全覆盖。出台全团带队若干举措，实现市县两级教育团工委 100%

覆盖，支持全省 100 所学校示范性建设少工委，带动全省 92.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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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和初中建立学校少工委，少先队专业化建设不断推进。 

三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团要求，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制定出台《广

东共青团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修订）》、省团内表彰实施办

法等规定，建立健全绩效考核评价制度体系，设臵开展党建和公共

目标指标考核以及关键业绩指标考核，依法依规开展团内违纪核查

工作，先后查处 7 起违纪问题，并依规依章予以督办。 

四是完成省团校改革。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省团校改革精神和

要求，剥离学历教育，创新办学方式，突出政治训练，聚焦团干部

教育主责主业，2020 年 6月，团省委与省教育厅签订广东青年职业

学院划转协议，高职学历教育正式划转教育厅管理。其中支出团干

部及青年骨干培训及工作经费 1050 万元，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开

展各项培训工作，集中力量办好团省委主体班。2020 年举办各类培

训 48 期，4345 人次，40829 人天。广东青年职业学院提高教学质

量，较好的完成 2020年职业教育各项工作，如 2020 届毕业生人数

1711人，初次就业率为 87.46%，超过省教育厅就业率 75%要求；毕

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4%，超过省教育厅要求的 90%。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不足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不足 

评价发现，团省委在绩效目标设臵、资产管理方面、项目管理

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影响了部门整体资金使用效益。具体体现

如下： 

1.目标设臵有待提高。                                                            

团省委《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设臵的个

性化指标难以全面、明确、充分反映部门年度履职效果，且三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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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目标值过于细化，未进行归纳总结，选取最能反映团省委部门履

职的关键目标值。另外部分项目的绩效目标的设臵有待加强，如广

东青年投身乡村振兴战略行动项目的阶段性目标设臵欠合理，本年

度设臵的阶段性目标实际在 2019 年已基本完成，与本年度的总体

目标及实际完成情况关联性不足；又如 2020 年“希望乡村教师计

划”招募志愿者乡村教师的数量指标欠清晰，有待改善，个别目标

设臵未能按照客观情况制定合理的效益指标，例如志愿者到期延续

比例目标值 40%有待斟酌。 

2.资产管理有待提高。 

一是团省委、省教育厅于 2020年 6 月 15日签订广东青年职业

学院移交备忘录，截至 2020 年底，事关学院资产划转的工作未能

完全落实以及白云校区基建工程项目竣工结算手续未完成。二是固

定资产常态性监督工作有待加强，如个别单位存在部分固定资产闲

臵，部分老旧、废弃资产未及时报废处理等。 

3. 个别项目管理精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团省委机关本级基建工程建设项目应及时与省代建项目管理

局沟通，适时跟进项目情况，加快财政资金支付进度，如查看省代

建项目管理局网站上公布的正在实施的委托代建项目进展情况表，

团省委办公用房项目 2018 年 12月底处于工程结算编审阶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仍处于工程结算编审阶段；部分项目的推进和

监管等还有优化和提升空间。此外，抽查发现，个别项目存在监管

不足，实施过程的记录不够规范，反映绩效的佐证材料统计不够完

整系统规范等问题，项目管理有待进一步精细化 。比如抽查“广

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对拨付至具体资金使用高校后，



40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团省委负有统筹监督的责任，但

在实际工作中，高校项目进展、资金使用进度、业绩成果等信息上

报频次不够，团省委未能及时全面了解本项目的进展情况。 

（二）相关建议 

针对本次评价，为进一步提高团省委部门管理水平，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提出以下建议： 

1.构建部门整体支出的指标库。 

建议团省委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及项目特性，建立健全适用于本

部门工作特性的核心绩效指标库，为部门年度预算执行、目标实施

双监控夯实基础，另外，重大任务与工作重心变化，指标库也应实

施常态化动态管理，满足部门整体支出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另外，

建议对金额重大或性质重要的项目制定设臵个性化评价指标，对所

属二级单位制定部门整体支出目标。从而构建由项目绩效目标、二

级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团省委整体绩效目标整合的绩效目标体系，

以此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绩

效。 

2.细化设备配臵计划，注重资产管理规范。 

一是团省委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文件要求进行资产配臵、

更新、交接和处臵。在年初编制部门经费预算时，团省委根据部门

实际工作需要和相关办公设备配臵标准文件合理测算所需设备量，

基于上一年度部门资产盘点情况和部门资产在用情况严格控制部

门资产更新计划，避免出现资产超额配臵、闲臵等现象。二是广东

省团校与青年职业学院应加快学院资产划转等工作，有利于广东省

团校和青年职业学院各司其责，聚焦主责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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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项目监督、检查、跟踪和绩效材料归档工作。 

一是建议加强日常检查、抽查或监督。对于覆盖面广的项目，

可由各资金使用单位按季度、半年度或者年度上报给团省委相关业

务部门，形成有效的工作跟踪、上报、反馈机制，也可委托第三方

机构实施项目运行的事前、事中监控，并注意加强对第三方的验收

评价，严格把握质量。二是加强检查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整改落实，以进一步促进项目顺利开展。三是为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建议加强有关绩效材料的统计和归档工作，如立项的申报

