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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江 苏 海 事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
苏海院委〔2019〕53号

苏海院〔2019〕53号

关于印发《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职工收入

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法（2019 年修订）》的

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

法（2019 年修订）》经学校 2019 年第 23 次党委会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与宣贯，严格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法（2019 年修订） 

中共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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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法（2019 年修订）

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学校特点、体现岗位绩

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职工收入分配制度，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652号，201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

发〔2019〕4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苏发〔2018〕33号）、《江苏省

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直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通知》

（苏人社发〔2012〕142号）、《关于省直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发〔2012〕154号）和《省教育

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学校绩效考核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苏教

规〔2012〕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在试行两年的基础上，结合我校

实际，特修订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第一条  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和省有关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为依

据，以强化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社会服务和文化

传承创新能力为目标，建立以体现岗位绩效和贡献大小为核心依据的

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符合岗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激励与约束机制，规范

校院两级管理，调动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校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贯彻政策、兼顾历史、面向未来。以深化职工收入分配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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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契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既立足学校现有收入分配

现状，又与国家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趋势和学校发展要求接轨，建立简

便、易行、公平、公开，且符合我校特点的职工收入分配体系。

2、基数对标、总量控制、稳中有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

的关系，建立与学校财力水平相匹配的收入分配体系，保证职工基本

收入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和省内同类院校普遍水平，职工整体收入在

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稳步增长。

3、以岗定薪、以责定酬、以绩定奖。建立职工岗位动态调整机制，

以岗位确定职工基本待遇即岗位薪金；建立职工岗位履责跟踪考核机

制，以岗位履责情况确定职工履责报酬即履责酬金；建立职工业绩分

类考评机制，以实际贡献确定职工绩效奖励即业绩奖金；做到“岗位

能上能下、岗酬能增能减、收入能高能低”。

4、绩效优先、拉开档次、控高托底。统筹调控学校各类人员收

入水平，兼顾效率与公平，发挥绩效奖励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重点

向教学科研一线和做出突出贡献的职工倾斜，鼓励和保护职工收入适

当拉开档次，同时保持二级学院（教学部）和其他单位、部门职工人

均业绩奖金的相对均衡。

5、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强化考核。根据不同岗位性质特点，

分类制定考核办法，完善与岗位职责、履责情况、实际业绩相匹配的

分配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行政管理等各类

别工作业绩评价机制，以履责和业绩考评作为调控收入分配的主要依

据。

第二章  实施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实施的范围为我校在岗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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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编制职工和由学校自行聘用的合同制职工。

第四条  特设岗位人员的待遇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和学校具体

政策执行。

第三章  职工收入组成与发放标准的确定

第五条  事业编制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以下统称职工）收入主要

由岗位薪金、履责酬金、业绩奖金三部分组成。

第六条  岗位薪金对应职工所聘职级岗位，是国家有关文件中规

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含岗位工资、薪级工资）。

其中，事业编制职工受聘于一定的职级岗位和具体工作岗位，履

行岗位职责，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出勤要求即可享受对应的岗位薪金。

2017年之前由学校自行聘用的合同制职工，其岗位薪金参照学校职

工分类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比例核发。2017年起由学校自行聘用

的合同制职工，任职第一年不享受岗位薪金，任职一年期满考核结果

为合格及以上等次者，岗位薪金标准与 2017年前学校自行聘用的合

同制人员并轨。2019年起由学校自行聘用的合同制职工，另行约定。

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的后勤服务公司等单位聘用的事业编制职工

和合同制职工，其岗位薪金标准比照上述同类人员执行。

学校不同职级岗位的岗位薪金见附件 1。

第七条  履责酬金对应职工所聘工作岗位职责的实际履行和基

本工作量实际完成情况，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含岗位津贴、生活补贴）

和岗责酬金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性绩效工资根据省有关文件中规

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确定；岗责酬金依据学校

制定的不同岗位岗责酬金基数标准确定。学校不同工作岗位的基础性

绩效工资、岗责酬金基数标准见附件 2和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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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正常履行所聘岗位工作职责并完成全年基本工作量，经考核

合格即可享受对应的岗位津贴和岗责酬金。未完成全年基本工作量

的，年岗责酬金对应工作量标准的未完成部分相应扣减：每个当量课

时教授扣减 120元，副教授扣减 100元，讲师扣减 80元，助教扣减 60

元；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统一按积分计算，

每个积分扣减 100元。

不适宜全部量化考核的职工，基本工作量的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综

合考核。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级的即可享受对应的岗位津贴和岗

责酬金；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等级的，年岗责酬金下浮 20%；不合格

等级的，年岗责酬金不得超过相应基数标准的 60%，连续两年考核不

合格，扣除当年全额岗责酬金。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可依据上述基数标准、扣减和浮动办法，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各自的岗责酬金标准和浮动办法，并经所在单位教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学校审批后执行。

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的后勤服务公司等单位聘用的事业编制职工

和原合同制职工，其履责酬金中的岗位津贴不得少于校内其他单位同

类人员，岗责酬金发放标准由该单位自行制定，并报学校批准后执行。

第八条  业绩奖金对应职工完成所聘岗位全年基本工作量以外

的超工作量和作出的特殊贡献，是省有关文件中规定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年度追加绩效工资的主要体现。超工作量分为教科研超工作量、

教学（科研）建设超工作量、管理与公共服务超工作量。

其中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超工作量，以

及特殊贡献业绩奖金业绩统一按积分核定，核定基数标准原则上每个

积分不超过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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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可参照上述业绩奖金核定办法自行制定符

合本单位实际的具体办法，并经所在单位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报学校审批后执行。

第九条  学校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和学校事业发展情况对岗位

薪金、履责酬金和业绩奖金标准实行动态调整。

第四章  职工岗位基本工作量及其减免

第十条  岗位基本工作量是指职工按照所聘（任）用岗位基本工

作职责要求，在一个年度内应该完成的工作量，是对职工进行年度考

核、超工作量和应得收入核定的基本依据。

第十一条  根据国家、江苏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相关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学校内部设置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教师岗位、其他

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三种岗位系列。其中教师岗位设置普

通教师、实训教师、辅导员等三种类别；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实验

技术、工程技术、图书资料（档案）、编辑、会计（经济、审计）、医

务卫生技术等六种类别。学校对聘（任）用在不同岗位的职工分别提

出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附件 4）。

第十二条  教师的岗位基本工作量一般分为教学工作量、教科研

工作量、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等。教学

工作量以当量课时核计，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

务工作量统一以积分核计。

（一）教学工作量是指职工承担本校全日制学生和继续教育与培

训学生（学员）人才培养（培训）方案内教学任务的工作量。职工教

学工作当量课时计算指导意见见附件 5。

（二）教科研工作量是指职工承担各类教科研课题（项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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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类教科研成果（成果奖励）、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论著、申

请专利等任务的工作量。职工教科研工作积分计算指导意见见附件 6。

（三）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是指职工承担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教材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改革

项目，以及实验（实训）室、科技园、工程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建

设任务的工作量。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的教学（科研）建设工作

积分计算办法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自行制定。

（四）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是指职工承担党政管理和其他保

障、服务于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的

工作任务的工作量。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的职工管理与公共服务

工作积分计算办法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自行制定。

第十三条  学校党政管理部门，中层正、副职干部，以及非二级

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基本工作量要求执行上述指导意见标准。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可根据自身实际，参照上述指导意见制订

