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汉江师范学院

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主要职责

汉江师范学院是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文脉可追溯到明朝嘉

靖年间的郧山书院，前身是创立于 1904 年的湖北郧阳府师范学堂，历经郧阳师范学校、华

中师范学院郧阳分院、郧阳师范专科学校、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6 年 3 月经教育部

批准更名为汉江师范学院，同年 4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

建立汉江师范学院。

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为基本职能，以本科教育为主，兼顾专

科教育，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继续教育，适度发展国际教育。

1.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不断优化专业结构，面向市场和

社会需求合理设置专业，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产学结合，重

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就业竞争力。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2023 年以来获国家级奖励 237 项、省级奖励 793 项。学校本科专业面向全国 23 个省

（区市）招生，生源数量充足、质量高，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在 95%以上，为国家和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各类紧缺人才。

2.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学校科研工作与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保护、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和十堰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相结合，研究成果丰硕，在推介武当文化、车城十堰、丹

江水源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建有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汉水文化

研究基地）、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十堰市科技创新团队（珍稀药用植物繁育创新团队）



等研究机构。

3.主动融入社会服务。学校积极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发挥人

才聚集、学科综合的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沟通与联系，以服务求支持，以共赢谋

合作，以贡献求发展。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以武当文化、汉水文化为主的地方文化、旅游

产业的研究与推介中有较大优势和特色；同时，积极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力推动核心

水源区产业转型发展，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致力文化传承与创新。发扬汉江百折不回、推陈出新和润泽万物的精神，大力发展大

学文化，凝练学校精神。学校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以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载体，营造良好

的育人氛围，学生在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中，水平得到提高，能力得到锻炼，心灵得到净化，

思想得到升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显著，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质量得到

保证。

5.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与印度、英国、菲律宾、韩国等

地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了选派学生赴国外攻读学位的机制。与法国人类古生物研

究所、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等海外科研院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二、机构设置情况

学校内设机构有 20 个党政管理机构、1 个纪检监察机构、2 个群团组织、8 个直属附

属单位以及 11 个二级学院。

1.党政管理机构

学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统战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

部），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工作部（处）、武装部，保卫部（处），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



办、高教研究所），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科研处、

学报编辑部，财务处，基本建设处，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采购与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审计处，教育数字化建设与管理处，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离退休职工工作处。

2.纪检监察机构

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3.群团组织

工会（妇委会），团委。

4.直属附属单位

丹江口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继续教育学院，图书馆，质量管理与教师发展中心（教

学督导室），校友工作办公室（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档案馆（校史馆），汉水文化研

究基地，桐华幼儿园。

5.二级学院

教育学院，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经济与管理

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艺术学院，体

育学院。

三、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2025 年预算收入 44359.22 万元，比上年增加 5429.22 万元，增加

13.9%，主要原因是经费拨款（补助）、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和其他收入增加。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368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374 万元，增加 11.1%；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收入 217 万元，与上年一致；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84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00 万



元，增加 13.5%；事业收入 60 万元，比上年增加 60 万元；其他收入 8995.22 万元，比上

年增加 2995.22 万元，增加 49.9%。

2.预算支出情况：2025 年预算支出 44359.22 万元，比上年增加 5429.22 万元，增加

13.9%。其中：教育支出 39025.32 万元，比上年增加 4362.84 万元，增加 12.6%；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2971.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116.8 万元，增加 60.2%；住房保障支出

1920.7 万元，比上年减少 50.9 万元，减少 2.6%；债务付息支出 442 万元，比上年增加

0.48 万元，比上年增加 0.1%。

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

（1）2025 年基本支出 29620.22 万元，比上年减少 716.66 万元，减少 2.4%，主要

原因一是 2025 年由于预算经费紧张，仅按 70%编列单列核定绩效，人员支出减少 233.9

万元；二是日常公用经费减少482.76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从日常公用经费中减少了342

万元用于增设不可预见费项目以解决预算执行中的临时增支。

（2）2025 年项目支出 14739 万元，比上年增加 6145.88 万元，增加 71.5%，主要

原因是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项目比 2024 年增加 2336 万元，增加高校基本建设项目 5000

万元用于新建学生宿舍项目、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学生公寓和综合实验楼建设，增加不可预

见费项目 342 万元用于解决预算执行中的临时增支，增加高校科研课题项目 60 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5 年机关运行经费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及增减变化情况

202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六、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2025 年本部门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7172.95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5872.97 万元，增加

451.8%，主要原因是 2025 年需支付新建学生宿舍、综合实验实训中心、学生公寓和综合

实验楼项目的剩余工程款 6000 万元。其中：货物类政府采购预算 6802.95 万元，主要用

于基本建设项目；服务类政府采购预算 370 万元，主要用于维保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和安

保服务。

2025 年，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算 0 万元，面向小微企业采购预算 7172.95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占有房屋面积 435356.99 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

建筑面积 26619.46 平方米，其他 408737.53 平方米。公务用车 6 辆，其中：机要通信用

车 2 辆、应急保障用车 2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1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学

校原后勤服务集团于 2003 年购置的二手车，仅供校内驾驶培训使用，不在校外上路行驶，

因使用年限长，目前车况极差，已无维修使用价值，拟做报废处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5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数量为 0 台（套）。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

“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项目主要内容是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

合学校办学基础、特色和发展潜力以及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考核任务，以学科专业建设为核

心，围绕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平台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建设，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2025 年预算安排 5958 万元，资金来源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项目绩效年度目标：加强学校学科建设和内涵发展，为学校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地

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夯实基础，为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作

出贡献。

数量指标：新增省级人才及创新团队（全职）（个）≥5 个；新增省级教学平台（个）≥

1 个；获批教学改革建设项目（项）≥6 项；获批课程思政示范项目（项）≥1 项；本科专

业动态调整数（个）≥5 个；学位授权点新增数（个）≥3 个；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项）≥

1 项；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项）≥2 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项）≥10 项；新增省级科研

平台（个）≥1 个；校企合作办学（项）≥6 项；学生国际学习人数（人）≥10 人；招收国

际学生在校生（人）≥20 人；举办国际学术交流（场）≥2 场。

质量指标：博士学位教师占学校专任教师总数比例≥15%；毕业生就业率≥82%；毕业

生留鄂就业率≥38%；聚焦优势学科群、学科（专业）建设资金占比≥80%；师均科研到账

经费（万元／人）≥1.7 万元/人；生师比 19:1。

时效指标：预算支出进度≥100%。

经济效益指标：技术成果转让数（项）≥10 项；技术成果在鄂转让数（项）≥8 项；科

学技术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万元）≥60 万元；省内科学技术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万元）≥

55 万元；人文社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到账额（万元）≥745 万元；省内人文社科横向科研



项目经费到账额（万元）≥715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科技人员提供服务（人次）≥10 人次；决策咨询服务采纳数（份）≥15

份。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 对空表的说明：

我校 2025 年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故该表为空表。

    

(二) 对其他情况的说明：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十、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单位运行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

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指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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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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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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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3.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

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

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

共采购管理的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

4.财政拨款(补助)收入：指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5.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以外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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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公用支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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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