资料（如文件依据、资金测算方案、调研和可行性分析）、资金管

理和检查（若拨付至其他资金单位使用，需由资金使用单位按月、

季度、半年度等上报资金使用情况，查看资金使用方向是否合规），

项目实施、检查、监控和验收跟踪资料，绩效产出成果及效益资料，

受益对象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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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资

金使用单位责任意识，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

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简

称：团省委）委托广州银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2020 年广东

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简称：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3,000

万元的使用情况开展中期绩效评价工作。本项资金的使用周期为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本次评价结合实际情况，评价基准日

延伸至 2021 年 6月 30 日。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设立背景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积极

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

件‛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粤发„2018‟33号），为各类青年人才提供更大平台和更多机会，

鼓励青年人才创新创造，要‚统筹‘攀登计划’广东大学生科技创

新培育专项资金支持青年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有关要求，激发

全省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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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

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法》（粤财行„2019‟182

号），及签批件《关于继续设立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的请示》（团粤联呈„2019‟1 号），团省委联合省财政设立广东大

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专项用于资助省内高校大学生（包括

全日制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科技创新团队开展科技创新实践

研究。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为该专项资金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资金

具体使用由团省委机关学校部负责。 

（二）资金预算和用途、绩效目标 

1.资金预算分配与用途。 

2020 年 3月 25日，广东省财政厅下达《关于安排 2020年度广

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的通知》（粤

财行„2020‟32号），安排 202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3,000 

万元，其中：①团省委工作经费 60 万元，用于校园宣传推广、项

目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绩效自评、结项验收、项目申报平台建设

和维护等。②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

报告和学术论文项目、科技发明制作三类 1,450个大学生科技创新

项目补助资金 2,940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业务、差旅会议、实验材

料、仪器设备、专家咨询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支出。参见下表和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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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分配简表 

序

号 
事项 合计 

其中：重点项目 其中：一般项目 

重点

项目

小计 

科技

发明

制作

类 

自然

科学

类 

社会

科学

类 

一般

项目

小计 

科技

发明

制作

类 

自然

科学

类 

社会

科学

类 

1 立项数量(个) 1,450 232 120 60 52 1,218 446 260 512 

  数量比重 100% 16% 8.3% 4.1% 3.6% 84% 30.8% 17.9% 35.3% 

2 资助标准(万元/个)   6.00 4.50 3.00  2.00 1.50 1.00 

3 财政资金(万元) 2,940 1,146 720 270 156 1,794 892 390 512 

  金额比重 100% 39% 24.5% 9.2% 5.3% 61% 30.3% 13.3% 17.4% 

 

详见附件 2. 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立项数及资金分配表。 

2.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①培育和资助 1,450 个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开展科技研究；②

选送其中优秀作品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和‚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③上半年资金拨付率

达到 100%；④举办 30 场‚攀登大讲堂‛活动；⑤对不少于 30 所高

资助120个科技发

明制作类重点项目

资金720万元占

24.5% 

资助446个科技发明
制作类一般项目892

万元占30.3% 资助60个自然科学

类重点项目270万

元占9.2% 

资助260个自然科学
一般项目390万元占

13.3% 

资助52个社会科学

类重点项目156万

元占5.3% 

资助512个社会科学
类一般项目512万元

占17.4% 

2020预算年度各学科专项资金百分比示意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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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行中期检查工作。 

（2）具体绩效目标，如下表： 

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目标简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中期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资助大学生科技

创新团队数量 
1450 

重点项目 232 个，一般项目 1218 个，覆盖 144

所高校 

宣传推广场次 30 场 覆盖全省 20%高校 

质量 项目结项率 60% 根据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 

时效 完成进度及时性 60% 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60%项目的结项 

成本 成本控制 100%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

提下，实际支出未超出预算 

效益 

社会效益 宣传覆盖率 5% 

通过挂网通知公告、微信推文、高校传达等形式

面向全省 203 万名学生进行宣传，其中每年 10

万名学生能够受到较深度的宣传影响。 

经济效益 创新能力培育率 60% 

指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研

究成果转化为发明专利以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

际生产中的项目总数量的比例。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表示满意的服务对象数/项目覆盖范围内接受调

查的对象总数×指标分值；根据项目的满意度或

公平性情况判断评分。 

资料来源：粤财行„2020‟32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0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

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的通知》附件 3。 

（三）资金支出与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的 2,940万元项目经费，1,146万元用于资助 232个重

点项目；1,794 万元用于 1218 个资助一般项目。获得项目立项的学

校 144所，占 2020 年全省高校 154 所的 93.51%。 

1. 截至 2021 年 6 月资金支出和本专项开展进度。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共计支

出 1629.73万元，项目的支出率为 54.32%。其中：①项目运维业务

经费预算 60 万元，实际支出 54.19 万元，尚未使用的资金 5.8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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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该专项项目运维业务经费支出率 90.32%；②获得立项的 1450

