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工商大学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重庆工商大学始创于 1952 年，2002 年 1 月 18 日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渝州大学和原重庆商学院

合并组建而成，是一所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法学、理学、艺术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

鲜明财经特色的多科性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提升计划”重点支持高校，重庆市“十佳

园林式单位”、“文明单位”和首批“美丽校园”。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依法治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履

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基本职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大学。 

学校传承和弘扬“含弘自强、经邦济民”的重庆工商大学精神，秉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

才强校”的办学理念，遵循“厚德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定不移地走

内涵发展之路。构建了涵盖 7 个学科门类、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学校现有 78 个本科专业（71 个专

业招生），其中有 9 个国家“一流专业”（ 2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9 个重



庆市“一流专业”、5 个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22 个市级特色专业。在《中国大学评价（2018）》中，

学校 2 个专业进入 A 类专业，12 个 B+类专业。获批 2 个重庆市“一流学科”，10 个重庆市“十三五”

市级重点学科，有 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14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1 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

才培养项目——三峡库区百万移民安稳致富国家战略人才培养项目（应用经济学），1 个应用经济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 2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学、化学进入全球 ESI 前 1%，实现零的突破。智

能商务、智慧金融分别获批为市级人工智能+学科群立项建设和培育建设项目。特需博士项目中期验

收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全票通过。智能商务、智慧金融分别获批为市级人工智能+学科群立项

建设和培育建设项目。 

学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素质专门人才。学校现有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研究生 3 万余人。学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2 项。拥有国家级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经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

环境与资源化学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高水平学科竞赛中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2400 余项,学校高水平女排运动队获重庆市排球比赛 24 连冠。建校 68 年以来，学校已为社会输送了

各层次毕业生 10 余万名，大批学子已成为技术、管理、科研和教学等领域的骨干，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 年,学校获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学校获批“重庆

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重庆市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就业示范高校”。 

学校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积极促进科学成果转化，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拥有智能制造服务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废油资

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 40 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机构。2016 年以来，科学研究在多

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学校累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79 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53 项，教育部项目

53 项，科技部项目 6 项，省部级项目 638 项（未含教委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43 项，其中，2020

年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取得历史最

好成绩；发表高水平论文 1024 篇；科研经费累计 2.45 亿元，承担横向项目 547 项；提交智库成果 850

余份，其中获中央领导人批示 47 项，省部级领导批示 35 项。2016 年我校成为中国高校专利技术转

让 100 强，位列第 60 位。《西部论坛》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

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走国际化办学道路。设有两个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国际商学院

和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法国马赛大学等 10 余所国际知名高校联

合培养学士、硕士，与 31 个国家（地区）的 100 所高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的国际合作交流，开设了 ACCA、CFA 等国际特色项目班，获批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并被评为重庆首批“市属公办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示范校” “重庆市高校国际化人文特色建设高校”。

学校还与 200 多个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开展政产学研用合作，深入推进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学校坚持环境育人、文化育人理念，倾力打造花园式校园，是重庆市“十佳园林式”“文明单位”

和重庆市首批“美丽校园”。学校现占地总面积 2390.8 亩，各种基础设施完备，教学及科研设备齐全。

图书馆藏书纸质图书 308.81 万册，电子图书 328.33 万册，电子期刊 174.62 万册，中外文期刊近 1600

余种。校园网承载有多种数字化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和数字资源。学校是重庆教育城域

网主环节点之一，承担着为周边高校及教育科研单位服务的职能。学校被评为首批全国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重庆市“数字校园”示范学校和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 

（二）单位构成 

重庆工商大学主要由教学单位、管理服务机构和科研机构三部分构成。教学单位有经济学院、金

融学院（重庆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MBA 教育）、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会计学院、文学与新

闻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等 20 个教学学院；管理服务机构有党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



纪检监察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人事处、基建处、

资产管理处、招生就业处、财务处、图书馆、后勤处、工会、团委、审计处、保卫处、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信息化办公室等 33 个部门；科研机构由国家智能制造服务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平台等近 40 余个共同构成。 

学校现有教职工 23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810 余人，博士学位教师 850 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

教师 860 余人。有国家“万人计划”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和全国

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等优秀师资。学校柔性引进了蒋庄德院士团队，

获批建设 1 个院士工作站。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1 年年初预算数 126175.7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9386.10 万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18.50 万元，事业预算收入 29975 万元，其他收入 11975 万元，上年结转

收入 2005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4771.16 万元。收入预算较上年减少 9497.05 万元，主要

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较上年增加 85.3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较上年增加 18.50 万元，事



业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465 万元，其他收入较上年减少 12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较上年增加 5050 万

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较上年减少 14990.93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1 年年初预算数 126175.76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118831.11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646.9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46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215.25 万元。支出预算较去年减少

9497.05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预算增加 521.55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减少 10018.60 万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9386.1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9386.10 万元，

比上年增加 85.3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4944.21 万元，比去年增加 572.49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资

福利支出较 2020 年增加 1266.57 万元，商品与服务支出比 2020 年减少 680.8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比 2020 年减少 13.2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人数增加导致的工资福利等支出，同时

进一步厉行节约，压缩商品服务支出，离休人员减少导致离休费减少；项目支出 14441.89 万元，比

上年减少 467.11 万元，主要原因是国际化人文特色学校项目减少了 1040 万元，新型二级学院减少了

440 万元，中外合作办学及留学生、外事外专减少 405 万元。尽管部分项目金额有所增加，如学生资

助经费增加了 444 万元，高层次人才引进及培养培训增加了 300 万元，双一流建设项目净增加了 622.89

万元，大数据智能化核心专业奖补专项增加了 50 万元，但仍不足以弥补上述专项减少的资金，导致



学校项目支出金额较上年有所下降。主要用于学生资助、一流学科建设、一流本科及特色专业建设、

教育信息化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及培养培训、同时减少国际化人文特色专业建设、设备购置等工作。 

重庆工商大学 2021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 363 万元，比去年减少 19.1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32 万元，

比去年减少 0.6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适当减少因公出国(境)安排；公务接待费 232 万元，

比去年减少 18.50 万元，主要原因是学校推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加大管理力度，严控公务接待标

准和审批流程，成效显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9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与上

年持平。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4510 万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310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1000 万元，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80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00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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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1.89 万元。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2 辆，其中一般公务

用车 12 辆，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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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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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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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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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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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莫云     联系方式：023-627687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