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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要

求全国各高校建立即时公开制度，于每年 10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上一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并要求部属高校于当年 10 月底前在学校门户网站开设信息公开专栏，统一公布清单各项

内容。此项举措是教育部继 2010 年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之后推动高校信息公开工作

的又一重要动作，倘若落到实处，将有力推进高校治理的现代化。为此，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信息公开”项目组对最受公众关注的教育部直属高校 2014 年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

了第三方评价；期待借助此次观察，与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共同推进信息公开，推动社会对

高等教育的参与，进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对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以下简称“直属高校”）信息公开情况的合规性做

出的评价；内容规范的依据来源于《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

办函[2014]2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

函[2014]55 号）。高校信息公开完成情况评价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清单》所要求公开的各事

项公开完成情况（信息来自于各高校信息公开平台）；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

评价（年报主要来自各学校信息公开专栏／网站或者学校首页）；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发布规范性评价（主要监测内容的时间和发布渠道）。评价内容获取的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请参见文末附录。需要说明的是，本评价如同教育部新闻

发言人对《清单》要求的评论，“只是一个底限要求”1。 

【主要结论】 

1. 总体结论：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信息公开综合评价平均得分 71.30 

经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信息公开”项目组监测和统计分析发现，75 所直属高校

信息公开综合评价平均得分为 71.30 分，得分在 60 分及以上的直属高校共计 60 所，八成直属

高校信息公开综合合规性“及格”。其中得分最高的直属高校为 95.87 分，最低的为 21.40 分，

得分主要集中在 70-80（23 所）和 80-90（21 所）分数段内；综合得分前三位的高校依次分别

为：华北电力大学（95.87 分）、北京交通大学（92.97 分）、合肥工业大学（91.10 分）。（参见

后文排行榜与分析图表） 

                                                             
1
 施雨岑、吴晶，《透视教育部高校信息公开清单:“50 条，只是一个底限要求”》，新华网，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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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项分析： 

1) 76%的直属高校《清单》事项公开“及格” 

具体到信息公开评价的三个方面来看，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完成情况方面，

直属高校平均得分为 69.60 分，得分在 60 分以上的直属高校有 57 所，“及格率”为 76%。其

中得分最高的直属高校为 98.67 分，最低的为 0 分（这是由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有直

属高校的信息公开专栏／网站无法从学校网站首页或通过普通公众使用的搜索引擎找到），得

分最多集中在 80-90 分数段内（22 所）。 

《清单》事项信息公开中，直属高校完成得最好的是对于“基本信息”的公开，该项一级

指标得分率为 98.67%；具体到二级指标来看，做得较好的包括“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得分率

98.67%）、“办学规模、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学校机构设置、学科情况、专业情况、各

类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等办学基本情况”（97.33%）等项目。 

而直属高校得分率在六成以下的《清单》事项包括“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34.67%）、

“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及论证材料”（42.67%）、“艺术教育发展年度

报告”（44%）、“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49.33%）、“校办

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50.67%）、“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50.67%）、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52.00%）等二级指标。具体到三级指标，得分率较低

的项目还包括“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22.67%）、“新生复查期间有关情况”（26.67%）、“涉

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34.67%）、“考生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45.33%）、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报告”（57.33%）、“考生申诉渠道”（57.33%）、“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57.33%）等。 

2) 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年报内容弱项在“评议情况” 

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平均得分为 73.80 分，得分在 60 分以上的直

属高校有 66 所，“及格率”为 88%。其中得分最高的直属高校为 93.00 分，最低的为 44.00 分，

得分主要集中在 70-80（26 所）和 80-90（22 所）分数段内。 

年报制作中，直属高校完成得最好的是“概论”、“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

开情况”，三项一级指标均达到 100%覆盖；具体到二级指标，做得较好的包括“总体情况介

绍”（得分率 100%）、“通过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清单》所列事项”（100%）、“信息公开

工作改进措施”（97.33%）等项目。 

而年报内容完备性方面得分率最低的一级指标是“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77.33%）。

虽有少数直属高校的评议部分完成得相对较好，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采取了问卷调查的

方式了解师生对学校及二级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又如华东师范大学说明了师生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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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并详细列举了其主要建议；但整体而言，介绍“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的

评价情况”的高校较少（60.00%），尤其是少有高校提及本校对于社会公众和本校师生员工的

评价所给予的反馈（此两项三级指标的得分率分别为 14.67%、18.67%）。并且，年报中关于评

议的措辞存在模版化现象，往往高度概括、一语带过，普遍缺乏具体的评议方式、频率等信

息；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相关内容为“我校师生员工对学校信息公开关注程度较高，并

给予信息公开工作支持和肯定，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对学校及时提供各种信息表示满意，评

议良好。”北京科技大学为“全校师生员工师生对学校信息公开关注程度较高，对学校信息公

开工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肯定，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已公开信息表示满意和认可，评

议良好。”等等。 

3) 23 所直属高校未按时发布信息公开年报 

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规范性平均得分为 78.27 分，得分在 60 分以上的直