个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重点项目 232个、一般项目 1218个）

实际到位资金 2,940 万元（到位率 100%），实际支出资金 1,575.54

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53.59%。 

截至 2021 年 6月，本专项的总体进展顺利，参见下表： 

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进度简表 

序

号 
学科类别 

立项项

目分类

合计 

其中，截至 2021 年 6 月的进度  2021

年 6 月

已符合

结项标

准的数

量  

预计

2021 年

12 月能

按期结

项的数

量 

预计

2021 年

12 月能

按期结

项的比

例 

比计划

提前 

按计划

进行 

比计划

滞后 

 未开

始研究  

    a+b+c+d a b c  d        

  科技发明制作类 566 50 494 21 1 247 565 99.82% 

  自然科学类 320 21 281 18   176 320 100.00% 

  哲学社会科学类 564 21 503 39 1 258 563 99.82% 

合计 1450 92 1278 78 2 681 1448 99.86% 

比重 100% 6.34% 88.14% 5.38% 0.14% 46.97% 99.86%   

其

中 

重点项目 232  —  —  —  — 83 232 100% 

一般项目 1218  —  —  —  — 598 1216 99.84% 

2.阶段性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期资金使用周期两年（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截至 2021

年 6 月底，202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推行进度基本顺利，受疫情

影响，重点项目培育引导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比例实际 39.66%

暂低于目标值 50%，其他指标已完成。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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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简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中期 

完成值 
实际情况 

产出 

数量 

资助大学生

科技创新团

队数量 

1450 1450 

资助资金已 100%拨付到各高校，用于立

项的大学生科创项目，其中：重点项目

232 个，一般项目 1218 个，覆盖 144

所高校。 

宣传推广场

次 
30 场 120 场 

团委主办宣传推广 30 场，覆盖高校

20%，另 95 所高校团委举办了宣传推广

活动，总覆盖率超过 60%。 

质量 项目结项率 60% 
预期

99.86% 

根据中期成果申报材料，本期重点项目

的预期结项率为 100%；一般项目的预计

结项率为 99.84%。综合为 99.86%%。 

时效 
完成进度及

时性 
60% 超过 75% 

绝大部分的大学生科创项目按时间进

度进展顺利并预期能按期结题，极少部

分进展缓慢和未开展。 

成本 成本控制 100% 100% 
本专项资金成本得到较好控制，资金实

际支出进度慢于项目开展进度。 

效益 

社会效益 宣传覆盖率 5% 5% 

通过挂网通知公告、微信推文、高校传

达等形式面向全省203万名学生进行宣

传，超过 10 万名学生能够受到较深度

的宣传影响，大学生科创团队项目申报

踊跃。 

经济效益 
创新能力培

育率 
60% 81.24% 

根据中期成果申报材料，本期重点项目

创新能力培育率为 90.95%，一般项目创

新能力培育率为 79.39%，两项综合的创

新能力培育率为 81.24%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服务对象满

意度 
80% 80.96% 

满意度调查显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为

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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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各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申报业绩材料和中期检查业绩材料。 

二、自评结果 

（一）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各高校提供的阶段性数据、佐证材料（截至 2021年 6月），

按照 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经综合审

核和现场抽查，自评综合得分率 88.81%，自评绩效等级为良。 

参见下表和示意图： 

一级指标自评得分简表 

评价维度 满分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 

投入 20 18.75  93.75% 

过程 20 16.04  80.20% 

产出 30 27.30  91.00% 

效益 30 26.72  89.07% 

合计 100 88.81  88.81% 

一级指标自评得分表见图 

 

详见附件 1：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财政资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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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二）指标分析 

1.投入（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 18.75 分，得分率 93.75%）。 

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决策科学，

设立依据充分；项目评审和资金分配将遵从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既统筹兼顾、关注地方院校，既突出重点培育项目又充分照顾

各学科一般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特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和杠杆作用，具有合理性；绩效指标设臵具有合理性和可衡量

性；团省委、省财厅联合制定并修订《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

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法》（粤财行„2019‟182 号），

明确专门资金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保障程度较高；部分高校还制

定了专门针对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的专门制度、资金配套制度和奖

励办法，促进了项目开展。 

我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的财政局转拨资金较缓慢，高校在大学

生科技创新专项的制度建设仍需进一步建立或完善。 

经综合评定，此项得 18.75分，得分率 93.75%。 

2.过程（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 16.04 分，得分率 80.02%）。 

在资金管理方面，各高校设臵了专户核算和专账管理，绝大部

分学校还能按照每个立项项目单独核算，项目资金收支余清晰，方

便了对资金支出情况进行监控；绝大部分高校及其团委对大学生科

技创新专项设臵了专门的管理岗位，按照省财政厅本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和学校规定对项目预算和支出进行了审批，总体上管理比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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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资金使用用途和使用方向基本符合规定。 

在项目管理方面，202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实施程序较为规

范，管理有效，总体进展达到预期目标。2020年团省委联合高校开

展了 30 场‚攀登大讲堂‛讲座及举办攀登计划进校园活动，并通

过中国青年报，推出系列宣传文章，扩大了宣传和知晓度；团省委

建立了项目管理对接平台，对项目从下发申报通知、学校预立项、

团省委组织专家评审、立项公示，直到分配资金、下达资金、中期

检查、结题验收，都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跟踪反

馈。正常完成项目中期检查，并根据中期检查报告及时对高校提出

指导性建议，加强线上指导，保障项目顺利进行；项目实施监管总

体比较有效，团省委 2021 年组织进行了中期检查，在对所有项目

实施书面材料检查的基础上，检查 144所学校，综合形成书面检查

报告，对发现问题通报各高校，督促整改。在本次绩效自评中，各

高校克服疫情影响，予以配合，提供佐证项目业绩材料、财务收支

资料或中期检查成果等。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因受疫情影响和报账滞后，高校层

面的资金支付总体偏低，截至 2021 年 6 月 30日，本专项实际支出

1629.73万元（项目周期两年），支出率 54.32%，落后于 75%的时间

值和本专项的实际进展；少数高校资金使用存在一些不规范地方；

对未按计划进度开展或开展滞后项目，所属高校团委的督办力度有

待加强；部分项目的学生负责人因毕业、深造需要变更而未报备；

各高校在成果、业绩信息的统计和归集方面的及时性、规范性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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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等。基于此，本项减 3.96 分，自评得 16.04分，得分率 80.02%。 