本单位各岗位基本工作量标准。在确保年度教学、教科研等工作任务

完成的基础上，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可允许职工教学、教科研等基

本工作量相互抵充；但职工承担所聘岗位各类别基本工作量的完成率

一般不得低于上述指导意见规定标准的 80%；教学、教科研等工作量

抵充办法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自身实际自行制定。

职工教科研工作量的考核实行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对照

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标准，按照职工年度实际完成的教科研工作量，兑

现相应的岗责酬金和业绩奖金。对于未完成年度教科研工作量者，若

聘期内累计完成额定任务，将按规定补齐差额；若聘期内累计未能完

成额定任务，则不再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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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省有关政策，结合学校实际，职工可在规

定的范围内享受基本工作量减免。

（一）学校按照有关政策引进的博士、教授、能工巧匠等高层次

人才正承担重要的教科研或技能创新项目，或已具有明确的、可能取

得预期成效的教科研或创新方向，经个人申请、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审

认定，第一年可减免全部教学和教科研工作量，第二年可减免 50%的

教学和教科研工作量，第三年可减免不超过 50%的教学或教科研工作

量。

（二）职工参加国家、省有关部门和学校规定的学习、培训、企

业实践任务，或经学校批准，参加上述规定任务以外的企业实践、研

修访学、学历进修、支教挂职、护航、援外以及借调到校内（外）非

教学岗位,可按不在校（或原岗位）时间比例减免相应的教学基本工

作量。其中，借调到上级主管机关挂职锻炼和外派工作的人员还可按

不在校（或原岗位）时间比例减免相应的教科研基本工作量。

（三）聘用在教师岗位，同时担任二级学院（教学部）副科级及

以上干部，以及“双肩挑”人员，完成管理工作基本职责和基本工作

量，其教师岗位基本工作量可按一定比例予以减免：学校领导减免

90%，部门（单位）正职干部减免 80%，部门（单位）副职干部减免 70%，

内设科室负责人减免 50%。

（四）职工在达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前二年期间，经个人申请、学

校人事处认定，基本工作量可适当予以减免。其中聘（任）在教师岗

位的职工达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前二年期间，可减免全部教科研基本工

作量和 40%的教学工作量。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

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在年满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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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时自愿退休，不享受基本工作量减免。

第五章  职工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是核定职工应得业绩奖金的基

本依据。

第十六条  职工在完成所聘岗位基本工作职责与基本工作量以

外完成的，符合学校要求的教学、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

与公共服务工作量均可计算超工作量。

第十七条  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在

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自愿申请承担二级学院（教学部）教学任

务或担任二级学院（教学部）、学生班主任、社团指导老师等工作，

经所在部门和二级学院（教学部）同意，可纳入该二级学院（教学部）

统一管理，计算超工作量，业绩奖金由该二级学院（教学部）统一核

发。

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用于计算超工

作量的总课时每学期一般不得超过 50课时。为鼓励党政管理部门和

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利用工作日八小时外及节假日时间承担

教学工作，凡列入教务处核发课表内并于工作日八小时外及节假日授

课的，可不受 50课时限制计算超工作量，且由学校按次另外核发交

通和误餐补贴 30元/人。

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用于计算超工

作量的加班应严格控制，需事前书面申报，列明加班事由和加班时间，

履行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审批手续，并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第十八条  聘用在教师岗位，同时担任二级学院（教学部）内设

机构负责人、中层以上干部，以及“双肩挑”人员用于计算超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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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课时每学期不得超过 50课时。其他享受基本工作量减免的职工，

需扣除已减免部分的工作量后，方可计算超工作量。

第十九条  特殊贡献是指职工在推动学校管理变革、办学条件改

善、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科技创新与服务、文化传承

与传播、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提升学校办学绩效等方面作出的突出

贡献、取得的突出成绩和荣誉。

职工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积分计算指导意见见附件 7。

第六章  二级学院（教学部）工作任务的核拨

第二十条  二级学院（教学部）工作任务的核定是学校修订《机

构定责定岗定编方案》（以下简称为“三定”方案），核定和划拨各二

级学院（教学部）履责酬金、业绩奖金总量的基本依据，也是各二级

学院（教学部）制订本单位职工基本工作量标准、核算超工作量、核

发履责酬金和业绩奖金的基本依据。二级学院（教学部）的工作任务

包括基本工作任务和拓展性工作任务两个部分。

第二十一条  二级学院（教学部）基本工作任务一般包括全日制

学生教学工作量、教科研基本工作量、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等，对

应学校核定的二级学院（教学部）满编制人员的履责酬金。

（一）全日制教学工作量指教务处根据全日制学生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下达给各二级学院（教学部）的年度教学任务，由教务处于每年

三月初初步核定，每年十月份初最终核定。

（二）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指科技产业处根据“不同岗位职工基本

工作量指导意见”和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实际在岗人力资源配置情

况下达给各二级学院（教学部）的年度教科研任务，由科技产业处于

每年三月初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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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指各二级学院（教学部）保证本单

位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所涉及的基本建设、日常管理与服务任务。包括

根据专业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基本要求和学校的

有关规定，专职或兼职配备教务（科研）秘书、专业带头人（专业负

责人）、教研室主任、课程负责人、研究所副所长、实验实训室管理

人员、教学督导员，党（团、工、教）负责人和成员，关工委、校友

分会负责人和成员，辅导员、班主任、社团指导老师，安全信息、资

产管理等方面人员等。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本单位职工绩效

分配具体实施办法确定本单位职工年度应完成的管理与公共服务基

本工作任务。

第二十二条  二级学院（教学部）拓展性工作任务一般包括教学

（科研）建设工作量、超教科研工作量、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工作量、

特殊业绩工作量，以及其他专项或临时性工作任务等，是学校核发二

级学院（教学部）业绩奖金的重要依据。

（一）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于上年

度末自主申报，教务处、科技处会同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

校事业发展规划以及学校教学（科研）建设工作实际需要，按照“教

学（科研）建设工作量积分计算办法”预核定，年终或者于任务完成

后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最终核定。

（二）超教科研工作量为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全年实际完成的

教科研工作量减去教科研基本工作量，由科技产业处年终核定。

（三）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工作量于上年度末由各二级学院（教

学部）自主申报，继教处会同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校事业

发展规划和各二级学院（教学部）专业特点、人力与资产配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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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社会培训工作基础等因素预核定，年终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最终

核定。

（四）特殊业绩工作量由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实际完成情况

自主申报，相关职能部门按“职工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积分计算指导

意见”（附件 8）核定。

（五）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由学校党政办公室根据学校党政年度工

作要点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核定。

（六）其他专项或临时性工作任务根据学校统一安排专项或临时

性工作任务的会议纪要、批示等要求，由学校相关部门核定。

第七章  二级学院（教学部）履责酬金、业绩奖金总量的核拨

第二十三条  用于二级学院（教学部）分配的履责酬金和业绩奖

金总量，依据二级学院（教学部）在岗人员的情况，根据上级主管部

门核定的事业编制人员绩效工资总量、学校配比的合同制人员绩效工

资总量、以及学校核定的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工作任务、工作任务

实际完成情况、取得的特殊贡献等因素分别核拨。保持事业编制和合

同制同类型人员各类业绩奖金标准基本一致。

根据省有关文件精神，明确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全校绩效工资总

量（不含生活补贴）中，履责酬金与业绩奖金的配比约为 7:3；根据

学校“三定”方案，并考虑到“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的原则，明确

全校业绩奖金总量中，用于二级学院（教学部）分配的总额与用于其

他单位分配的总额的配比约为 8:2。

第二十四条  用于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分配的履责酬金对应该

二级学院（教学部）基本工作任务，年初先根据学校“三定”方案中

该二级学院（教学部）应有的职工人数和结构、学校不同工作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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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津贴和岗责酬金基数标准测算出预拨总量，年终根据该二级学院

