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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2017 年财务工作报告 
副校长  靳玉乐 

（2018 年 3 月 30 日） 

 

各位代表: 

受学校委托，我向大会报告 2017 年财务工作情况和 2018 年

财务工作思路，请予审议。 

一、2017 年财务工作回顾 

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以国家财经法规为依据，紧密围绕学

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和学校重点任务以及教育部巡视整改

的要求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渠

道筹措办学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财务监管，提高资金效益，

全力保障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积极筹措办学经费，收入总量稳定增长 

在各单位和教职工共同努力下，全校收入总量达到 36.49 亿元，

比上年增加 2.73 亿元，增长 8.08%。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教育教

学改革、基本科研业务费、捐赠配比和留学生教育等教育部专项

财政拨款增长，网络学生学费和科研项目等事业收入增长。（详

见附表 1、附表 2） 

(二)统筹调度使用资金，确保重点项目资金投入 

全校支出总量 37.57亿元，比上年增加 4.55亿元，增长13.76%。

学校按照“惠民生、保重点、补短板”的原则，在维持教学、科

研等日常运转经费需求的同时，重点保障了绩效津贴改革、离退

休职工福利改善、学生资助等人员经费和“双一流”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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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等发展经费需求，有力的支撑了学校的稳定发展。（详

见附表 1、附表 3） 

(三)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建立财务管理长效机制 

以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确保有关管理权限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1.全面实施修订后的会议、国内差旅、临时出国、支出分级

审批和纵（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等制度，扩大经费管理自主

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出台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科研信息公开

等制度，细化实化政策规定，坚持放管结合。 

2.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督促重点项目、研究机构设置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探索多部门联合培训科研财

务助理机制。组织财务人员到部分学院开展“放管服”政策宣讲

和咨询活动。推行财务人员对接二级单位提供点对点财务咨询服

务。 

(四)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务监督 

通过开展财务专项治理和巡视整改等工作，财务监督力度持

续增强，财经秩序更加规范。 

1.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财务专项

治理自查自纠工作，从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落实财务

管理领导责任严肃财经纪律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情况，2012 年

以来接受巡视、审计等检查发现财务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等 7 个

方面进行了自查自纠，并接受了教育部检查组对我校自查自纠情

况的重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公务接待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按照教育部巡视整改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违规取

酬、拆分奖金规避个人所得税和“双肩挑”干部学术恢复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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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和整改等工作。 

2.按照重庆市物价和税务部门要求,开展全校教育收费、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自查自纠。接受财政部对学校津补贴核查。开展

全校财务管理状况自我评价，强化结果应用。开展全校内部控制

体系缺陷整改，做到立查立改。 

(五)推进财务改革创新，服务质量稳步提高 

1.探索“两上两下”校内预算编制模式，提高预算编报质量

和效率。明确专项经费归口管理部门和执行部门职责，提高专项

经费管理精准度。加强发展专项、校内定额预算和业务专项经费

清理，盘活资金存量。结合荣昌校区办学体制改革，调研荣昌校

区财务管理体制、预算管理模式等问题，积极推进荣昌校区财务

管理改革。 

2.加强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网上预约报账、缴费、

收入申报、工资和经费查询、专项预算申报和个人所得税筹划等

系统功能。投入使用财务智能服务终端系统，实现财务信息系统

与校内其他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将财务信息化建设积极融入学校

智慧校园“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提升师生员工对财务信息化

服务的满意度。 

二、2017 年财务收支决算情况 

2017 年学校财务收支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财政补助收入稳

中有升，自筹经费增幅明显，学校办学实力不断增强。支出结构

持续优化，资金效益明显提升。 

2017 年全校收入总额 36.49 亿元。其中:大学收入 34.83 亿元,

附中收入 1.36 亿元,附小收入 3,016.05 万元。从大学收入来源看，

财政补助收入 19.32 亿元，占大学总收入 55.47%，比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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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5.53 万元，增长 2.56%；事业收入 13.54 亿元，占大学总收入

38.86%，比上年增加 2.05 亿元，增长 17.84%；其他收入 1.97 亿元，

占大学总收入 5.67%，比上年增加 668.37 万元，增长 3.50%。（详

见附表 1、附表 2） 

全校支出总额 37.57 亿元。其中：大学支出 35.69 亿元，附中

支出 1.52 亿元，附小支出 3,632.81 万元。从大学资金用途看，人

员经费支出 17.42 亿元，占大学总支出 48.82%，比上年增加 2.78

亿元，增长19.01%；日常运转经费 8.45亿元，占大学总支出 23.69%，

比上年增加 7,370.81 万元，增长 9.55%；发展经费 9.81 亿元，占

大学总支出 27.49%，比上年增加 1.09 亿元，增长 12.55%。（详见

附表 1、附表 3） 

全校收支相抵差额 1.08 亿元，当年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年支出,

动用以前年度累计结余弥补。 

三、学校财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困难 

2017 年在全校各单位和教职工的支持、配合下，学校财务工

作有效保障并推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

地认识到，学校财务工作也面临问题和困难，亟待我们积极应对。 

(一)学校财务工作面临的外部形势 

从经费投向看，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资金分配将更多考虑

办学质量、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

校倾斜。从财务监管要求看，国家对各类办学经费的使用要求更

高，监管更严。这就要求高校财务工作要以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为

导向，把提升办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按规定管好用好各项经费，

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二)学校财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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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从经费支出结果看，2017 年，学

