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华东理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院通字〔2021〕1 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2021 年 01 月修订版） 

根据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十四五发展的总体规划，注

重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和内涵发展，创新本科、研究生教学和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优化学科布局、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着力建设高水平学科特

区和人才特区，积极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制定学院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

核管理办法，从而客观、全面、有效地对学院专任教师进行绩效考核管理，

促进学院协调发展。 

本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共分四个部分：总则、本科教学绩效考核管理、研

究生教学绩效考核管理、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管理。 

本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解释、调整权归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各系所中心

可以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考核细则，但不能低于学院绩效考核标准，

相关考核细则应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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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  则 

1、绩效考核制定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管理、差异化考核和规范化制度建设，

建立支撑全面绩效考核的实施细则，提高学院在教育教学、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建设一支教学、科研协调发展

的高素质师资队伍，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开放活跃、公平和谐的发展环

境，激发全体专任教师的内在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学院可持续发

展。 

2、绩效考核的对象是学院全体在编在岗的专任教师，绩效考核的内容分为

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科研工作三个方面。原则上教学工作按照学年

进行考核、科研工作按照上年度统计考核截止日至本次考核开始（具体

以学校统计口径为准）。 

3、绩效计算将以个人工作量为主，合作完成的教学和科研业绩点由第一署

名或责任教师在合作成员之间按贡献度进行二次分配（科研到款需提前

划拨立卡）。为了加强教学和科研团队的建设，鼓励教师之间建立具有

相对稳定研究方向的团队，签署团队岗位责任书的由团队负责人二次分

配团队完成的教学和科研业绩点。（注：二次分配方案须在绩效考核公

示前确定） 

4、专任教师的总工作绩点根据其在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科研三方面的

工作量累加计算。 

5、学院按照年度总体任务向二级单位分解教学科研指标，由各二级单位负

责考核专任教师，工作量计算方式如下: 

正高级：本科教学绩点/2+研究生教学绩点/2+科研绩点/4 

副高级：本科教学绩点/2+研究生教学绩点/2+科研绩点/2 

其他：本科教学绩点/2+研究生教学绩点/2+科研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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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鼓励双肩挑领导干部投身管理，促进学院发展，时任工会主席、院长

助理、学院二级单位正副主任按 50%工作量考核；副处级（含）以上管

理职务的专任教师工作量参与排名但不考核。 

7、绩效考核结果将作为年度考核、工作聘任、职称晋升、津贴发放和资源

分配等的主要依据。 

8、本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4 

第二部分  本科教学绩效考核管理 

本科教学绩效以考核期内教务处公布的一线教学工作数据为依据，涵盖

理论课程教学、实验教学、课程设计与实习等实践环节教学、毕业设计(论

文)指导、班导师工作、以及考核期内结题的校级以上(含校级)大学生创新项

目指导工作。为鼓励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本科教学绩效中

包含指导学院创新实践育人项目的工作。本科教学工作量绩效分值计算方法

如下： 

1、课程（含教学计划列入的理论课程、上机课程） 

N = 1.2×K×B×W×(课程学年总分数/20) 

2、实验（含教学计划列入的实验课程） 

N = 1.2×K×B×(课程学年总分数/10) 

★ 课程及实验中的 K、B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K：课程修正值 

■ 理论必修课（含上机、辅导）       K=1.5 

■ 专业、学科基础选修课（含上机、辅导）K=1.2 

■ 公共选修课（含上机、辅导）    K=1.0 

■ 实验             K=1.0 

B：规模权重系数 

■ 理论（含上机）教学 

▲人数小于 15人，权重系数为 0.7 

▲人数在 15~29人之间，权重系数为 0.9 

▲人数在 30~120人之间，权重系数为由 0.9线性增长到 1.2 

▲人数在 120 人以上，权重系数以 1.2 为基础，每 30 人权重

系数增加 0.05，权重系数到 1.3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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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班导师工作的规模权重系数取 1。 

■ 实验教学 

根据学生人数、实验台套数及实际分班情况，将实验课程分为

20 人、30 人、40 人、60 人、80 人五档“实验班规模”，以“实

验班规模”累加计算实验重复次数，且对应的班级人数权重系数

规定如下： 

▲ 20人为基准班，规模系数为 1.0 

▲ 30人为基准班，规模系数为 1.05 

▲ 40人为基准班，规模系数为 1.1 

▲ 60人为基准班，规模系数为 1.15 

▲ 80人为基准班，规模系数为 1.2 

         注：20人以下按照 20人计算；80人以上按照 80人计算； 

             各档之间按照人数中分，四舍五入。 

         如：25人以下按照 20人算；25~34人之间按照 30人算； 

             35~49人之间按照 40人算；50~69人之间按照 60人算； 

             70~80人之间按照 80人算。 

W：课程修正值 

■ 全英文课程        W=2 

■ MOOC在线课程   W=1.5 

3、实习、课程设计 

N = 1.2×(实习周数×学生人数/500)  

注：对于全英文课程，面对学生人数小于 30人的，按 30人计算。 

4、毕业论文 

N = 1.5×(学生人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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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班导师 

N = M×0.1296 

★ 班导师的M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M：质量系数（以教务处核定的班导师测评结果为依据） 

■ 测评优秀       M =1.5 

■ 测评良好       M =1.2 

■ 测评合格       M =1.0 

6、校级以上(含校级)大学生创新项目 

N = M×项目个数 

★ 校级以上(含校级)大学生创新项目中的M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M：质量系数 

■ 结题优秀         M =0.11 

■ 结题合格         M =0.1 

7、学院创新实践育人项目 

N = M×(学生人数/100)  