（教学部）基本工作任务完成率确定实际核拨总量。

根据学校“三定”方案，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级岗位空缺的，在测算该二级学院（教学部）分配的履责酬金预

拨总量时，该岗位统一按讲师八级对应扣除基本教科研工作量酬金后

的岗责酬金基数标准作为测算依据。

根据本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减免的工作量所对应的履责酬

金，由学校补充核拨给相应二级学院（教学部）。

企业兼职教师担任的校内专业课教学任务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课教学任务的 15%，其兼职教师课时费由学校根

据有关规定从相关经费渠道按实核拨给各二级学院（教学部），不计

入绩效工资总量。按要求应由（企业）兼职教师担任的教学任务，因

故仍需由校内教师承担，经学校批准后，按不超过每课时 50元的标

准补充核拨给相应二级学院（教学部），纳入该二级学院（教学部）

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但（企业）兼职教师实际担任的校内专业课教学

任务的比例不低于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课（顶岗实习课除外）教学任

务的 10%。

第二十五条  用于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分配的业绩奖金对应该

二级学院（教学部）拓展性工作任务，根据学校核定的该二级学院（教

学部）年度拓展性工作任务测算出预拨总量，年终根据拓展性工作任

务完成率、取得的特殊贡献确定实际核拨总量。

1、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业绩奖金和超教科研工作量业绩奖

金原则上按照每个积分 100元的标准核拨，其中用于国家级项目的奖

励可不占业绩奖金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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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二级学院（教学部）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教学（科研）建

设工作量以及其超教科研工作量中，超额部分达年度工作任务 10%及

以上的部分，按照 1.1倍系数计算积分；超额 100%及以上的部分，

按照 1.2倍系数计算积分；对于未能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二级教学单

位按实际完成工作量乘以 0.9系数计算积分。

3、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业绩奖金和超教科研工作量业绩奖

金的具体发放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在学校核拨的积分与业绩奖金

额度内自行制定标准并发放。 

4、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工作任务业绩奖金依据学校继续教育与

培训管理办法核拨。

5、特殊贡献工作量业绩奖金的发放由人事处按相关核定部门最

终核定的积分数发放。

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常规工作业绩奖金基数，年初由学校会

议研究确定，年终党政办公室根据对该工作任务实际完成情况的考核

结果核拨最终金额。

7、其他专项或临时性工作任务业绩奖金基数在下达该工作任务

时，由学校相关部门根据该工作任务实际情况提出建议，提交学校校

长办公会（或党委会）研究确定预拨金额，于任务完成后根据对该工

作任务实际完成情况的考核结果核拨最终金额。

8、二级学院（教学部）在财政预算外为学校争取到的社会资金、

经评估认定有价值的等值物资、设备，可按照到帐金额或到位物资、

设备评估值比例核拨业绩奖金，10万元（不含 10万元）以内的按照 10%

核拨，10-50万元的按照 12%核拨，50万元（不含 50万元）以上的

按照 15%核拨。



15

第八章 职工岗位聘（任）用、考核与收入发放

第二十六条  岗位聘（任）用是兑现职工收入的基本前提。每位

职工都应聘（任）用在一定岗位，并与学校签订岗位聘（任）用合同，

才能兑现应得的岗位薪金、履责酬金和业绩奖金等收入。

（一）根据上级部门核定的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以及事业发展

需要，学校制定“三定”方案。“三定”方案实行学年核定制，于每

年的 10月 30日前，依据在校生人数变化、全校学年工作总任务，以

及经党委研究确定的机构变动等情况，重新修订核准，调整到位。学

校“三定”方案另行公布。

（二）改革初期，学校根据事业编制职工和原合同制职工的结构

和特点，在“三定”方案规定的岗位数量和结构范围内，分别公布全

校事业编制职工和合同制职工可聘岗位，以及职工岗位聘（任）用实

施办法，面向事业编制职工和原合同制职工一次性完成选岗、竞岗与

择优聘（任）用，并签订《岗位聘（任）用合同》。其后根据学校人

员分类管理办法、岗位空缺情况和岗位聘（任）用实施办法等制度的

有关规定，可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聘（任）用、解聘、续聘和调聘等

工作。学校职工可聘岗位、岗位聘（任）用办法另行制订。

第二十七条  职工考核是核定职工实际收入的重要环节，考核结

果是兑现职工实际收入的最终依据。考核分为岗位履责考核、年度综

合考核和特殊贡献评定等三个部分。

（一）岗位履责考核依据职工对应岗位基本工作职责和工作量标

准，实行量化考核、定性考核或量化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的岗位履责考核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所有中层

正、副职干部，以及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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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岗位履责考核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各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的

岗位履责考核由所在单位分别实施。

（二）年度综合考核执行学校关于职工年度考核的有关规定，其

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

（三）特殊贡献评定由学校和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分级实施。

学校评定的特殊贡献由学校相应职能部门实施，一般应经学校校长办

公会或党委会审定；二级学院（教学部）评定的特殊贡献由各二级学

院（教学部）实施，一般应经所在二级学院（教学部）党政联席会议

审定。

第二十八条  职工各项收入，均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或相应

职能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核定办法，分别填报相应的发放表，经所在

二级学院（教学部）党、政主要负责人双审双签或由相应职能部门主

要负责人审签，报学校人事处复核备案后，交由学校财务处通过银行

卡统一发放。各项收入的发放表一律使用学校人事处和财务处联合设

计制作的统一模版。

（一）岗位薪金统一按月发放，发放时间为当月上旬。

（二）履责酬金分为月度预发和年终核发。月度预发金额为应发

标准的 80%，发放时间为当月下旬；其余的 20%于年终考核后根据考

核结果一次性核发。

（三）业绩奖金分月度、专项和年终分别发放。月度发放主要是

重点工作和常规工作任务对应的业绩奖金的月度分摊预发部分，发放

时间为当月下旬；专项发放主要是列入学校专项表彰项目的特殊贡献

对应的业绩奖金，于项目表彰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发放；年终发放主

要是月度和专项发放未兑现到位的业绩奖金，于年度考核结束后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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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发放。

第九章  职工其他改革性补贴

第二十九条  实施分配制度改革后，学校职工仍可按照国家政策

规定和标准，分别享受上下班交通费、逐月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等

改革性补贴和部分少数民族职工享受的回民补贴，有关费用不计入全

校绩效工资总量。

第三十条  事业编制职工按照规定缴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

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合同制人员缴存企业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遵循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章  职工调动、辞职、离职、退休收入的结转

第三十一条  职工调动、辞职、离职所涉及的收入结算，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金的转移，违约金处理等，由学校与当事人根据有关政

策协商达成一致后，办理相应手续。

第三十二条  在编职工退休后按规定领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原合同制人员退休后按规定领取企业基本养老

金。

第十一章  有关问题的处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病假职工的岗位薪金正常发放，履责酬金按照国家

关于病假工资的有关规定计发；职工因患癌症、精神病等重大疾病，

经学校工会组织医疗机构认定，可以不参加考核，其岗位薪金和履责

酬金中的岗位津贴正常发放；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产假、婚丧

假等假期待遇的，其规定休假期间岗位薪金和履职酬金正常发放。学

校规定的坐班时间缺勤和其他事假按缺勤的工作日比例扣发岗责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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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第三十四条  待岗培训职工第一年岗位薪金正常发放，第二年发

放原岗位薪金的 80%，第三年发放原岗位薪金的 50%；待岗期间履责

酬金停止发放，业绩奖金根据实际贡献发放。试用期满且距规定退休

年龄 5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经学校批准离岗创业期间，有关待遇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颁布后，各单位均不得在核定的收入总量之