属高校有 52 所，“及格率”约为 69%。其中得分最高的直属高校为 100.00 分，最低的为 50.00

分。 

所有直属高校均通过学校网站首页或信息公开专栏对年报进行了公布，但值得注意的是， 

“发布时效性”一项是本轮评价中所有一级指标里得分率最低的一项，仅 52 所直属高校在此

项上得分，也即是说，有 23 所直属高校未按教育部要求于 10 月 31 日及之前在学校网站首页

或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布信息公开年报。 

3. 其他发现： 

1) 亮点：部分高校关注公众需求 

或许得益于以往校务公开、党务公开的经验以及《清单》相对明确的要求，本轮监测研究

中发现，部分直属高校如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西南大学等，在信息公开时条理清楚，按照《清单》的逻辑对公开的信息进行了分

类发布，方便使用者查询、获得信息。也有部分高校公示的信息较为完备，考虑到了公众的

需求进行针对性公开，如东北大学在对 2014 年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入选考生资格进行公示时，

公开了考生的户籍情况——这在绝大多数高校公示同类信息时并不包含此项信息的背景下显

得尤为难能可贵，毕竟农村学生单招最关键的资格就在于其城乡背景状况。 

2) “槽点”：重视程度和服务意识不够？ 

此次评价研究发现，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此前

连续两年针对“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情况进行的信息公开评价研究结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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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受瞩目的一批名校排名却相对靠后。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信息公开工作的

重视程度和服务意识问题。 

第二，部分高校相关网站用户体验较差。此次信息公开专栏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 

A. 信息公开专栏在学校网站首页的链接入口设置不明显。如，西南大学的专栏入口以图

片形式设置在页面底端，既不容易被肉眼发现也无法通过浏览器的页面搜索功能找到。大连

理工大学的专栏入口则更为隐秘，将鼠标移到学校网站首页左栏的第二个选项卡——“学校

公告”四个字上时，才会在其下显示出“信息公开”的链接入口；中山大学等校的专栏入口

设置也是类似情况，如同武侠片中深藏盖世神功秘笈的神秘山洞，需要触碰某个机关才能入

内。 

B. 栏目混乱、信息零散分布。尽管《清单》已对需公开信息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分类，仍

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坚持将部分信息“就近公布”——即出于自身工作操作方便，在信息公开

专栏中按行政分工的小类或者大类甚至直接是发布部门名称来予以公布，如华中师范大学等。

而由于普通公众大多不了解学校内部是如何分工，并且校际之间各部门分工未必完全一致，

此种做法导致信息查阅非常困难。其他相关的操作问题如大连理工大学信息公开网的信息查

询要从三个不同栏目的导航里去找，各导航条项目名称相似、内容却不完全一致，让人无所

适从；再如武汉理工大学信息公开专栏的导航中有部分分类——“教职工代表会”、“学术规

范”等选项卡时有时无，不知遵循何种规律出现；又如，中国政法大学的预、决算有分别单

独的类目，但实际内容却不在各自类目下，而放在了“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类目中，同时

2014 年度的信息公开年报在相应栏目下点击后也无法找到，只能从首页边栏的链接处打开才

可找到。此外，还有学校的栏目设置存在“打补丁”的情况，如武汉理工大学的“重大改革

与决策”等 4 个栏目，仅能在首页找到，导航栏中却缺这几项，没有归入相应大类，让人容

易忽略、找不到相关信息。等等。 

C. 链接错误、无效链接或无链接。链接错误的情况如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公开网站中，“规

划办”的跳转链接打开为“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并且再点击进一步的链接为“无法找

到页面”，而“就业指导中心”的链接两次跳转后打开为“校园建设规划与管理办公室”页面；

无效链接的情况如南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规划”每次点击标题后并不能进入内容页，而是

循环重新进入首页；无链接的情况如江南大学“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的公示

有标题但无链接可点击查看详情，等等。 

D. 没有搜索引擎或搜索引擎无法使用，不便信息查找。前者如兰州大学信息公开专栏，

后者如北京化工大学、江南大学等校信息公开专栏搜索后无法显示网页，或如武汉理工大学

等校搜索后仍为原网页、无任何反应。 

E. 公开形式不方便查看。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公示的收费相关信息为分辨率较低的

截图，即便放大网页或存取图片后再放大都看不清楚，表格之间还有相互遮盖的情况。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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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公示信息时仅有文字的查找路径指示，而未直接添加跳转链接，还需用户自己去一

一查找信息；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其在信息公开专栏中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文

字说明——“可于学校‘信息平台-行政公文’中查阅”，但查阅者再自行到学校网站一级级寻

找颇为不便。此外，还有部分直属高校信息公开专栏上大量内容均采用需下载附件才能查看

的形式，增加了繁琐程度。 

F. 无相关信息却未作说明。如部分学校并无巡视组巡视的情况或者发生重大事件需要调

查处理，却未在信息公开网站上作相关说明，只是单纯留白。 

除此以外，本轮监测评价还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公示时长问题。多数高校公开的录取名单等招生信息缺省具体内容，仅说明为已过

公示期；而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4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1 号）中《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要求，“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

校公示的信息保留至当年年底。” 还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公示时长规定如：北京化工大学信息

公开专栏上找不到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的相关信息，细看信息公开年告才发现“根

据《北京化工大学在职教职工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规定》（北化大校办发[2013]34 号），

以上团组均在我校国际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七天。” 