校首次出现当年收入无法满足当年支出的情形，人员、运转经费

等刚性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较上年有所增大。从 2018 年大学校内预

算申报情况看，各单位申报预算经费 46.89 亿元，远远超出学校财

力承受能力，内涵发展所需资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2.财务监管与国家要求尚有差距。近年来，学校陆续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加强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规范性显著提升。但从上级

主管部门反馈的问题看，学校财务监管效果、力度还未能完全满

足要求。 

四、2018 年财务工作思路 

(一)总体思路 

结合国家财政、财税体制改革新形势，紧密围绕学校“十三

五”事业发展规划、年度重点任务和检查整改落实等工作，抓财

源、调结构、促效益、提服务，全力保障和促进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 

(二)主要工作和措施 

1.努力增收节支。在确保基本财政拨款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积

极争取专项财政拨款支持。继续探索增加学校收入总量的政策措

施。同时按照学校总体要求，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安排人员、日

常运转经费，重点保证“双一流”学科建设、基本建设等重点支

出，杜绝贪大求全和铺张浪费。 

2.强化预算管理。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

着力构建“公平公正、科学规范、导向清晰、讲求绩效”的预算

机制，确保 2018-2020 年支出规划和 2018 年预算顺利推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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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内专项资金结余统筹力度，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专项资

金立项评审，完善项目库，提高项目管理精准度。 

3.推进财税管理改革。配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做好全面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开展个人所得税改革等前期准备工作。推进

财政电子票据和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 

4.健全财务规章制度。出台并执行学校财务报销规范、国内公

务接待管理、应收及预付款管理、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和专项资金

管理等制度，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5.创新管理与服务手段。优化升级预算管理系统,启动网上财务

审批和内部转账系统建设。整合利用现有财务新媒体手段，加强

与师生员工的宣传互动。开展科研财务助理、内部控制等专题培

训。 

各位代表，回顾 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成绩显著；展望 2018

年，我们更加信心满怀。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坚定信心，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紧跟新

时代，开启新征程，为学校事业再创辉煌提供坚强财力保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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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7 年全校收支总表 

 (按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 
2017 年 

实际收入 

收入与上年 

比较增减额 

增减率 

（%） 

2017年 

实际支出 

支出与上年 

比较增减额 

增减率 

（%） 

大学 348,283.79 25,986.95 8.06 356,854.92 46,147.51 14.85 

附中 13,642.37 941.66 7.41 15,226.01 -821.21 -5.15 

附小 3,016.05 362.53 13.66 3,632.81 127.01 3.58 

合计 364,942.21 27,291.14 8.08 375,713.74 45,453.31 13.76 

注：实际收支数据根据教育部决算口径统计，未包含教育基金会收支。教育基金会 2017年实际

收入 5,472.67万元，比上年增加 1,871.6万元；实际支出 1,073.12万元，比上年减少 434.43

万元。 

 

 

 

 

 

 

   

 

附表 2：      

 2017 年大学收入情况表 

（按资金来源）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实际收入 

占大学总收

入的比例（%） 

与上年比较 

增加额 

与上年比较 

增长率（%） 

一、财政补助收入 193,206.20 55.47 4,825.53 2.56 

二、教育事业收入 97,493.08 27.99 15,743.19 19.26 

三、科研事业收入 37,846.44 10.87 4,749.86 14.35 

四、其他收入 19,738.07 5.67 668.37 3.5 

合计 348,283.79 100.00 25,986.95 8.06 

注:财政补助收入由教育部基本拨款和专项拨款组成。其中，专项拨款主要包括：改善基本办学 

条件经费 1.78亿元，教育教学改革支持经费 2,140万元,基本科研业务费 4,680万元，捐赠配比 

经费 2,488万元，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经费 3,367万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 

引导专项经费 3,700万元，基本建设经费 4,548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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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7 年大学支出情况表 

(按资金用途)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实际支出 

占大学总支

出的比例（%） 

与上年比较 

增减额 

与上年比较

增减率（%） 

一、人员经费 174,222.81 48.82 27,834.87 19.01 

其中:在职职工工资、津贴 103,092.31 28.89 18,372.92 21.69 

     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 9,853.99 2.76 2,422.86 32.60 

     离退休费及补贴 26,086.69 7.31 3,219.68 14.08 

     学生资助经费 27,021.77 7.57 190.10 0.71 

二、日常运转经费 84,528.37 23.69 7,370.81 9.55 

其中:教学日常经费 20,415.22 5.72 4,001.28 24.38 

     维修改造经费 10,672.39 2.99 451.12 4.41 

     医疗费 5,414.43 1.52 113.76 2.15 

     公共水电费 3,501.85 0.98 -771.31 -18.05 

校属单位创收分配日常运转 24,665.69 6.91 -1,225.11 -4.73 

三、发展经费 98,103.74 27.49 10,941.83 12.55 

其中:双一流建设经费 26,147.20 7.33 9,581.22 57.84 

     基本建设经费 17,736.90 4.97 6,690.48 60.57 

     设备购置经费 9,636.59 2.7 777.5 8.78 

     科研经费 30,317.52 8.5 1,716.69 6.00 

合计 356,854.92 100.00 46,147.51 14.85 

注：1.大学人员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原因是学校按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政策调整工资，基本工

资、住房公积金、离退休费增加。2.双一流建设经费较上年预算增加 10,000万元。3.基本建设

经费增加是因今年化学化工与药学实验楼、出版社大楼、荣昌校区教学试验大楼等项目支出增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