外违反国家政策自行发放任何津贴补贴或奖金，不得突破核定的绩效

工资总量，不得违反规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分配。对违反政策规定的，

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十六条  职工收入符合纳税条件的，税费均由个人自理，学

校代扣代缴。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正式实施，由学校人事处负责

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颁布实施后，学校原有关于职工收入分配的

办法、规定等一律自行废止，原有与职工收入分配相关文件中与本办

法相抵触的内容，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 1：不同岗位的岗位薪金一览表

附件 2：不同岗位的基础性绩效工资一览表

附件 3：不同岗位的岗责酬金基数标准一览表

附件 4：不同岗位职工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附件 5：职工教学工作当量课时计算指导意见

附件 6：职工教科研工作积分计算指导意见

附件 7：教学（科研）建设工作积分计算办法

附件 8：职工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积分计算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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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职工加班管理办法

附件 10：关于规范职工校内评审费发放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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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不同岗位的岗位薪金一览表

一、专业技术岗位                                                                        单位：元/月

薪级工资技术等级

（职务）
岗位 岗位工资

起点薪

级 薪级 工资标准 薪级 工资标准 薪级 工资标准 薪级 工资标准 薪级 工资标准

一级 6010 39 1 260 14 746 27 1700 40 3049 53 4812

二级 4650 2 286 15 800 28 1790 41 3168 54 4969

三级 4110 3 312 16 860 29 1880 42 3287 55 5142

正高级

四级 3530

25

4 338 17 920 30 1979 43 3406 56 5315

五级 3070 5 369 18 986 31 2078 44 3535 57 5498

六级 2710 6 400 19 1052 32 2177 45 3664 58 5681副高级

七级 2500

16

7 436 20 1126 33 2276 46 3793 59 5874

八级 2200 8 472 21 1200 34 2385 47 3934 60 6067

九级 1960 9 513 22 1274 35 2494 48 4075 61 6276中  级

十级 1810

9

10 554 23 1356 36 2603 49 4216 62 6485

十一级 1640 11 600 24 1438 37 2712 50 4357 63 6714

助理级

十二级 1620

5

12 646 25 1520 38 2821 51 4498 64 6943

员  级 十三级 1510 1 13 692 26 1610 39 2930 52 4655 65 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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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岗位                                                                 单位：元/月

薪　　　　　　　级　　　　　　　工　　　　　　　资
技术等级

（职务）
岗位

岗位工

资

起点薪

级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省部级正职 一级 5910 46 1 260 11 600 21 1200 31 2078 41 3168 51 4498 61 6276

省部级副职 二级 4780 39 2 286 12 646 22 1274 32 2177 42 3287 52 4655 62 6485

厅局级正职 三级 3960 31 3 312 13 692 23 1356 33 2276 43 3406 53 4812 63 6714

厅局级副职 四级 3360 26 4 338 14 746 24 1438 34 2385 44 3535 54 4969 64 6943

县处级正职 五级 2780 21 5 369 15 800 25 1520 35 2494 45 3664 55 5142 65 7204

县处级副职 六级 2360 17 6 400 16 860 26 1610 36 2603 46 3793 56 5315 　 　

乡科级正职 七级 2070 12 7 436 17 920 27 1700 37 2712 47 3934 57 5498 　 　

乡科级副职 八级 1840 8 8 472 18 986 28 1790 38 2821 48 4075 58 5681 　 　

科员级 九级 1620 4 9 513 19 1052 29 1880 39 2930 49 4216 59 5874 　 　

办事员 十级 1510 1

　

10 554 20 1126 30 1979 40 3049 50 4357 60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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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勤技能岗位                                                             单位：元/月

薪　　　　　　　级　　　　　　　工　　　　　　　资

岗　位
岗位工

资

起点

薪级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薪级

工资

标准
薪级

工资

标准
薪级

工资

标准

薪

级

工资

标准

技术工一级

（高级技师）
2250 26级 1 225 7 381 13 582 19 838 25 1170 31 1566 37 1998

技术工二级

（技师）
1900 20级 2 248 8 410 14 620 20 886 26 1234 32 1636 38 2074

技术工三级

(高级工）
1690 14级 3 271 9 442 15 661 21 938 27 1298 33 1706 39 2150

技术工四级

（中级工）
1590 8级 4 297 10 474 16 702 22 990 28 1362 34 1776 40 2232

技术工五级

（初级工）
1500 2级 5 323 11 509 17 746 23 1048 29 1426 35 1846 　 　

普通工 1480 1级 6 352 12 544 18 790 24 1106 30 1496 36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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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工岗位津贴基数标准一览表

一、专业技术岗位                                    单位：元/月

岗位津贴

工作年限
岗位

（职务） 任职年限
10年 及 以

下

11-20年 21-30年 31-40年 41年及以上

6年及以上 2883 3033 3183
一级

5年及以下 2733 2883 3033

6年及以上 2379 2529 2679 2829
二级

5年及以下 2229 2379 2529 2679

6年及以上 2181 2311 2441 2571
三级

5年及以下 2051 2181 2311 2441

6年及以上 1985 2115 2245 2375

正高级

四级
5年及以下 1855 1985 2115 2245

6年及以上 1914 2024 2134
五级

5年及以下 1694 1804 1914 2024

6年及以上 1793 1903 2013
六级

5年及以下 1573 1683 1793 1903

6年及以上 1660 1770 1880

副高级

七级
5年及以下 1440 1550 1660 1770

6年及以上 1399 1499 1599 1699
八级

5年及以下 1199 1299 1399 1455 1599

6年及以上 1283 1383 1483 1583
九级

5年及以下 1083 1183 1283 1383 1483

6年及以上 1167 1267 1367 1467

中级

十级
5年及以下 967 1067 1167 1267 1367

6年及以上 924 1004 1084 1164 1244十一

级 5年及以下 844 924 1004 1084 1164

6年及以上 841 921 1001 1081 1161
初级

十二

级 5年及以下 761 841 921 1001 1081

员级 十三级 641 721 801 881 961

见习期人员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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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工勤技能岗位                         单位：元/月

岗位津贴

工作年限
岗位

（职务） 任 职 年 限
10年及以下 11-20年 21-30年 31-40年 41年及以上

6 年及以上 2449 2599 2749三 级 职 员

（ 正 厅 ） 5 年及以下 2149 2299 2449 2599

6 年及以上 1950 2080 2210 2340四 级 职 员

（ 副 厅 ） 5 年及以下 1820 1950 2080 2210

6 年及以上 1591 1711 1831 1951 2071五 级 职 员

（ 正 处 ） 5 年及以下 1471 1591 1711 1831 1951

6 年及以上 1359 1469 1579 1689 1799六 级 职 员

（ 副 处 ） 5 年及以下 1249 1359 1469 1579 1689

6 年及以上 1177 1277 1377 1477 1577七 级 职 员

（ 正 科 ） 5 年及以下 1077 1177 1277 1377 1477

6 年及以上 1019 1109 1199 1289 1379八 级 职 员

（ 副 科 ） 5 年及以下 929 1019 1109 1199 1289

6 年及以上 911 991 1071 1151 1231
九 级 职 员

5 年及以下 831 911 991 1071 1151

十 级 职 员 641 721 801 881 961

管理

人员

见 习 期 人 员 581

6 年及以上 1350 1460 1570 1680技 术 工

一 级 5 年及以下 1240 1350 1460 1570

6 年及以上 1098 1198 1298 1398 1498技 术 工

二 级 5 年及以下 998 1098 1198 1298 1398

6 年及以上 971 1061 1151 1241 1331技 术 工

三 级 5 年及以下 910 990 1061 1151 1241

6 年及以上 900 980 1060 1140 1220技 术 工

四 级 5 年及以下 820 900 980 1060 1140

技 术 工 五 级 640 720 800 880 960

普 通 工 610 690 770 850 930

工勤

人员

学 徙 工 、 熟 练 期 工 人 552

以上所有岗位人员的生活补贴执行 1270 元/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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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工不同岗位岗责酬金基数标准一览表