第二，公示时间缺乏公信力。课题组监测信息公开年报发布情况时发现，有 11 所直属高

校存在网页显示的发布时间与实际公示时间不符的情况；尤其是部分高校信息公开专栏在教

育部信息公开截止日期数日之后原本均未查询到有 2014 年度年报公开，但一旦发布后却网页

发布时间显示为截止日期之前或者当天。当然，不排除部分高校是由于先录入内容、后放链

接入口，或者预先放在了新网站上、而新网站整体上线时间晚，因而报告的网页生成时间早、

但从外部能看到的时间晚的因素造成的误差；但此种情况削弱了高校信息公开的公信力。 

第三，无效信息公开。主要存在以下各种情况： 

A. 公开的信息公众却无权访问。如山东大学财务处的信息公示，包括财务制度、收费管

理等信息点击后均显示无权访问；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的财务管理制度，甚至像兰州

大学这样整个财务信息普通公众都无权查看。又如，北京化工大学信息公开专栏里的学校章

程、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学校“重大改革与决策”均不对社会公开，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才有权限看到特定栏目内容”。再如，北京科技大学的“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学

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也是同样的问题。更为难以理解的需要登录才能查看的信息“公开”

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内中层干部任免“公示”、河海大学的“学校发展规划”、华中师范

大学的“岗位设置与聘用办法”等；复旦大学“2014 年年度工作要点”、“校领导及附属医院

副局级领导因公出访情况”也仅对校内公开，“校外公众如需要获取此项信息，请与信息公开

办公室联系。”华东师范大学的“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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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也需登录才可查看。 

B. 将信息公开在普通公众无法企及的渠道。如据《2013-2014 学年度北京化工大学信息

公开年度工作报告》，该校将各学院研究生复试成绩公布在了“各学院橱窗”；鉴于公示时间

仅限于“4 月 7 日至 4 月 21 日”，普通公众要了解这些公开信息相当困难。 

C. “牛头不对马嘴”，内容与项目要求不匹配。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示的“参加研究

生复试的考生成绩”实际为“硕士各专业复试分数线”，长安大学公示的此项信息实际仅为名

单没有成绩。又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公示的“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均实

为艺术团工作汇报。再如，中南大学的“学生申诉办法”直接链接到校长邮箱界面——而要

处理学生申诉问题，更多需靠常效机制，而非“上访”。  

D. 信息缺乏及时性。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开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为 2012 年度的报告，未更

新新的信息。等等。 

第四，信息质量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各种情况： 

A. 公开的信息缺斤少两，文不对题。如，东北大学公示“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时，仅有“全日制本科生在校生人数”一项，既非比例，也无教师

数量及结构。再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公示仅为《60 周

年校庆实物礼品明细》。等等。 

B. 数据经不起推敲。如，北京科技大学在公示 2014 年专任教师分学科结构时，比例加总

起来不得 100%，无法确知是数据计算四舍五入时存在问题还是存在未公开部分数据的情况，

削减了信息公开的可信度。 

C. 数据模糊。如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各类在校生情况的信息公开表述为“目前各类全日制

在校生近 3 万人，其中研究生 10000 余人，留学生 1000 余人”，对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的信息公开表述为“学校现有教职工 3800 余人，专任教师 180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000

余人”，相对模糊的信息令数据实用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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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排名】 

表 1  2014 年直属高校信息公开情况综合评价排名表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 均分 71.30 38 东北大学 75.52 

1 华北电力大学 95.87 39 中央音乐学院 75.48 

2 北京交通大学 92.97 40 东华大学 75.23 

3 合肥工业大学 91.10 41 西安交通大学 74.93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90.45 42 上海交通大学 73.63 

5 中国药科大学 89.45 43 大连理工大学 73.62 

6 东北林业大学 88.90 44 西南大学 72.97 

7 武汉大学 87.85 45 中国传媒大学 72.23 

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86.97 46 南开大学 71.72 

9 重庆大学 85.20 47 河海大学 71.38 

10 湖南大学 85.15 48 陕西师范大学 70.47 

11 上海财经大学 84.83 49 山东大学 69.97 

12 电子科技大学 84.73 5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9.80 

13 中央美术学院 84.60 51 武汉理工大学 68.65 

14 上海外国语大学 83.30 52 华南理工大学 68.23 

15 四川大学 82.83 5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66.78 

16 华中科技大学 82.40 54 厦门大学 65.50 

17 东北师范大学 82.18 55 吉林大学 64.87 

18 北京外国语大学 82.07 56 中央戏剧学院 63.17 

19 同济大学 82.03 57 南京农业大学 63.02 

20 北京科技大学 81.95 58 北京大学 60.80 

21 华东理工大学 81.78 59 江南大学 60.65 

22 中国农业大学 80.42 60 北京林业大学 60.00 

23 西南交通大学 80.40 61 浙江大学 59.73 

2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0.27 62 天津大学 59.67 

25 中国人民大学 80.03 63 南京大学 59.47 

26 清华大学 79.80 64 中山大学 57.65 

27 中国矿业大学 79.70 65 北京语言大学 56.38 

28 中国政法大学 79.63 66 华中农业大学 54.72 

29 长安大学 79.30 67 中南大学 54.27 

30 东南大学 78.60 68 兰州大学 51.42 

31 中国海洋大学 78.52 69 西南财经大学 49.38 

32 华东师范大学 77.68 70 华中师范大学 41.00 

3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7.10 71 北京化工大学 38.70 

34 北京师范大学 76.80 7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5.20 

35 北京邮电大学 76.67 7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0.47 

36 复旦大学 76.52 74 中央财经大学 25.80 

3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5.83 75 北京中医药大学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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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4 年直属高校“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评价得分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 均分 69.60 38 东华大学 74.33 