3.产出（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 27.3分，得分率 91%）。 

在经济性方面：本专项实施的成本总体上属于合理范围，支出

得到较好控制。在效率性方面：①宣传推广：2020 年团省委加大了

宣传力度，首先是面向全省高校举办创新创业成果展及‚攀登计划‛

讲座，提高项目知名度。其次是团省委及各高校 2020年共完成 120

场次‚攀登大讲堂‛宣传推广活动；②完成及时性：至 2021 年 6

月，本专项执行进度比计划提前的有92个项目（占总项目的6.34%），

按计划进行的有 1278个项目（占总项目的 88.14%），总体上本专项

整体完成及时性比较好；③项目完成时限：本专项绝大部分项目预

计能到期按期结项；④完成质量：根据 2021 年本专项资金中期检

查结果，重点和一般项目的产出率已分别达到 90.95%和 78.49%，

分别大于 70%和 60%的预期值。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有 78 个项目（占总项目数 5.38%）

的进展比计划滞后，有 2 个项目（占总项目数 0.14%）未开始研究

的。基于这些情况，本项减 2.7分，自评得 27.3 分，得分率 91%。 

4.效益（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 26.72 分，得分率 89.07%）。 

创新能力培育率：根据中期成果申报材料，本期重点项目创新

能力培育率 90.95%，一般项目创新能力培育率为 79.39%，两项综

合的创新能力培育率为 81.24%，超过 60%考核值。 

宣传覆盖率：团省委及高校 2020 年在广东高校开展面向全省

203 万名高校学生进行宣传，其中每年 10万名学生能接受到较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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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影响，达到 5%的覆盖率。 

可持续发展：在人员机构和制度政策、管理机制、大学生科技

创新生态链条培育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团省委及各高校团委发挥

了重要领导作用。不少学校建立了相应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激励

机制，对学生和指导老师给予全方位支持，促进科创培育的发展。 

高校及大学生满意度：根据问卷调查，成功获得 2020 年大学

生科技创新专项立项的高校老师、团委干部和大学生对‚申报、管

理、效果的满意度‛为 80.96%，达到预期目标值。 

本次自评也注意到：本期引导项目参加‚挑战杯‛或‚创青春‛

等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参赛率低于以往，其中：重点项目参加各类创

新创业竞赛率为 39.66%，低于预期 50%，这可能与疫情影响和部分

项目未达预期进度无法参赛有关，一般项目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率为 31.12%，高于预期 30%；部分学校项目成果质量有待提高；对

项目创新育人效果的跟踪还不够重视，数据不够系统完整；宣传推

广、优秀项目经验交流、优秀成果展示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例如，

高校师生对‚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的宣传推广效果‛表示满意和

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72.73%，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基于以

上情况，本项减 3.28分，自评得 26.72分，得分率 89.07%。 

三、主要成效 

（一）团委成为大学生科技创新事业重要推动力量，形成可持

续培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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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省委已制建立我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的管理机制。 

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以前年度称‚攀登计划‛）始于 2015

年，是在省委省政府和省财政厅的直接关心下设立的，授权团省委

作为本专项的主管部门。本专项直接针对大学生专用于自然科学类

学术论文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项目、科

技发明制作三类的科创项目，是我省对高校大学生科研单项资助力

度最大、最充足的专项资金，而且申报成功率较高，省内各高等院

校对此普遍欢迎、高度重视和积极鼓励学生申报，2020年申报本专

项的大学生团队数量（5,760 个）已是 2015 年（2,604 个）的 2.2

倍，六年累计获得立项 6,450 个，平均立项率到达 23.3%；项目资

助覆盖的学校逐年扩大，2020 年立项覆盖学校已经扩大到 144 个，

占全省高校总数的 93.51%，累计资助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团队

6,450 个，（参见下表：本专项历年申报与立项一览表）。高校师生

均以申报和参与立项项目研究为荣，很多师生感言，团省委不仅是

大学生政治思想的引导者，更是大学生科技创新事业的助推器。本

专项的设立和实施，是党和国家的人才培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增添了团省委和高校团委对大学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树立了

团委干部新形象和新活力，政治思想和科技兴国两手抓、真抓实干，

以科技创新带动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更扎实，促进了高校对大学生的

研究能力和实操技能培养，增加了深造人才输送和高技能人才的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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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历年申报与立项一览表 

事项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申报团队数量   2,604    4,175    4,560    5,228    5,343    5,760   27,670  