                               单位：1800元/系数·月（暂定）

系数 教师 其他专技 管理 工勤

4.5

4.4

4.3 教授二级

4.2

4.1 校级正职                                                                                                                                                                                                                                                                                                                                                                                                                                                                                                                                                                                                                                                                                                                                                                                                                             

4.0

3.9 教授三级

3.8

3.7

3.6 校级副职

3.5 教授四级

3.4

3.3 正高四级

3.2 副教授五级

3.1

3.0 副高五级 中层正职

2.9 副教授六级

2.8 六级职员

2.7 副高六级

2.6 副教授七级 中层副职

2.5 副高七级

2.4 讲师八级 七级职员

2.3 中级八级

2.2 讲师九级

2.1 中级九级 内设机构负责人 高级技师

2.0 讲师十级

1.9 中级十级 八级职员

1.8 技师

1.7 助教十一级 助理十一级 九级职员

1.6

1.5 助教十二级 助理十二级 十级职员 高级工

1.4

1.3 中级工

1.2

1.1

1.0 试用期 试用期 试用期 初级工
所有岗位任职年限每满 3年、且 3年年度考核均合格，系数上浮 0.1，上浮后不超过所在等级最高职级

系数。2017年职级重新认定后，聘在高一级岗位的任职年限重新计算，聘在原职级岗位的任职年限可从上一

轮职级认定起始日起累计计算，满半年不足一年的可按一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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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不同岗位职工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一、教师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1、普通教师应承担基本的教学工作量、教科研工作量，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

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

其中普通教师教学和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最低标准如下：

类别
教学基本工作量

（当量课时）

教科研基本工作量

（积分）

教授二级 80

教授三级 70

教授四级

340

60

副教授五级 45

副教授六级 40

副教授七级

380

35

讲师八级 28

讲师九级 24

讲师十级

400

20

助教十一级 400 15

助教十二级
400（含第一年听课 40课

时、第二年听课 20课时）
10

普通教师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基本工作量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

校下达的工作任务并结合自身实际自行制定标准。

2、实训教师教学基本工作量标准参照普通教师执行；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按照同职级普通教

师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标准的三分之一执行；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基本工作量由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校下达的工作任务并结合自身实际自行制定标准。

3、辅导员原则上应承担不少于 5个班级的带班教育管理任务，和所在二级学院规定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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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工作；同时完成教学基本工作量不少于 40当量课时；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按照同职级普通教

师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标准的三分之一执行；教学（科研）建设、其他管理与公共服务基本工作

量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校下达的工作任务并结合自身实际自行制定标准。 

4、普通教师同时担任二级学院（教学部）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以及“双肩挑”人员，除完

成经减免后的基本教学、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量外，严格实行坐

班制，并应承担和履行岗位规定的基本职责，按要求完成学校、单位和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

务或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二、管理人员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管理人员严格实行坐班制，并应承担和履行岗位规定的基本职责，按要求完成学校、单位

和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或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在教师工作岗位的，其教学、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

公共服务基本工作量执行有关教师标准；聘用在管理工作岗位的，除承担和履行岗位规定的基

本职责，按要求完成学校、单位和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或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外，还应

完成同职级普通教师三分之一的教科研基本工作量。

四、工勤技能人员基本工作量指导意见

工勤技能人员严格实行坐班制，并应承担和履行岗位规定的基本职责，按要求完成学校、

单位和部门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或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28

附件 5:

职工教学工作当量课时计算指导意见

一、A 类（纯理论课）、B 类（理论+实践课）当量课时计算办法

课时计算公式：N=K1×K2×M。其中，K1为班级人数系数，K2为教学改革系数，M为实际

教学时数。

1.关于 K1的计算

（1）以小于等于 50人的自然班为教学标准班计算，K1=1；

（2）班级人数在 51—60之间，K1=1.1；

（3）合班课，K1=1.3（二个班）；K1=1.6（三个班）；K1=1.8（四个班）；

（4）实验部分根据实际实验批次由二级教学单位酌情增加一定课时。

2.关于 K2的计算

（1）学校从未开设过、初次通过学校课程认证后，第一次开课的课程视为“新开课”，K2=1.2；

（2）“3+2”高职本科分段培养、“4+0”高职本科联合培养专业班级的数学课、物理课及转

段考试的专业课程， K2=1.2；

（3）经过学校认定，实施项目化课程改革、理实一体化教学的课程，K2=1.2；

（4）经过学校认定，实施双语教学的课程，K2=1.3；

（5）外国留学生班级（自然班）的汉语课程，K2=1.8；其余的课程，K2=1.3；

（6）经学校认定，实施线上线下、三课堂结合混合式教学，K2=1.2。

说明：任课教师所任课程的备课、批改作业、监考、出阅卷、辅导等不另计工作量。

二、C 类（纯实践课）当量课时计算办法

1.C类课包括整周课程设计，整周实训、实习，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课程。

2. 校内外整周课程设计、实训、实习的周课时计算公式：N=K3×28，其中 K3为实训、实

习分组系数，以标准班为基本依据。

根据实际教学需要进行适当分组教学,每组配备一名指导教师。

（1）每组人数 10人（含）以下，K3=0.4；

（2）每组人数 11-20人（含），K3=0.5；

（3）每组人数 21-30人（含），K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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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组人数 31人以上，K3=1.0；

3.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的课时根据指导学生人数计算，具体如下：

（1）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指导学生人数为 1-15名

工作量=人数×6（学时）

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指导学生人数为 16人及以上的，16人及以上部分按每指导 1名学生 5

学时计算

（2）航海类专业毕业航行实习指导人数为 1-20名

工作量=人数×3（学时）

（3）校内顶岗实习指导（学生人数不超过 20人）

工作量=人数×1.5（学时）

（4）校外毕业顶岗实习带队（专职）

工作量=每天 2学时

说明：（1）校内毕业设计必须由校内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为了保证毕业设计的质

量,一名指导教师原则上指导学生的人数不超过 20人，若学生人数超过 20人，每增加 10名学

生必须另配一名辅助指导教师，每名辅助指导教师与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总工作量中进行分配；

（2）校外顶岗实习带队包括实习计划的制定、检查、督促学生按进度进行、学校与厂点的

沟通、答辩的安排、成绩的评定等。

4. 经学校认可的纯线上教学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运行工作量计算公式：

N=视频总时长（分钟）×完整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并通过课程考核学生数/1200，80当量课

时封顶。

三、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当量课时计算办法

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当量课时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学校继续教育与培训管理办法，

并参照本办法有关条款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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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职工教科研工作积分计算指导意见