1 华北电力大学 98.67 39 复旦大学 74.17 

2 武汉大学 97.50 40 东南大学 74.00 

3 东北林业大学 97.00 40 北京师范大学 74.00 

4 北京交通大学 95.67 42 大连理工大学 73.17 

5 合肥工业大学 95.00 43 陕西师范大学 72.67 

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93.50 44 山东大学 71.38 

6 中国药科大学 93.50 4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0.33 

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91.67 46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68.83 

9 华中科技大学 89.71 47 中国传媒大学 68.05 

10 北京外国语大学 88.38 48 武汉理工大学 67.21 

11 中国农业大学 87.17 49 河海大学 66.83 

12 电子科技大学 87.05 50 厦门大学 66.71 

13 东北师范大学 86.83 51 吉林大学 66.67 

14 湖南大学 86.50 52 上海交通大学 66.33 

15 四川大学 86.33 52 华南理工大学 66.33 

16 华东理工大学 84.83 54 北京林业大学 64.00 

1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4.38 55 南开大学 62.17 

18 上海财经大学 84.33 5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00 

18 同济大学 84.33 57 中央戏剧学院 61.38 

20 中央音乐学院 83.26 58 南京大学 56.67 

21 北京科技大学 82.50 59 中山大学 55.21 

22 中国政法大学 82.33 60 天津大学 54.67 

23 中国海洋大学 82.17 61 江南大学 53.50 

24 重庆大学 82.00 62 浙江大学 51.33 

24 中央美术学院 82.00 63 南京农业大学 51.17 

26 西安交通大学 81.33 64 西南财经大学 50.83 

27 上海外国语大学 81.00 65 北京语言大学 49.40 

28 中国人民大学 80.33 66 北京大学 48.00 

29 东北大学 80.17 67 兰州大学 45.17 

30 西南交通大学 80.00 68 中南大学 44.67 

31 西南大学 79.67 69 华中农业大学 38.17 

32 北京邮电大学 78.38 70 华中师范大学 29.71 

33 清华大学 78.00 71 北京化工大学 28.43 

3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7.00 7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67 

35 华东师范大学 76.98 7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8.00 

36 中国矿业大学 75.00 74 中央财经大学 4.00 

36 长安大学 75.00 75 北京中医药大学 0.00 

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中医药大学未建立信息公开专栏／网站，所以本部分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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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 年直属高校“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评价得分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 均分 73.80 36 山东大学 75.00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93.00 36 中央财经大学 75.00 

2 南开大学 91.00 40 合肥工业大学 73.00 

3 北京交通大学 90.00 40 武汉大学 73.00 

3 华中农业大学 90.00 40 湖南大学 73.00 

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89.00 40 华中科技大学 73.00 

5 重庆大学 89.00 40 中国传媒大学 73.00 

7 中央美术学院 86.00 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3.00 

7 中国矿业大学 86.00 46 四川大学 72.00 

7 上海交通大学 86.00 46 华东理工大学 72.00 

7 南京农业大学 86.00 46 西南交通大学 72.00 

7 北京大学 86.00 46 中国农业大学 72.00 

12 中国政法大学 85.00 46 东北大学 72.00 

13 华北电力大学 84.00 46 大连理工大学 72.00 

13 长安大学 84.00 52 中山大学 70.00 

13 东南大学 84.00 53 电子科技大学 69.00 

13 北京邮电大学 84.00 53 中国人民大学 69.00 

17 复旦大学 83.00 53 华南理工大学 69.00 

1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3.00 53 北京语言大学 69.00 

17 河海大学 83.00 57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68.00 

17 武汉理工大学 83.00 58 天津大学 67.00 

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2.00 58 北京中医药大学 67.00 

22 北京科技大学 81.00 60 吉林大学 66.00 

2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1.00 61 同济大学 65.00 

24 中国药科大学 80.00 61 西安交通大学 65.00 

24 东北林业大学 80.00 61 中南大学 65.00 

24 中国海洋大学 80.00 64 中央音乐学院 61.00 

27 上海财经大学 79.00 64 西南大学 61.00 

27 华东师范大学 79.00 64 华中师范大学 61.00 

27 浙江大学 79.00 67 南京大学 59.00 

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76.00 67 兰州大学 59.00 

30 清华大学 76.00 69 东北师范大学 57.00 

3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6.00 7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55.00 

30 东华大学 76.00 71 北京化工大学 54.00 

30 中央戏剧学院 76.00 72 北京林业大学 51.00 

30 江南大学 76.00 73 陕西师范大学 48.00 

3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5.00 74 厦门大学 44.00 

36 北京师范大学 75.00 74 西南财经大学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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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 年直属高校“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规范性评价得分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排名 学校名称 得分 