申报增长率   60.3% 9.2% 14.6% 2.2% 7.8%   

立项项目数量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450    6,450  

申报立项比 38.4% 24.0% 21.9% 19.1% 18.7% 25.2% 23.3% 

立项高校数量     111      127      125      133      136      144      776  

立项高校增长率   14.4% -1.6% 6.4% 2.3% 5.9%   

经过多年实践，机制逐步完善，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一

是团省委、省财厅联合制定并修订《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

（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管理办法》（粤财行„2019‟182 号），从

资金的下达、使用、检查、管理、绩效评价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管

理，并细化了资金支出范围；制定了《‚攀登计划‛广东大学生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工作指南》等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申报立项、

中期检查、绩效评价、结项验收等进行科学管理；项目建立了功能

完整的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效率。团省

委组建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专家库，提升了立项和结项评审

公平性和权威性，还通过巡回检查，督导各高校规范资金使用和开

展绩效考核。 

二是本专项与‚挑战杯‛或‚创青春‛等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相衔接，团省委在推动全省 142所高校建立了校级赛事，66 所高校

设立了院级选拔竞赛的同时，引导、鼓励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积极

参与上述赛事的校、市、省、国家的晋级竞赛，提高了大学生参与

项目的动力。 

三是团省委 2020 年还推动设立了 2020-2024 年第二期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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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金额总

额由第一期 1亿元扩大至 1.5亿元（每年 3000万元），拟每年资助

全省 1450个大学生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科技创新研究实践。 

2.高校建立相应的创新培育机制。 

一是各类高校形成多层次的创新培育机制。其一，华南理工大

学、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重点高校，课题成

果质量较高，核心期刊论文及专利较多，项目绩效突出，对本专项

行动起到示范作用；其二，部分专业特色鲜明的学校，能很好地结

合专业特点进行项目选题，培养学生专业创新能力，取得显著成果。

比如广东工业大学、广州药科大学等，项目选题具有鲜明的专业特

色；其三，部分独立学院、高职院校能结合专业特点，通过分析需

求和周边区域需求开展项目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比如，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等。自评检查中还发现，对不容

易获得科研项目、条件差的高职高专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兼顾

公平性的分配机制，给予了学生开展项目研究的机会，学校和学生

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二是汇聚高水平指导老师，有力保障了创新能力培育。2020年，

资助的 1450 个项目共汇集了约 2553 名指导老师。部分高校注重项

目支持，加大激励力度，充分调动指导老师积极性，确保项目的顺

利开展。比如，评价了解到，华南理工大学、番禺职业学院等大部

分高校对参加本专项并在‚挑战杯‛竞赛中获奖的师生，均给予奖

励金；国家级、省级‚挑战杯‛相关奖项可给予指导老师认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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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的论文并可用于个人职称评定。南方医科大学将本专项并计入

学工部（团委）对各院系以及书院导师的绩效考核（占考核比例 9%）

和学生选修课程，已成为该校科研工作重点工作。 

三是整合高校各类创新资源，加大配套资金支持，放大财政资

金的效益支点撬动作用。各高校广泛开展校级项目评比和培育活动，

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形成了以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攀登计划‛、

华南师范大学‚金种子计划‛、广东工业大学‚攀登班‛等项目为

代表的一大批校级科技创新活动品牌。50所高校共安排了配套经费

941.56 万元，放大财政资金的支点撬动左右。配套资金不仅加大了

项目研究资助，还广泛应用于对挑战杯获奖的项目的学生和指导老

师进行奖励，极大地调动了项目团队和指导老师的积极性，更有效

地激发了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 

（二）本期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已产生丰硕研究成果，部分项

目成绩突出，有效推动高校育人事业 

1.本期本专项已产生丰硕研究成果。 

包括：已形成论文 985 篇（含期刊已发表和已受理待发表），

占立项总数（1450 个）的 68%；已获得专利授权及已受理专利 606

项，占立项总数 42%；制作科研实物 727 件，占立项总数 50%；参

加‚挑战杯‛比赛获得省级和国际级奖项182项，占立项总数13%；

研究项目及成果获得市级和省部级领导、部门签批或采纳 14 项，

占立项总数 1%。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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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中期成果简表 

事项 

成果 

数量 

合计 

其中： 
成果 

数量 

占比 

其中：分类分别占比 

科技

发明

制作 

自然

科学

类 

哲学

社会

科学 

科技

发明

制作 

自然

科学 

哲学

社会

科学 

  a+b+c a b c         

⑴已发表论文合计 985 358 282 345 68% 63% 88% 61% 

①发表于核心期刊 139 53 65 21 9.6% 9.4% 20% 3.7% 

②发表于 SCI/EI 期刊 264 114 137 13 18% 20% 43% 2.3% 

③发表于 SSCI/CSSCI 期刊 8     8 0.6%     1.4% 

④发表于普通期刊 574 191 80 303 40% 34% 25% 54% 

⑵获授权/受理专利件数 606 493 81 32 42% 87% 25% 5.7% 

发明 220 165 51 4 15% 29% 16% 0.7% 

实用新型 325 290 22 13 22% 51% 7% 2.3% 

外观设计 61 38 8 15 4.2% 6.7% 2.5% 2.7% 

⑶制作实物的件数 727 619 42 66 50% 109% 13% 12% 

⑷参加“挑战杯”比赛获奖次数 182 123 23 36 13% 22% 7% 6%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 3     0.2% 0.5%     

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8 13   5 1.2% 2.3%   0.9%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19 10 4 5 1.3% 1.8% 1.3% 0.9% 

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 142 97 19 26 9.8% 17.1% 5.9% 4.6% 