项目 积分办法

国家级项目 800分
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科技

部科技计划项目

省部级项目 400分

含国家部委科技计划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

省科技厅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江苏省社科基金；省发改委项目等。

市厅级项目 160分
含江苏各厅局下达的科技计划及南京市科技

计划项目等

研究课题

省级课题 160分（指省教育厅教改及教育规划课题）；

市厅级课题 80分（省教育厅哲社课题、省社科联课题、

国家一级学会课题）；省级以上学会 30分；校级课题 20

分

纵向项目

（1）申报省部级以上项目，受理后每项 10分；

（2）省部级以上项目立项兑现 40%积分，验收合格后兑现 60%积分。

（3）根据实际到账经费，每万元增加 5分

横向科研项目
10万元以上项目，每万元 10分；10万元以下项目每

万元 8分

SCI、SSCI检索论文，150分/篇；EI收录论文、CSSCI

期刊、国家一级学刊、国家级报刊文章（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100分/篇。（SCI\EI会议论文减半）

北大核心期刊论文、新华日报理论文章，60分/篇

在国内外正式学术刊物发表英文论文，30分/篇

普通学报论文（高职院校除外），20分/篇

发表论文

普通刊物（含校刊）公开发表论文，8分/篇(年度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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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积分办法

限三篇)

出版著作
经过学术委员会批准、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含 985

高校出版社）的专著，8分/万字

发明专利 80分/个（其中受理 15分、授权 65分）

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30分/个(第二项起 15分/个)

软件著作权 20分/个(第二项起 10分/个)

专利与

著作权

专利许可转化 10分/个

国家级 特等奖 5000分，一等奖 2000分，二等奖 1000分，

省部级
特等奖 2000分，一等奖 1000分，二等奖 200分，三

等奖 100分

市厅级、国家一

级学会（含教育

部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特等奖 200分，一等奖 100分，二等奖 50分，三等奖 20

分

教育教学

类成果奖

校级 一等奖 100分，二等奖 50分，三等奖 30分

国家级 一等奖 5000分，二等奖 2000分，三等奖 1000分

省部级 一等奖 2000分，二等奖 1000分，三等奖 500分

市厅级

国家一级学会
一等奖 300分，二等奖 200分，三等奖 150分

科技进步奖

发明奖

社会科学奖

科学技术奖
江宁区 一等奖 200分，二等奖 100分，三等奖 80分

国家级
一等奖 50分，二等奖 40分，三等奖 20分，优秀奖 10

分

省部级
一等奖 40分，二等奖 20分，三等奖 10分，优秀奖 5

分

优秀论文及

优秀案例奖

市厅级、一级学 一等奖 20分，二等奖 10分，三等奖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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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积分办法

会

校级 一等奖 15分，二等奖 8分，三等奖 4分

备注：

1、成果建议权重分配：2人 65%:35%；3人 55%:30%:15%；4人 45%:25%:20%:10%；5人

45%:20%:15%:10%:10%；6人 40%:20%:15%:10%:10%:5%；6人以上 40%:15%:15%:10%:20%（其余

人取平均值）；超过 10人，只计算前 10名成员，排名顺序以获奖证书、批准文件、结项书为准。

2、国家级教育教学类成果奖是指由教育部组织的国家教学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奖是指由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江苏省教学成果奖、江苏省教育教

学与研究成果奖。

3、一级学会是指在国家民政部门正式备案的教育教学类研究会，不含行业协会。其它各级

学会是指在一级学会组织框架下的各级分支机构或分委员会。

4、二级学会、三级学会以及行业协会等各类评奖各二级学院可参照本指导意见自行设定积

分和发放奖励金额，学校不再另行计分和奖励。

5、校级各类评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不超过 10%、20%、30%，宁缺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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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教学（科研）建设拓展性工作积分计算办法

第一条  教学（科研）建设工作量是指职工承担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

（科研）团队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改革项目，以及实验（实训）室、科技园、工程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等建设任务的工作量。

第二条  教学（科研）建设工作实行二级管理，由教务处根据二级教学单位在年度资金预

算申报时自行申报的教学建设类和实验实训室建设类建设项目的内容和目标，结合学校下达二

级学院的年度工作任务（含重点和常规），按《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积分计算标准》（见下表）

核定。

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积分计算标准：

项目 积分计算标准及说明

国家级：600分；省部级：30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0

分

专业建设

说明：

1.专业建设项目是指教育部、江苏省教育厅、国家一级学会、行

业指导委员会以及学校组织开展的品牌、骨干、特色、特色高水

平专业（群）等项目；

2.项目若需持续多年建设，积分可在建设期内按总积分的 70%分解

到年度兑现，项目通过验收后兑现剩余的 30%积分，也可项目验收

后一次性兑现全部积分，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由选择；

3.普惠性的央财或省财支持专业建设项目按相应等级标准的 60%

执行；

4.新开展的教改试点、职教体系试点专业（3+2 4+0）按 60分/专

业计算积分，分 3年核拨，每年 20分，需提交专业建设规划及年

度总结；

5.校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按 200分计算积分，校级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按 120分计算积分；

6.高水平校、优质校、特色高水平校等学校建设项目配套建设专

业，按相应等级标准的 50%计算积分。

课程建设 国家级：500分；省部级：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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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100

分

说明：含金课、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线开放课程、高水平院校建

设课程等

国家级：1000分；省部级：50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300

分

专业资源

库

说明：

1.资源库培育项目不计算积分，待项目通过验收后统一计算积分；

2.项目若需持续多年建设，积分可在建设期内按总积分的 70%分解

到年度兑现，项目通过验收后兑现剩余的 30%积分，也可项目验收

后一次性兑现全部积分，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由选择；

3.承接外校资源库子项目按国家级 200分/项目、省部级 100分/

项目计算积分。

国家级：200分；省部级：10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50

分

教材建设

说明：

1.国家级教材指教育部发文认定的精品教材和重点教材；

2.教育部发文认定的规划教材和江苏省发文认定的重点教材参照

省部级标准执行；

3.经二级教学单位立项（已报教务处备案）未公开出版的教材，

在校内使用 1年以上并通过教务处校级认定，按校级标准计算积

分；

4.经二级教学单位立项（已报教务处备案）公开出版的教材在校

内使用 1年以上并通过教务处校级认定，按校级标准 1.5倍系数

计算积分；

5.教辅、实验实训教材和纯电子化教材按各级标准乘 0.6系数执

行；

6.经认可的立体化教材按各级标准乘 1.5系数执行；

7.教材积分计算以 30万字为限，不足部分按比例折算；

8.3年内重新修订的教材不予计算积分。

技术技能

平台建设

国家级：200分；省部级：15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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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说明：

1.技术技能平台建设项目包括实验（实训）室、科技园、工程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创客空间、创新创业基地等；

2.项目若需持续多年建设，积分可在建设期内按总积分的 70%分解

到年度兑现，项目通过验收后兑现剩余的 30%积分，也可项目验收

后一次性兑现全部积分，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由选择；

3.央财普惠性实训基地建设参照省部级标准计算积分

4.校级实训基地建设根据建设工作量、建设难度、建设质量由专

家评审决定。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

目按 50分标准计算积分。

国家级：400分；省部级：15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100-

20分

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

说明：

1.专项立项建设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校企合作育人、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经学校认可的教改课题在校内推

广性实施项目等；专项立项的学生培养综合改革项目，如模块化

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等；

2.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须经过相关部门立项并报教务处备案，在校

内实践半年以上反映良好，通过学校认定；

3.项目若需持续多年建设，积分可在建设期内按总积分的 70%分解

到年度兑现，项目通过验收后兑现剩余的 30%积分，也可项目验收

后一次性兑现全部积分，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由选择；

4.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根据建设工作量、建设难度、建设质量

由专家评审决定。国家一级学会、行业指导委员会项目按 60分标

准计算积分。

国家级：600分；省部级：30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60

分

团队建设 说明：

1.含千帆计划团队项目、大学生创新工作室、技能训练队、大师

工作室、科技创新团队等

2.项目若需持续多年建设，积分可在建设期内按总积分的 70%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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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度兑现，项目通过验收后兑现剩余的 30%积分，也可项目验收