— 均分 78.27 29 大连理工大学 80.00 

1 华北电力大学 100.00 29 河海大学 80.00 

1 合肥工业大学 100.00 29 华南理工大学 80.00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0.00 29 浙江大学 80.00 

1 重庆大学 100.00 29 南京大学 80.00 

1 湖南大学 100.00 29 北京语言大学 80.00 

1 上海财经大学 100.00 29 兰州大学 80.00 

1 电子科技大学 100.00 29 华中师范大学 80.00 

1 中央美术学院 100.00 29 北京化工大学 80.00 

1 东北师范大学 100.00 2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0.00 

1 同济大学 100.00 29 中央财经大学 80.00 

1 西南交通大学 100.00 29 天津大学 80.00 

1 中国矿业大学 100.00 29 华东师范大学 80.00 

1 长安大学 100.00 29 江南大学 80.00 

1 东南大学 100.00 29 北京中医药大学 80.00 

1 北京师范大学 100.00 53 东北林业大学 50.00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0 53 武汉大学 50.00 

1 上海交通大学 100.00 5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0.00 

1 中国传媒大学 100.00 53 华中科技大学 50.00 

1 南开大学 100.00 53 北京外国语大学 50.00 

1 陕西师范大学 100.00 5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50.00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0.00 53 中国政法大学 50.00 

1 厦门大学 100.00 53 中国海洋大学 50.00 

1 南京农业大学 100.00 53 北京邮电大学 50.00 

1 华中农业大学 100.00 53 东北大学 50.00 

1 中南大学 100.00 53 中央音乐学院 50.00 

1 清华大学 100.00 53 西安交通大学 50.00 

1 中国人民大学 100.00 53 西南大学 50.00 

1 北京大学 100.00 53 山东大学 50.00 

29 北京交通大学 80.00 53 武汉理工大学 50.00 

29 中国药科大学 80.00 5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50.00 

29 上海外国语大学 80.00 53 吉林大学 50.00 

29 四川大学 80.00 53 中央戏剧学院 50.00 

29 北京科技大学 80.00 53 北京林业大学 50.00 

29 华东理工大学 80.00 5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50.00 

2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0.00 53 西南财经大学 50.00 

29 复旦大学 80.00 53 中国农业大学 50.00 

29 东华大学 80.00 53 中山大学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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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表】 

1. 评价得分分布 

 

图 1  2014 年直属高校信息公开情况综合评价得分分布 

 

图 2  2014 年直属高校“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评价得分分布 

 

图 3  2014 年直属高校“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评价得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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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4 年直属高校“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规范性评价得分分布 

2. 各级指标合规情况 

表 5  一级指标合规情况 

评价方面 一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事项清单》 

完成情况评价 

基本信息 74 98.67% 

招生考试信息 70 93.33% 

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74 98.67% 

人事师资信息 73 97.33% 

教学质量信息 71 94.67% 

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70 93.33% 

学风建设信息 64 85.33% 

学位、学科信息 63 84.00% 

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 67 89.33% 

其他 59 78.67% 

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完成情况评价 

概论 75 100.00% 

主动公开情况 75 100.00%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75 100.00% 

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58 77.33% 

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69 92.00% 

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74 98.67% 

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发布规范性评价 

发布渠道 75 100.00% 

发布时效性 52 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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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二级指标合规情况 

部分 二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事项清单》 

完成情况评价 

（1）办学规模、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学校机

构设置、学科情况、专业情况、各类在校生情况、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等办学基本情况 

73 97.33%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61 81.33%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59 78.67%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56 74.67%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59 78.67%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74 98.67%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

类招生计划 
66 88.00% 

（8）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

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52 69.33%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分批次、

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63 84.00%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

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64 85.33% 

（11）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

办法，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

数 

67 89.33%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26 34.67%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48 64.00%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59 78.67%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69 92.00%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56 74.67%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信息 
38 50.67% 

（18）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

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64 85.33% 

（19）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71 94.67% 

（20）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71 94.67%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56 74.67%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51 68.00%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39 52.00%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51 68.00%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59 78.67%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38 50.67%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 58 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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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二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量及结构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总

分 2 分) 
61 81.33%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55 73.33% 

（3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教

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52 69.33%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68 90.67%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66 88.00%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63 84.00%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33 44.00%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48 64.00% 

（36）学籍管理办法 66 88.00%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

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68 90.67%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62 82.67% 

（39）学生申诉办法 59 78.67% 

（40）学风建设机构 57 76.00% 

（41）学术规范制度 60 80.00%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59 78.67%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62 82.67% 

（44）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

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46 61.33% 

（45）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

权点审核办法 
37 49.33%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

报及论证材料 
32 42.67%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58 77.33%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58 77.33%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30 40.00%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

信息和处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

理情况 

54 72.00% 

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完成情况评价 

（1）总体情况介绍 75 100.00% 

（2）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新闻发布会、微博、

微信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的情况 
71 94.67% 

（3）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新闻发布会、微博、

微信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相关统计数 
54 72.00% 

（4）通过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清单》所列事

项的情况 
75 100.00% 

（5）反映学校受理情况 61 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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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二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6）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 64 85.33% 