⑸被领导签批/采纳 14 2 1 11 1% 0.35% 0.31% 2% 

省部级领导 9   1 8 0.62%   0.31% 1.4% 

地市级领导 5 2   3 0.34% 0.35%   0.5% 

资料来源：2020年各高校中期成果申报材料。 

2.部分高校及部分项目成绩突出。 

本期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研究成果涉及前沿学科和社会热点

问题，以下以 5个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中期成果为例： 

（1）中山大学。立项项目 27 个（其中：自然科学类 11 个、

社会科学类 11 个、科技发明制作类 5 个；其中重点项目 12 个），

其中，获得省部级领导签批 1次；已在发表论文 26 篇（核心期刊 7

篇、SCI/EI期刊 6 篇、SSCI/CSSCI 期刊 1 篇、会议论文 6 篇），另

有 6 篇在投稿审核中；多项研究获得不同层次的奖项。例如：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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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城 镇 化 、 乡 村 振 兴 与 小 镇 青 年 的 生 存 发 展 研 究 项 目

（pdjh2020b0023，社会科学类，一般项目）：华黄、晓星、蒋婕的

《推动就业创业，探寻小镇青年发展独特道路》准确把握小镇青年

的发展状况，为我国青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建言献策，有较大政策意

义，2020 年 10 月 11 日被省部级领导签批 1 次，2020 年 10 月 11

日被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采用；蒋婕的《‚城镇性‛与小

镇青年的生存发展》获得‚第十五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中荣获

‚优秀论文二等奖‛，被收录到《新中国成立 70 年青少年发展与

青少年工作研究报告——第十五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19）优

秀论文集》（王义军，北京金城出版社，2020）。②基于深度强化学

习的边缘计算资源配臵优化研究项目（pdjh2020a0003，自然科学

类，重点项目）：在专业领域旗舰性 EI 会议发表论文 3 篇，分别在

2020 IEEE WCNC 上发表《Optimization-driven hierarchical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hybrid relaying communications》

和 《 Robust Beamforming for IRS-assist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under Channel Uncertainty》，在2020 IEEE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上发表《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Robust Beamforming in IRS-assist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件，制作实物 1 份；该项

目在‚中大科技园杯‛第十四届赢在中大创新创业大赛学术创新

赛道中获得一等奖。③厌氧氨氧化－藻类耦合深度脱氮工艺项目

（pdjh2020a0002，科技发明制作类，重点）：在核心一区 SCI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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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Sustainable Chem.Eng.》上发表《Development of a quartz 

sand protocol for exoproteome exploration from anammox 

consortia》论文 1 篇，获得发明专利 202010357615.5《一种增强

厌氧氨氧化菌耐冲击性能的驯化方法及其应用》授权 1件，制作实

物 1 份。④β-葡糖醛酸酶诱导巨噬细胞促进 Th17细胞分化参与子

宫内膜间质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的机制项目（pdjh2020b0015，

自然科学类，一般项目）：在核心期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上发表《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分布特点及其临床意义》、《慢性

子宫内膜炎影响生殖预后的相关机制》论文 2篇，在核心期刊《中

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上发表《不同减胎方式对单绒毛膜双羊

膜囊双胎临床结局的影响》论文 1篇，在核心期刊《实用医学杂志》

上发表《健康女性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肠道菌群微生物组学研究》

论文 1篇，在核心期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上发表《山东

大学学报（医学版）》论文 1篇，在普通期刊《国际妇产科学杂志》

上发表《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和治疗的新观点》、《慢性子宫内

膜炎与生殖预后的关系及其研究进展》论文 2篇。⑤‚村规民约‛

与现代乡村‚德治‛实践的研究与推广——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

广州市 1144 个行政村的实证研究项目（pdjh2020a0007，社会科学

类，重点项目）：在第十四届‚中大科技园杯‛赢在中大创新创业

大赛获得二等奖（人文社科赛道第一名），被推荐参加第十六届‚挑

战杯‛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一等奖。⑥时间银

行本土化现状与困境探究项目（pdjh2020b0024，社会科学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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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项目）：在中山大学 2019年第十届‚社人聚焦‛调研比赛中获一