后一次性兑现全部积分，由二级学院（教学部）自由选择。

国家级：20分；省部级：10分

校级：5分
大学生实

践创新训

练计划项

目

说明：

1.省级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指导项目均按省级标准计算积分；

2.省级校企合作项目按校级计算积分。

省级以上

质量工程

项目申报

说明：

1.一般项目 10积分/次，成功者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2.重要且申报工作量大的项目 20-30积分/次，由教务处视情确定；

3.学校牵头的重大项目申报奖励由校长办公会确定

国家级一类：一等奖 500分，二等奖 200分，三等奖 100分

国家级二类：一等奖 80分，二等奖 30分，三等奖 10分

省部级一类：一等奖 150分，二等奖 60分，三等奖 20分

省部级二类：一等奖 30分，二等奖 10分，三等奖 5分

挑战杯国赛：特等奖 2000分，一等奖 1000分，二等奖 400，三等

奖 200分

挑战杯省赛：特等奖 600分，一等奖 300分，二等奖 120分，三

等奖 40分

互联网+大赛国赛：金奖 1000分，银奖 400分  铜奖 200分

互联网+大赛省赛：一等奖 300分，二等奖 120分，三等奖 40分

指导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团体第一名 1500分，团体第二名 1000

分，团体第三名 800分，团体第四名 500分；单项成绩第一名 300

分，第二名 200分，第三名 100分，第四名 50分，第五名 20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行业指导委员会）各类比赛：一等奖 10分，

二等奖 8分，三等奖 3分

指导学生

技能竞赛

说明：

1.“挑战杯——彩虹人生”赛项按照挑战杯对应等级 50%兑现奖

励，其他创新创业竞赛由二级学院（部）自行奖励。

2.江苏省政府主办，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主办 “江苏省大学省运

动会”参照省部级一类奖励（前三名分别对应一、二、三等奖，

其余没有奖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运

动会”参照国家一类标准执行（前三名分别对应一、二、三等奖，

其余没有奖励），其它各类大学生体育赛项由体育部自行认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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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发放金额，学校不再另行计分和奖励。

3.承办教育部、省教育厅、行指委以及学校委托的各类大赛，每

赛项 50-300分，根据参赛队数及赛程确定，由相关二级学院分配。

4.指导企业参加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获奖按企业专门给予学校奖

励的 30%奖励相关人员，由学校统一分配，不计算积分。学生奖励

办法另行规定。

指导学生

论文获奖

省级：一等奖 100分，二等奖 20分，三等奖 10分

省级优秀指导团队：20积分

校级（含国家一级学会、行业指导委员会）：一等奖 10分，二等

奖 5分，三等奖 2分

国家级一类：一等奖 500分，二等奖 120分，三等奖 50分

国家级二类：一等奖 80分，二等奖 40分，三等奖 20分

省部级一类：一等奖 200分，二等奖 60分，三等奖 30分

省部级二类、校级、一级学会、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一等奖 30分，

二等奖 12分，三等奖 6分

教师教学

竞赛获奖

说明：教师微课教学竞赛获奖按上述奖励一半兑现

备注：

1.国家级及省级一类是指：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直接组织的每年一度的教学建设项目和综合

性的大赛；政府组织的其他教学建设项目和综合性的大赛为二类，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指导学生参加省部级一类技能大赛每项目补贴 6000元集训课时费，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

一类技能大赛每项目补贴 8000元集训课时费，同一项目分别计算。

3.奖项设置和本办法所列奖项不一致的项目，按最高奖项等同与本办法规定的最高奖励原

则依次递推。

第三条  教学（科研）建设工作积分具体核拨和分配办法如下：

1.教务处于次年 1月份前针对各二级教学单位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量的完成情况核拨给各

二级教学单位其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量积分，由二级教学单位根据其内部绩效分配管理办法进

行二次分配。

2.项目结束后各二级学院应在自我组织验收通过后向教务处或科技处申请项目考核认定，

通过考核认定的项目按《教学（科研）建设工作积分计算标准》计算积分。项目按期通过验收后，

按照预拨积分全额兑现积分和业绩奖金，验收结果为暂缓结题的，再度通过后按预拨积分总额

的 80%兑现积分和业绩奖金。 

验收结果为不合格的项目予以撤除，并按预拨积分和业绩奖金总额从所在二级学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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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业绩奖金总额中扣除，同时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3.成人教育类教学建设项目按相应标准的 60%执行。

第四条  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的考核与认定

1.各二级教学单位应根据学校下发的年度教学与科研建设工作量自行组织相关项目的立项

工作，并报教务处备案。未完成立项或报备工作项目的教务处年底不予考核认定。

2.原则上项目建设期为一年，超过 1年的项目按分年度设定工作目标和积分，并按年计入

工作量。

3.项目积分原则上归属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教学单位，若项目负责人为校领导或行政双肩

挑人员，则按项目实际主要完成单位确定积分归属。

4.同一项目在一年内获得不同级别主管部门的考核（验收）通过，只按获得的最高等级的

积分标准计算积分。同一项目不同年度内获得更高等级考核（验收）通过，则按高等级标准扣

除已发放积分后计算积分。

第五条  凡由学校或市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增设，通过申报、评审获得，实行项目管理，

但未在《教学建设拓展性工作积分计算标准》列明的教学建设项目，根据其立项级别、建设体量、

建设绩效等，参照上述建设项目的标准，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学校讨论确定其教学建设

工作任务积分。

第六条  各二级教学单位年度教学与科研建设工作量中未包含的临时性项目，年底通过教

务处考核认定后只按相应标准拨发业绩奖金不计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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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职工超工作量与特殊贡献积分计算指导意见

一、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教学、教科研、教学（科研）建设、管理与公共服务超工作量，

以及特殊贡献等积分计算办法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参照学校有关指导意见自行制定。

二、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双肩挑人员除外）以下情况可以单

独计算超工作量积分：

1、管理人员完成的全部教科研工作，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在基本教科研任务外完成的教科研

工作，可计算超工作量，积分和业绩奖金由学校科技产业处根据学校教科研工作积分指导意见

统一核计核发。

2、兼职担任所在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委员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10分，担任所在党支部书

记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10分，担任所在党支部委员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6分；担任所在分工会主席

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10分，担任所在分工会委员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6分；担任所在团总支书记每

人每年核计积分 10分；积分和业绩奖金分别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工会、团委统一核计核发。

3、缺编超过 3个月的单位职工可申请超工作量积分和业绩奖金补贴，按照缺编人数年人均

100积分的补贴基数标准，由学校人事处按照实际缺编情况核计核发。

4、正常工作外必须的加班，经事前书面申报，列明加班事由和加班时间，履行部门负责人

和分管校领导审批手续，并报学校人事处备案，可计算超工作量积分和业绩奖金，标准执行国

家关于加班的相关规定，由学校人事处核计核发。加班应严格控制，必要时面向全校公示。申

请缺编补贴的单位不得另行以缺编为理由申请加班。

三、二级学院（教学部）职工、学校党政管理部门和非二级管理的直属单位职工以下情况

均可计算超工作量积分和特殊业绩：

1.超工作量

项目名称 积分
核定部

门

学校值班 根据学校《值班管理办法》执行 校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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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积分
核定部