（7）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 45 60.00% 

（8）本校师生员工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

情况 
57 76.00% 

（9）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45 60.00% 

（10）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受举报的情况 69 92.00% 

（11）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验 18 24.00% 

（12）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 68 90.67% 

（13）信息公开工作改进措施 73 97.33% 

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发布规范性评价 

（1）在学校网站首页或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布 75 100.00% 

（2）在本年度 10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布 
52 69.33% 

 

表 7  三级指标合规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基本信息 

（6 项） 

（1）办学规模、校级领导班

子简介及分工、学校机构设

置、学科情况、专业情况、

各类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

业技术人员数量等办学基本

情况 

学校办学规模 70 93.33% 

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 71 94.67% 

学校机构设置 64 85.33% 

学校专业情况 73 97.33% 

学校学科情况 72 96.00% 

各类在校生情况（本科生、

研究生人数） 
68 90.67%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69 92.00%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 42 56.00% 

各项规章制度 54 72.00%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

度、工作报告 

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 56 74.67%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43 57.33%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年度报告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56 74.67% 

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 17 22.67%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学校发展规划 52 69.33% 

学校年度工作计划 42 56.00% 

学校重点工作安排 48 64.00%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74 98.67% 

招生考试 

信息 

（8 项）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

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

生计划 

招生章程 62 82.67% 

特殊类型招生办法 64 85.33%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54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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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8）保送、自主选拔录取、

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

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

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

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

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

考生资格 

49 65.33%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

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

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考试

测试结果 

49 65.33%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

渠道和办法，分批次、分科

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

道和办法 
57 76.00% 

考生分批次、分科类录取

人数 
34 45.33% 

考生录取最低分 52 69.33%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

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

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招生咨询渠道 63 84.00% 

考生申诉渠道 43 57.33% 

新生复查期间有关情况 20 26.67% 

（11）研究生招生简章、招

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

各院（系、所）或学科、专

业招收研究生人数 

研究生招生简章 66 88.00%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65 86.67% 

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52 69.33% 

研究生各院（系、所）或

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

数 

59 78.67%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

生成绩 

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

绩 
26 34.67%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48 64.00%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

诉渠道 

研究生招生咨询 55 73.33% 

研究生招生申诉渠道 46 61.33% 

财务、资产及

收费信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57 76.00% 

资产管理制度 67 89.33%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

管理情况 

受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 51 68.00% 

受捐赠财产的管理情况 47 62.67%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38 50.67% 

（18）仪器设备、图书、药

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

建工程的招投标 

物资设备采购 61 81.33% 

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60 80.00% 

（19）收支预算总表、收入

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

拨款支出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70 93.33% 

收入预算表 70 93.33% 

支出预算表 70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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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71 94.67% 

（20）收支决算总表、收入

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表 

收支决算总表 71 94.67% 

收入决算表 71 94.67% 

支出决算表 71 94.67%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71 94.67%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收费项目 55 73.33% 

收费依据 55 73.33% 

收费标准 56 74.67% 

收费投诉方式 45 60.00% 

人事师资 

信息 

（5 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

职情况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

况 
51 68.00%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

国（境）情况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

（境）情况 
39 52.00%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

办法 

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48 64.00% 

岗位聘用办法 50 66.67%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人员招聘信息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43 57.33% 

校内人员招聘信息 56 74.67%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38 50.67% 

教学质量 

信息 

（9 项）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

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量及

结构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

数的比例 
46 61.33% 

教师数量及结构 56 74.67%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

专业、停招专业名单(总分 2

分) 

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

停招专业名单任意一项 61 81.33%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

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

例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52 69.33% 

全校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 
47 62.67% 

全校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

比例 
45 60.00% 

（3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

占教授总数的比例、教授授

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

比例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

授总数的比例 
49 65.33%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

门次数的比例 
51 68.00%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

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

施 
63 84.00% 

促进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66 88.00%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

就业率、就业流向 

毕业生的规模 65 86.67% 

毕业生结构 64 85.33% 

毕业生的就业率 66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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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毕业生的就业流向 64 85.33%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 
63 84.00%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33 44.00%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48 64.00%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4 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学籍管理办法 66 88.00%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

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

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学生各种奖学金等的申请

规定 
67 89.33% 

学生各种奖学金等的管理

规定 
68 90.67%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62 82.67% 

（39）学生申诉办法 学生申诉办法 59 78.67% 

学风建设 

信息 

（3 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风建设机构 57 76.00% 

（41）学术规范制度 学术规范制度 60 80.00%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

制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59 78.67% 

学位、 

学科信息 

（4 项） 

（43）授予博士、硕士、学

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 
62 82.67% 

（44）拟授予硕士、博士学

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查和

学力水平认定 

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

等学力人员资格审查和学

力水平认定 

46 61.33% 

（45）新增硕士、博士学位

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审核办法 

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

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审

核办法 

37 49.33%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

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及

论证材料 

有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

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 
29 38.67% 

有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

专业学位授权点论证材料 
28 37.33% 

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58 77.33%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

规定 

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58 77.33% 

其他 

（2 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

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

馈意见整改情况 
30 40.00%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信息

和处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

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理预案、预警信息和

处置情况， 

50 66.67% 

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

查和处理情况 
26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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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概论（1 项） （1）总体情况介绍 