等奖，在‚中国社会学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消费社会学分论坛

上宣读论文，并获论坛优秀论文提名。⑦社会治理体系视角下的生

活垃圾分类体系构建——基于广州和深圳的比较研究项目

（pdjh2020b0025，社会科学类，一般项目）：第十六届‚挑战杯‛

广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三等奖。⑧上市公司质量

提升的内外部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实证检验与广东省企业调研

的证据（pdjh2020b0020，社会科学类，一般项目）：成果论文《员

工持股计划、员工监督与企业违规》获得第二届中国实证财经研究

高峰论坛十佳论文、全国首届经管类本科生论坛优秀论文、上海市

研究生金融论坛优秀论文，在第十六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第十九届

中国经济学年会宣讲，该论文已在核心期刊《世界经济》第三轮审

稿中；成果论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违规的治理作用》获得南京市

研究生论文大赛一等奖。 

（2）华南理工大学。立项项目 30个（其中：自然科学类 5个、

社会科学类 7个、科技发明制作类 18 个；其中重点项目 9 个），预

期到 2021 年底全部项目可按期结项。其中，获得省部级有关部门

采纳 2次；已在发表论文 30篇（核心期刊 3 篇、SCI/EI 期刊 22 篇、

SSCI/CSSCI期刊 1 篇、普通期刊 1篇、会议论文 2篇、国家权威报

纸 1），另有 1篇在投稿审核中；多项研究获得不同层次的奖项。例

如：①产业工人获得感：指标体系、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

广东省的调查数据项目（pdjh2020b0055，社会科学类，一般项目）：



61 
 

决策咨询报告《重视 TIKTOK 被封杀被并购案例 重点防范化解美国

遏制我国发展重大安全风险》，在 2020 年 11 月获得广东省单篇采

用、中央有关部门采用；参与撰写决策咨询报告《重视‚美日撤企‛

折射出的全球经济形势四大动向》，在 2020 年 11 月获得广东省单

篇采用、中央有关部门采用；在国家级权威报纸《经济日报》上发

表《用活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 为深圳经济特区赋能助力》文章 1

篇，被央广网、环球网、中华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在 CSSCI 期刊《新

闻与传播评论》上发表《公共危机情境中的标语口号:传播属性与

话语建构》；该项目在 2020 年 8月第四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

大赛中荣获国家级二等奖、最佳案例奖，在 2020年 9 月第一届‚哲

寻杯‛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荣获国家级特等奖，在第十七届

‚挑战杯‛华南理工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校

赛一等奖。②全息出行：基于通讯波段 RSSI 的城市道路交通全息

感知系统设计项目（pdjh2020a0030，科技发明制作类，重点项目）：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3 件，制作实物 1 份；在多项赛事中获得重要奖

项：获得 2020 年中国（小谷围）‚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得国赛一等奖，2020 第九届‚赢在广州‛暨大湾区大学生创

业大赛中获得省赛三等奖，第四届‚中国创翼‛创新创业大赛广东

省选拔赛中获得省赛优胜奖，2020‚创客广东‛仲恺区高新区工业

互联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2020港科大百万

奖金（国际）创业大赛中获得省级 24 强入围奖，华南理工大学‚新

陆杯‛第十一届‚挑战杯·创青春‛创业大赛中获得校赛铜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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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发表论文 6 篇：在核心期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基

于优化极限学习机的公交行程时间预测方法》，在 EI 期刊《中国公

路学报》（交通运输工程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人机混驾环境下

基于 LSTM 的无人驾驶车辆换道行为模型》，在 EI 期刊《交通运输

工程学报》（交通运输工程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基于半监督极

限学习机的隧道内车辆 RSSI定位方法》，在 SCI期刊《Sensors》（JCR

一区）上发表《 Multi-Stage Pedestrian Positioning Using 

Filtered WiFi Scanner Data in an Urban Road Environment》，

在 SCI 期刊《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JCR 一区）

上 发 表 《 A data-driven operational integrated driving 

behavioral model on highways》，在 SCI期刊《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JCR三区）上发表《A Combined Deep Learning 

Method with Attention-Based LSTM Model for Short-Term Traffic 

Speed Forecasting》。 

（3）暨南大学。现代有轨电车槽型轨精准清洁系统重点项目

（a0058 /科技发明制作类）：已制作实物 1份，并已在第六届电子

技术与信息科学国际学术会议（ICETIS 2021）上发表会议论文

《Research On Grooved Rail Garbag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YOLOv3》，在第二届计算机科学、通信和网络

安全国际会议（CSCNS 2020）上发表会议《An Algorithm for 

Extracting Groove Rail Area Based on Improved Hough 

Transform》，在第五届机械、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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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CCE 2020）上发表会议论文《Research on small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yolov3》，已在第二届

计算机信息和大数据应用国际学术会议（CIBDA 2021）上发表会议

论文《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an auxiliary automatic driving 

system for tram track cleaning vehicles based on ROS》。探

究 NF-κB信号对卵泡发育过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重点项目（a0063

 /自然科学类）在 SCI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上发

表 论 文 《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related calcium 

imbal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induced failure of neural tube closure during 

embryogenesis》。CB5083 在结直肠癌中的抗肿瘤机制研究项目

（a0064 /自然科学/重点）：在 SCI/EI 期刊《Computational and 

Structural Biotechnology Journal 》 上 发 表 论 文

《Structure-based discovery of neoandrographolide as a novel 

inhibitor of Rab5 to suppress cancer growth》。 

（4）汕头大学。细胞信号网络开关 CDC42 特异性抑制剂 CASIN

在食管鳞癌恶性演进中的功能与分子作用机制项目（a0218/自然科

学/重点）：获得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第三届广

东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并在在 SCI 期刊《Cancer and 

Metastasis Reviews》上发表《Rho GTPases in cancer radiotherapy 

and metastasis》1 篇，普通期刊《癌变、畸变、突变》上发表《CDC42 

抑制剂 CASIN 对食管癌细胞活力与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CDC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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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剂CASIN 对食管癌细胞活力与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论文2篇。

基于 AI技术的失语症轻量化诊疗方案项目（a0217/科技发明制作/

重点）：制作实物 7 份，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和授权外观专利 1

件；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赛铜奖

和省赛金奖，在 SCI 期刊《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上发表《An Efficient Deep Learning Based Method for Speech 

Assessment of Mandarin-Speaking Aphasic Patients》论文 1篇，

在 SCI期刊《Sensors》上发表《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s for Aphasia Assessment》论文 1篇。 