门

校级教学督导
校级兼职教学督导员 1分/次；

校级兼职内审员 10分/年。
质评处

校级实训中心 30分/个 教务处

教代会、工代会工作

兼职担任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专

门工作委员会主任每人每年核计积分 10

分，担任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专

门工作委员会委员每人每年核计积分6分；

工会

校级学生社团指导 5分/个 团  委

学校组织的招生宣传 积分办法另定 招  办

学校组织的监考工作

参加英语四、六级及 A、B监考及巡考每场 2

分，学校组织的积欠考试及船员适任证书

校考每场 0.5分

教务处

校级学报校审 审稿 0.5分/篇；校对 6分/期 高教所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800积分/年;江苏

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500积分/年

航海体育节（每年 6月份）150积分/年；

设置航海体能技能含：爬绳、爬杆、浪木、

操艇、拔河、3000米、游泳、拖带等项目

课外体育锻炼、阳光长跑 70积分/年

校运动队 330积分/年，每年建设 A级运动

队 5个，B级运动队 3个。A级运动队每年

必须获得省级以上比赛二等奖以上，2年

没有此成绩调整到 B级；B级运动队如获

省级二等奖以上荣誉，可调整到 A级

校长杯 200积分/年

运动健康

学生田径运动会 480积分/年

教务处

校内巡察

校内每巡察一个单位（部门）核计积分 60

分，用于校内兼职从事巡察工作人员的超

工作量支出

党委巡

察办

2.特殊业绩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积分
核定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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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积分
核定部

门

经批准，赴国（境）外参加国际会议同时发表会议

论文或演讲，20分/次；参加港澳台等地区会议同

时发表会议论文或演讲，10分/次

学校教学科研职能部门组织、面向全校师生并经高

教所审批同意开展的各类讲座，4分/场。

讲座会议

高教所审批同意二级院部开展的学术讲座，2分/

场。

高教所

国家表彰 100分/人

省部级表彰 60分/人

市厅级表彰 30分/人
先进个人

校级表彰（含七一表

彰、教师节表彰、年

度表彰大会表彰）

10分/人

办公室

备注：其它上述列表中未列明的事宜，或取得的成绩、荣誉对学校具有历史性突破或较大

的战略意义，可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积分申请或临时性积分调整建议，经人事处审核，报校长

办公会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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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职工加班管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江

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相关规定，为规范学校职工加班

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学校强化岗位职责、工作效能和奉献精神，依法保障教职工休息休假的合法权益，鼓励教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岗位职责范围内完成工作，学校寒暑假正常发放教职工岗位薪金和履职酬金，

提倡和鼓励教职工利用寒暑假通过各种形式自主学习，参加业务培训，参加企业生产实践、开

展教科研工作，参与有益的社会活动、社会调查和文化参访等，自我提升教书育人的业务能力

和水平。

加班管理遵循的原则：

1、工作必需的原则。非因工作紧急需要，不得要求教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和法定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

2、优先调休的原则。必须安排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假日或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

严格控制时间，并优先考虑安排该职工在法定工作日调休。

3、统筹安排的原则。安排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假日或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工作和调休的，

应统筹安排人员和时间，既不能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也不能涉及本单位和部门的多数人，

影响日常工作的有序运行。

二、学校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和法定工作时间规定

1、学校法定休息日、节假日包括国家规定的公休日、节假日和学校规定的寒暑假。

2、教职工寒暑假时间一般比学生寒暑假放假时间推迟 5-10天，收假时间一般比学生提前 3-

5天，具体时间以学校每年寒暑假放假通知为准。

3、教职工法定工作时间是指学校上下班制度规定的法定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三、加班范围界定

1、加班是指因为特殊任务或紧急需要，经规定程序申请和批准，教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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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或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完成特殊任务、处理紧急事务，并且无法调休的工作。

2、下列情形均不属于加班：

（1）各单位、部门未按时完成的职责范围内的常规工作，安排教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假

日或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完成的。

（2）教职工在法定休息日、节假日或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参加业务培训、学术交流活动、

因公出差的；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和自主科研活动的；参加阅卷、监考、补课等有报酬活动的；

参与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计算拓展性工作积分并拨付业绩奖金项目的；参加学校组织的全校性运

动会和其他文化体育活动的。

四、加班的申请、审批与监督

1、学校党政（群团）部门、直属单位确需安排职工加班，并无法安排调休的，所在单位应

在加班工作实施前提出书面申请，列明加班事由、任务完成时限、加班人员、加班时间和无法

调休的理由，经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学校人事处公示和备案。

二级管理单位安排职工加班的申请办法参照上述有关规定由各二级单位自行制定。

2、学校对加班实行人均总额控制：平常时间每单位每人每月加班（含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加

班时间累积，下同）原则上不得超过 2个工作日，超过 2个工作日的，按 2个工作日核定；暑

假每单位每人每月加班原则上不得超过 10个工作日，超过 10个工作日的，按 10个工作日核定；

寒假每单位每人每月加班原则上不得超过 5个工作日，超过 5个工作日的，按 5个工作日核定。

人员缺编的部门，部门加班总天数在人均天数限制的基础上，按照每缺编 1人，不超过加班 60

个工作日累加核定。

3、学校人事处收到加班申请后应及时在校园网内网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无异议，

作为核发实际加班费的依据。各二级管理单位职工加班的申请也应在本单位内部进行公示。

五、加班费的发放

1、周六、周日和寒暑假加班费标准为职工的日均岗责酬金（岗责酬金基数×1800÷30）；

国家规定的节假日，职工日均岗位津贴双倍计算。

2、经批准发放的加班费纳入教职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其中各二级管理单位职工加班费从

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中核发，学校党政（群团）部门、直属单位职工加班费由学校核发。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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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以其他形式或从其他经费项目中列支加班费。

3、平常时间，经公示无异议的加班，加班费由职工所在单位按要求填报审核表报学校人事

处，纳入个人业绩奖金每月核发一次；寒暑假期间发生的加班费在开学后集中核发。

4、加班费与值班费不得重复发放。

六、相关说明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加班费新标准从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

2、 本 办 法 由 人 事 处 负 责 解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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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规范职工校内评审费发放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根据《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职工收入分配综合改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职工校内评审费发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职工校内评审费,是指我校在岗职工（含事业编制职工和合同制职工，

下同）参加学校内部组织（或承办）的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科研及专项项目评审、教育教

学成果评审、招投标评审、奖助学金评审、学生活动或竞赛评审以及学校重大成果、项目的申

报评审、评比活动，按规定由学校计算超工作量积分所对应的费用。

第三条 校内评审费严格按照经费预算渠道列支，项目职能单位应在编制年度预算时一并申

报。评审费纳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改变经费用途，也不得用其他经费列

支评审费。

第四条 校内评审、评比工作，以及相关超工作量积分计算和费用发放由项目职能单位归口

负责。所聘请的评审专家（招投标除外）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原则上必须具有副高以

上职称。项目职能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本单位人员发放评审费。

第五条 校内评审费根据评审、评比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不同，分别明确不同的发放标准。

1、教师教学、科研类项目和成果的评审，项目总数在 5项以内的，200元/次；超过 5项，10

项以内的，300元/次；超过 10项的按 30元/项计发，但总额不超过 500元/次。

2、学生创新、创业及科技类项目和成果的评审，项目总数在 5项以内的，100元/次；超

过 5项，10项以内的，200元/次；超过 10项的按 20元/项计发，但总额不超过 300元/次。

3、其他方面的项目和成果，以及各类评先、评优、人员选拔等评审 100元/次。

第六条 校内评审费于项目评审结束后，由职能单位按照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履行报销手续，

并通过银行卡统一发放。

第七条  招投标评审费的发放执行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和学校招标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

标准。 

第八条  违反本办法发放评审费，或采取变通手段发放评审费，一经发现，所发评审费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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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并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

中共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