★ 学院创新实践育人项目中的M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M：质量系数 

■ 结题优秀         M =2 

■ 结题合格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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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研究生教学绩效考核管理 

研究生教学绩效以研究生院公布的一线教学工作数据为依据，教学工作

量为：理论教学工作量 T1 ＋指导研究生工作量 T2；T1、T2计算方法如下： 

一、理论教学工作量 T1绩效分值计算方法 

1、算法： 

T1 = 0.00388×(理论课时数 K1 × 人数系数 K2 × 研究生课程系数 K3 

×课程修正值 K4 ×全英语系数 K5) 

2、说明： 

n 理论课时数 K1 

以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授课时数为准。 

n 人数系数 K2 

▲ 人数小于 30人，权重系数为 1.0 

▲ 人数在 30~150人之间，权重系数为由 1.0线性增长到 1.7，权

重系数到 1.7封顶。 

n 研究生课程系数 K3 

▲ 本专业硕士/博士点课程       K3 = 1.2 

▲ 外专业研究生课程（大面积） K3 =1.1 

n 课程修正值 K4 

▲ 本专业必修课课程          K4 =1.2  

▲ 本专业选修课课程          K4 =1.0 

n 全英语系数 K5 

指用全英语授课的课程，可享受全英语系数 K5 =2，否则为 1。 

备注：1.全日制专硕实践教学绩效分值 0.015/人（学生）； 

2.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工作的绩效分值按照 2学分选修课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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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研究生工作量 T2 绩效分值计算方法 

1、算法： 

T2 = 基本工作量×质量系数 K 

2、说明： 

n 基本工作量 

▲ 指导全日制硕士： 

一年级：人数×0.04 

二年级：人数×0.07 

三年级：人数×0.10 

▲ 指导博士研究生： 

人数×0.12（每位学生计算以 4年为限）； 

▲ 指导硕-博连读研究生： 

人数×0.10（每位学生计算以 5年为限）； 

▲ 指导留学生按照同类型本国学生的计算方法计算 

n 质量系数 K（默认值为 1） 

▲ 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硕士、博士）获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K=2 

▲ 指导博士生学位论文获协会（如 CAA、CCF）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K=6 

▲ 指导研究生论文盲审有异议或研究生未完成学业：K=0 

备注：因研究生个人原因未完成学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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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管理 

科研工作量由三部分组成：科研经费到款、高水平学术成果和高水平技

术成果。其中，对于教学科研型的岗位教师，需要单独考核到款。 

（一）科研工作量 

一、科研经费到款 

到款科研经费经乘权重系数后，每 20万元为 1.0个业绩点。 

为支持基础研究，鼓励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对于不同类别的

项目经费赋予不同的权重（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学校配套的项目经费、代

采购经费不参加业绩点计算）。 

科研项目经费权重系数 

项目类别 权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组部千人计划长期/短期项目 

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 

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教育部创新团队 

科技部创新团队 

1.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作基金 

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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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计划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专利转让项目 

横向项目（单个项目当年度 80万到款及以上） 

军工项目（单个项目合同额 80万及以上） 

其他项目 1.0 

注：若华东理工大学为非依托单位或项目/课题负责人，则权重依次递减

一级；横向项目以计算周期内实际到款经费为计算依据。 

二、高水平学术成果 

只统计第一完成且通讯单位是华东理工大学的论文，若某篇论文的通讯

单位有 N个，则该篇论文统计的定量数据乘以系数 1/N。Nature、Science、

Cell及其子刊等高水平论文另议。中科院分区只参考大类分区。 

代表性学术成果业绩点折算 

代表性学术成果分类 业绩点 

中科院一区（含 IEEE TAC, Automatica，CCF A类期刊/会议等） 0.5 

国内顶级期刊（如中国科学、科学通报、Engineering、自动化学报、

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电子学报等） 

0.25 

中科院二区 0.2 

其他高水平学术论文（如其他 SCI检索期刊等） 0.05 

三、高水平技术成果  

项目类别 业绩点 

申请 PCT发明专利 0.5 

授权 PCT发明专利 0.5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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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0.3 

注：若华东理工大学为非第一申请单位，则统计的定量数据以 50％递减

（即第一单位为 100%，第二单位为 50%，第三单位为 25%，其他为 12.5%）；

申请 PCT专利和授权 PCT专利分别计算业绩点。 

（二）科研到款 

按照学校考核精神，针对教学科研岗岗位聘任要求，落实学术团队建设，

充分激发科研活力，推进学院科研事业改革，现教学科研岗位需单独考核科

研到款, 对于在学术团队教师，团队负责人可以将科研到款业绩点进行二次

分配。考核细则如下： 

1) 教学科研型教授 3年年平均最低到款额为 20万元（每年最低 10万元）； 

2) 教学科研型副教授 3年年平均最低到款额为 10万元（每年最低 5万元）； 

3) 教学科研型讲师 3年年平均最低到款额为 4万元（每年最低 2万元）。 

如不满足最低到款额，原则上聘期内（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调整其

岗位津贴。 

其他说明情况： 

1) 对实验室编制教师，每年到款如达到 2 万元以上，建议二级单位优先考

虑其年度考核为优秀； 

2) 为鼓励一线教学，年度本科教学绩点与研究生教学绩点（不含指导研究

生业绩点）之和超 2的教师，则不考核科研最低到款。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年 1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