（5）珠海科技学院。不同碳源对提高桦褐孔菌液体发酵产物

的抗氧化活性的研究项目（b0764/自然科学/一般）：获得第五届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国赛创新组三等奖。基于数

据总线技术的模块化机器人项目（b0760/科技发明制作/一般）：制

作实物一台，获得‚中国外运杯‛第七届全国大学物流设计大赛中

荣获全国优胜奖、第十三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中广东省

一等奖。基于人工智能的模块化 AGV 机器人项目（b0762/科技发明

制作/一般）；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省赛金奖；在《电视技术》发表了《AGV 小车无线

充电电路改进与仿真》。 

（三）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已成为我省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的重

要方式和实践平台 

一是营造日益浓厚大学生创新创业氛围。各高校广泛开展大学



65 
 

生科技创新专项校级项目评比和培育活动，绝大部分学校已将申请

和参与本专项的相关知识纳入创新创业必修课程内容，有些高校实

行第二课堂学分制度。暨南大学举办‚创新创业人才交流会‛，着

重介绍本专项的详细情况，使更多同学深入了解，同时邀请优秀团

队分享经验做法。多所高校在新生入学教育期间宣讲，以浓厚创新

氛围，引导大学生走科创之路。 

本专项为大学生团队开展项目研究提供了科学实践的机会，让

有‚想法‛的学生主动去找指导老师，也让有科研项目或专业优势

的老师主动找学生参与，在科研和专业能力发展方面形成了教学相

长的实践机制，激发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在第十六届‚挑战杯‛省赛中，142 所高校、3636件参赛作品

参加竞逐，省校两级参赛人数超十万人；来自 53 所高校的 156 件

作品获得特等奖，得到了钟南山、瞿金平、刘耀光、魏奉思、张景

中、谢和平、陈湘生、于起峰等 10 余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以及多名优秀科创青年代表的加油助力，青年大学生备受

鼓舞。2020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校级申报项目数达 5760余个，

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已在我省高校学子中蔚然成风。广东省高等教育

学会发布的大学生群众性创新创业活动活跃度研究报告，显示高等

教育本科和高职院校活跃度大幅度提升。 

二是引导大学生勇担国家社会发展使命。习总书记提出‚要大

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激发调动全社会创新

创业活力‛，我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支持的项目研究，孵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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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并不只是科研业绩，还有科研方法的学习和能力的养成，以及

大学生树立科创报国的理想和担当。数以千计的项目团队成员不仅

锻炼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项目成果转化、社会问题调查等科研

思维和科研实践能力，还通过自我管理、团队合作、相互交流激发

出更强的创新活力。总体来说，项目培养了大批具有较强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的优秀学子，投身社会和科研实践、推动社会发展，在

创新创业实践中感受国情，为推动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

设科技创新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存在的不足与改进意见 

（一）存在的不足 

本次自评，注意到存在以下不足：部分高校未建立与大学生科

技创新专项相匹配的管理制度，或不利于发挥本专项的政策导向功

能和专款专用；高校层面的总体资金支付率偏低，个别项目资金使

用欠规范；少部分项目进展滞后和极个别项目未开展；高校在成果、

业绩信息的统计和归集方面的及时性、规范性有待提高；本专项的

宣传推广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 

（二）改进意见 

1.在机制建设方面，积极与各高校及其团委沟通交流，借鉴一

些高校的先进做法，探讨在各高校建立健全与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

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促进高校细化项目管理与督办、资金报销、项

目业绩成果信息归集与上报及档案管理的规范化，进一步优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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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技创新培育奖励机制，吸引和激励更优秀、更多的师生更积极

投身创新创业事业。例如，为职业院校大专生专升本、指导导师职

称晋升等提供政策支持，又如，探讨参照‚互联网+‛经验，将大

学生科技创新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纳入教育系统高校学生业绩评

价体系，扩大其对高校学生继续深造提供政策支持。 

2.在宣传推广方面，在原有宣传各项目学科优秀事迹、优秀成

果、成果应用与融资创业等经验的基础上，增加录制专门视频，或

提供更多的线上线下交流等多种宣传推广方式，让更多有志于科研

的大学生得益于优秀案例事迹的启发和鼓励，提高宣传效果和效应。 

3.在信息上报方面，完善和增加定期的项目进展、资金使用进

度、业绩成果等信息的上报汇总频率，定期是指每学期结束时、每

年终了时、一年半时和周期结束时。定期信息上报，也是团省委与

校团委项目监督的一个措施，有利于推进本专项开展的及时性，并

依此督办滞后项目。对于因毕业、深造、工作调动等需变更项目负

责人（大学生）、指导老师以及增减参与学生等情况，增加该等信

息的变更备案安排。同时，探讨上报信息的针对性、有用性、涵盖

学科特定、与绩效考核匹配性，并方便汇总和分类查询，推进建立

专门的信息系统自动化。同时，推动各高校团委建立大学生科技创

新专项档案管理标准化，按预算周期建立和管理好相关档案材料。 

4.在结题方面，探讨分批结题的可行性。例如，华南理工大学

反映，有些科技发明制作类项目一年就可以完成，如果等到两年周

期结束时才结项验收，影响了科研时效性，建议增加在 1 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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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提前完成项目的组织结题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