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科技学院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重庆科技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由两所具有 60多年办学历史，办学声誉良好的

原中央部委属学校——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和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全国示范性高工专重点建设

学校）合并组建，于 2004 年 5月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立

人、求是求新、载文载道、为国为民”的办学宗旨，以教学工作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科

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坚持产学研合作途径，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促进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和科技进步。学校主动服务国家、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信息、科研和人才优势，为国

家、重庆和行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创业教育、美学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职业素

养，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1. 人才培养  立足“两业两域”，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模式和培养体系。积极推进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鼓励和支持教师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制定专业建设标准、人才培养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建立校、院

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发布年度本科生、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和就业报告，积极开展第

三方认证或评估，接受社会监督。 

2. 科学研究  学校坚持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坚持科教深度融合，坚持产学研合作途

径，坚持应用技术研发导向，协同创新，打造产学研用合作和技术创新与应用基地，促进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科技进步。 

3. 社会服务  学校主动服务国家、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需要，充分发挥信息、科研和人才

优势，为国家、重庆和行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健全应用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机制，促进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应用。 

4. 文化传承与创新  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发挥大

学文化辐射、带动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促进国家文化事业繁荣进步。实施文化兴校战略，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进一步弘扬“两业两域”文化和“创业、创新、创优”精神，形成具有重庆科技学

院文化特质的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加强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建设，促进校园文

化品牌化和精品化。 

（二）机构设置及单位构成 

重庆科技学院下设 26 个党政群团部门和 13个二级学院（部），26 个党政群团部门分别是：党政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办公室、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保卫部、合作与发展处、人事

处、教务处、科研处、计划财务处、审计处、外事处、信息化处、基建处、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

后勤处、校医院、离退休工作处、图书馆、继续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档案馆、校工会、校团委；

13 个学院（部）分别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电

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安全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

数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体育部。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和安全工程领域两个专业硕士点，开设有石油工程、冶金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安全工程、会计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艺术设计等 54个本科专业, 其中工学 36个（占 66.7%）、理学 5个



（占 9.25%）、管理学 5个（占 9.25 %）、文学 2个（占 3.7%）、法学 1个（占 1.85%）、经济学 2 个（占

3.7%）、艺术学 3个（占 5.55%）。 

学校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 4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个，省部级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

个、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3 个、社科研究中心 1个、科普基地 3个。 

学校有重庆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 5 个、市级特色专业 1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5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 5 个、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 3个、市级专业改革综合试点专业 2 个、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4 个、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个、市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个、省部级质量工程项目

29 项。《液压传动技术》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数据结构与算法》为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打开

石油的天窗》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学校还建有市级教学团队 9 个、精品课程 9 门、双语教学示

范课程 3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 9门、精品资源共享课 6门。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5439.6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5439.66 万元，

比 2017年减少 2782.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580.86 万元，比 2017年减少 2258.61 万元，主要



原因是基本支出渠道安排变化，加大了学校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用于基本支出的资金安排，减少了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资金用途主要为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

人员离休费及生活补助、事业运行等各项商品服务经费；项目支出 3858.8万元，比 2017 年减少 523.5

万元，主要原因是我校部分项目通过自有资金安排，减少了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资金用

途主要为保障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质量提升、学科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的

经费。 

重庆科技学院 2018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与上年一致。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 151 万元，与 2017年相比无增减。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20万

元，与 2017 年相比无增减；公务接待费 50万元，与 2017年相比无增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1

万元，与 2017年相比无增减。 

四、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2、政府采购情况。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050万元，均为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8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

款 3858.8万元。 

五、 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

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

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包括未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

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各单位从本

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专

户管理资金填列在本项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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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公用经费。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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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