有基本介绍 75 100.00% 

提出信息公开制度 71 94.67% 

提出信息公开平台 69 92.00% 

其他相关内容 74 98.67% 

主动公开 

情况 

（3 项） 

（2）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

刊、新闻发布会、微博、微

信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

公开信息的情况 

明确提出了以上公开信息

方式和途径 
71 94.67% 

（3）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

刊、新闻发布会、微博、微

信等形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

公开相关统计数 

对公开信息方式和途径有

相关统计数字 
54 72.00% 

（4）通过信息公开专栏向社

会公开《清单》所列事项的

情况 

有公开信息总数量 52 69.33% 

有列举公开信息内容 75 100.00% 

有注明公开信息方式和途

径 
64 85.33% 

依申请公开

和不予公开

情况 

（3 项） 

 

（5）反映学校受理情况 

有反应学校受理情况 59 78.67% 

有列举受理内容或方式 22 29.33% 

（6）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

开申请的情况 

有提到答复师生和公众信

息公开申请的内容加 
26 34.67% 

有具体答复方式、申请种

类等 
17 22.67% 

若没有答复师生和公众信

息公开申请，但对此做了

特别说明。 

38 50.67% 

（7）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减

免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 

有相关内容 7 9.33% 

有相关统计数据 2 2.67% 

若没有公开申请，但对此

做了特别说明 
39 52.00% 

对信息公开

的评议情况 

（2 项） 

（8）本校师生员工对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有涉及到师生、员工对学

校信息公开进行评价 
55 73.33% 

有提到对于评价给予反馈 14 18.67% 

若没有对信息公开进行评

价，但是有相关特别说明 
2 2.67% 

(9)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有涉及社会公众对学校信

息公开进行评价 
43 57.33% 

有提到对于评价给予反馈 11 14.67% 

若没有对信息公开进行评

价，但是有相关特别说明 
3 4.00% 



 

 

2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规 

学校数（所） 

合规 

得分比例 

因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受

到举报的情

况（1 项） 

（10）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

受举报的情况 

有涉及到受举报情况 

69 92.00% 

信息公开工

作主要经验、

存在的问题

和改进措施 

（3 项） 

（11）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

验 

有提到工作经验 
18 24.00% 

列举了具体经验内容 16 21.33% 

（12）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

验 

有提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68 90.67% 

列举了具体问题 65 86.67% 

（13）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

验 

有提到工作改进 73 97.33% 

列举了具体改进措施 72 96.00% 

发布渠道 

（1 项） 

（1）在学校网站首页或信息

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布 

在学校网站首页或信息公

开专栏向社会公布的得

50 分；在监测中存在专栏

打不开或报告发布页面链

接无效现象的，从总分中

扣除 10 分。 

75 100.00% 

发布时效性 

（1 项） 

（2）在本年度 10 月 31 日前

向社会公布 

在 10 月 31 日之前面对社

会公布得 50 分，10 月 31

日当天面对社会公布得

30 分，10 月 31 日之后面

对社会公布得 0 分。 

52 69.33% 

 

【附 1：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高校信息公开工作情况评价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评价，分值占比 70%； 

第二部分：“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评价，分值占比 20%； 

第三部分：“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规范性评价，分值占比 10%。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014]23 号）及《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4]55 号），制定如

下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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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基本信息 

（6 项） 

（1）办学规模、校级领

导班子简介及分工、学校

机构设置、学科情况、专

业情况、各类在校生情

况、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

数量等办学基本情况 

学校办学规模 2/7 分 

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 2/7 分 

学校机构设置 2/7 分 

学校专业情况 2/7 分 

学校学科情况 2/7 分 

各类在校生情况（本科生、研究生人数） 2/7 分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2/7 分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

各项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 1 分 

各项规章制度 1 分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

关制度、工作报告 

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 1 分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1 分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

度、年度报告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1 分 

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 1 分 

（5）学校发展规划、年

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安排 

学校发展规划 2/3 分 

学校年度工作计划 2/3 分 

学校重点工作安排 2/3 分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2 分 

招生考试信息 

（8 项）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

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

科类招生计划 

招生章程 2/3 分 

特殊类型招生办法 2/3 分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2/3 分 

（8）保送、自主选拔录

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

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

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

试结果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

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 
1 分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

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考试测试结果 1 分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

查询渠道和办法，分批

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

取最低分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 2/3 分 

考生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 2/3 分 

考生录取最低分 2/3 分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

诉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

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招生咨询渠道 2/3 分 

考生申诉渠道 2/3 分 

新生复查期间有关情况 2/3 分 

（11）研究生招生简章、

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

办法，各院（系、所）或

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

数 

研究生招生简章 1/2 分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1/2 分 

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1/2 分 

研究生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收研

究生人数 
1/2 分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

考生成绩 

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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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2 分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

申诉渠道 

研究生招生咨询 1 分 

研究生招生申诉渠道 1 分 

财务、资产及收

费信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

度 

财务管理制度 1 分 

资产管理制度 1 分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

与管理情况 

受捐赠财产的使用情况 1 分 

受捐赠财产的管理情况 1 分 

（17）校办企业资产、负

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信息 

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信息 2 分 

（18）仪器设备、图书、

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

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物资设备采购 1 分 

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1 分 

（19）收支预算总表、收

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1/2 分 

收入预算表 1/2 分 

支出预算表 1/2 分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1/2 分 

（20）收支决算总表、收

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收支决算总表 1/2 分 

收入决算表 1/2 分 

支出决算表 1/2 分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1/2 分 

（21）收费项目、收费依

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收费项目 1/2 分 

收费依据 1/2 分 

收费标准 1/2 分 

收费投诉方式 1/2 分 

人事师资信息 

（5 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

兼职情况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2 分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

