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号发展工程｜温州：创新高校知识价值 “三挂钩”机制 激励高等
教育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二十周年。省委、省政府要求强力推

进创新深化，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以超常力度一体建设教育科技人

才强省，推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支点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

展。为促进各地财政部门间的学习和交流，现推出财政助力“一号发展工

程”专栏，展现各地财政部门支持推进相关工作的特色做法和经验，供参考

借鉴。

创新高校知识价值 “三挂钩”机制

激励高等教育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温州市财政局聚焦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的前提下，

创新出台高校知识价值激励性政策，以推动高校创新发展和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

以创造知识价值为核心，建立财政激励与高校知识价值“三挂钩”机制，推动市属

高校良性竞争、高层次人才实现优绩优酬，充分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助力构建高等教育引领知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自2019年第一轮政策

试行以来，温州市属各高校获评国家综合基地17项以上，毕业生留温率同比提高近

5个百分点，社会服务收入从2019年的0.86亿元提高至2022年2.06亿元，3年增长

超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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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办学质量提升为奖补导向，推出发展性绩效定额奖补，激励高校优化机制、

创新提能，不断将办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分类划定高校发展性绩效奖补基数，

根据开放大学、专科院校、本科高校、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博士学位授予高校等办

学层次，奖补基数从人均3.5万元到7万元逐级递增，鼓励高校不断提升办学层次，

增加核心竞争力。同时，设立高校重点校建设、综合基地创建、高校教育教学建设

等专项奖补，高校获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级平台或国家级示范、国家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获批增设学位授予点等，均可享受分档一次性给予最高100万

元的绩效额度。截至目前，温州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均获评国家级综合

基地5项以上，温州大学获批“省市共建”重点校；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多领域教育

教学成果已先后获评全国一等奖、二等奖和省级特等奖。

发展绩效与定额奖补“相挂钩”

助力破解高校能级提升难



聚焦高校社会服务性考核指标，以绩效比例上浮为引导，激励贯通高校人才培

养与产业发展融合路径，实现校企双向奔赴，“一头热”变为“两头甜”。在国有

净资产不减少的前提下，鼓励各高校以市场委托方式积极开展社会培训和企业服

务，按照不高于收入总数35%的比例核定社会服务性绩效总额。3年来，市属高校

累计开展校企培训3120次，服务企业11603家（次）。鼓励高校与政府、企业联

合成立产教融合平台，对产教融合实施考核。将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相结合，对获

科学研究成果奖项的按层级给予最高300万元一次性奖励，并明确按各高校上一年

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的10%给予绩效奖励；对科研成果转化收入低于50万元达不到

低线要求的，予以扣减50万元绩效额度。近3年，市属高校形成科技成果项目

6560项，3540项成果用于企业一线生产，获得专利授权数2819项，真正做到了

学科跟着产业走。

绩效上浮与服务效能“相挂钩”

助力破解产教融合落地难

人才激励与可持续发展“相挂钩”

助力破解高端人才引用难



积极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健全完善高校工资水平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助

力高校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留温率“与平均比、与上年

比、与生源率比”的三维评价体系，对各高校留温率高于平均水平10%、高于生

源率15%或比本校前一年留温率高2%以上的，核定人均额度增加0.1万元，引导高

校教师同步发力，主动把优秀人才留在温州。政策试行以来，全市毕业生留温率提

高近5个百分点。坚持个体薪酬与高校排名同步增长，对高校排名同类前30%，核

定人均额度增加0.1万元，名次提高的再增加0.1万元，形成“个体付出—整体提升

—共同受益”的良性循环。设定普通全日制生师比最低考核标准，低于10:1的，

人均绩效额度扣减0.1万元；高于16:1的，人均绩效额度增加0.1万元，促进生师比

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推动高校在招生扩招和人才引进中寻得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