出国（境）情况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2 分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

用办法 

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1 分 

岗位聘用办法 1 分 

（25）校内中层干部任

免、人员招聘信息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1 分 

校内人员招聘信息 1 分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

法 

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2 分 

教学质量信息 

（9 项）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

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

量及结构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1 分 

教师数量及结构 1 分 

（28）专业设置、当年新

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总

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任

意一项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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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分 2 分)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

数、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

学分比例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2/3 分 

全校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3 分 

全校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3 分 

（3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

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教

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

门次数的比例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1 分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1 分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

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1 分 

促进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1 分 

（32）毕业生的规模、结

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毕业生的规模 1/2 分 

毕业生结构 1/2 分 

毕业生的就业率 1/2 分 

毕业生的就业流向 1/2 分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

量年度报告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 分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

报告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 分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 分 

学生管理服务信

息 

（4 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学籍管理办法 2 分 

（37）学生奖学金、助学

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

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

规定 

学生各种奖学金等的申请规定 
1 分 

学生各种奖学金等的管理规定 
1 分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2 分 

（39）学生申诉办法 学生申诉办法 2 分 

学风建设信息 

（3 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风建设机构 2 分 

（41）学术规范制度 学术规范制度 2 分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机制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2 分 

学位、学科信息 

（4 项） 

（43）授予博士、硕士、

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2 分 

（44）拟授予硕士、博士

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

审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

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2 分 

（45）新增硕士、博士学

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

授权点审核办法 

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

权点审核办法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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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

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

申报及论证材料 

有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的申报 
1 分 

有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论证材料 
1 分 

对外交流与合作

信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2 分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

关规定 

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2 分 

其他 

（2 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

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2 分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

信息和处置情况，涉及学

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

处理情况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

信息和处置情况， 
1 分 

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1 分 

 

 

表 9  “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具体说明 

概论 

（1 项） 
（1）总体情况介绍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基本介绍加 2 分。 

提出信息公开制度加 2 分。 

提出信息公开平台加 2 分。 

其他相关内容加 1 分。 

主动公开情况 

（3 项） 

（2）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

新闻发布会、微博、微信等形

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

的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总分 7 分。明确提出了以上公开信

息方式和途径的，可加 7 分。 

（3）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刊、

新闻发布会、微博、微信等形

式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相关

统计数 

具备该内容

（7 分） 

总分 7 分。对公开信息方式和途径

有相关统计数字的，可加 7 分。 

（4）通过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

公开《清单》所列事项的情况 

具备该内容

（16 分） 

有公开信息总数量的加 3 分。 

有列举公开信息内容的加 10 分。 

有注明公开信息方式和途径的加 3

分。 

依申请公开和不

予公开情况 

（3 项） 

（5）反映学校受理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反应学校受理情况加 3 分。 

有列举受理内容或方式加 4 分。 

（6）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

申请的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提到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申

请的内容加 3 分。 

有具体答复方式、申请种类等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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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具体说明 

分。 

若没有答复师生和公众信息公开申

请，但对此做了特别说明的加 7 分。 

（7）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减免

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相关内容加 4 分。 

有相关统计数据加 3 分。 

若没有公开申请，但对此做了特别

说明的加 7 分。 

对信息公开的评

议情况 

（2 项） 

（8）本校师生员工对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涉及到师生、员工对学校信息公

开进行评价的加 4 分。 

提到对于评价给予反馈的加 3 分。 

若没有对信息公开进行评价，但是

有相关特别说明的加 7 分。 

(9)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进行的评价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涉及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进

行评价的加 4 分。 

提到对于评价给予反馈的加 3 分。 

若没有对信息公开进行评价，但是

有相关特别说明的加 7 分。 

因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受到举报的

情况 

（1 项） 

（10）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受

举报的情况 

具备该内容

（7 分） 

总分 7 分。有涉及到受举报情况的

加 7 分。 

信息公开工作主

要经验、存在的

问题和改进措施 

（3 项） 

（11）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经验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提到工作经验的加 3 分。 

列举了具体经验内容的加 4 分。 

（12）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

题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提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 3 分。 

列举了具体问题的加 4 分。 

（13）信息公开工作改进措施 
具备该内容

（7 分） 

有提到工作改进的加 3 分。 

列举了具体改进措施的加 4 分。 

 

表 10  “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规范性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及分值 具体说明 

发布渠道 

（1 项） 

（1）在学校网站首页

或信息公开专栏向社

会公布 

具备该内容（50 分） 

在学校网站首页或信息公开专栏

向社会公布的得 50 分；在监测中

存在专栏打不开或报告发布页面

链接无效现象的，从总分中扣除 10

分。 

发布时效性 

（1 项） 

（2）在本年度 10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布 
具备该内容（50 分） 

在 10 月 31 日之前面对社会公布得

50 分，10 月 31 日当天面对社会公

布得 30 分，10 月 31 日之后面对社

会公布得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