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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萌发于民族觉醒

之时，诞生于国家奋发之际，成长于民族复兴之中，是新中国

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航天报国，

再到服务航空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学校始终传承红色基因，

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矢志不渝培养一流人才，打造国之

重器，始终奋进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方阵前列。100 位两院院

士和 27 万余名优秀建设者从这里走出，践行“德才兼备，知

行合一”的校训，弘扬“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勇

于创新”的校风，研制发射（试飞）成功的多种型号飞行器填

补了国内多项空白，谱写出了一篇篇培育栋梁、为国铸剑、追

求卓越的绚丽华章。

北航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市拥有学院路校区、

沙河校区，2023 年建成启用北航杭州国际校园。学院路校区、

沙河校区、杭州国际校园总占地约 4,000 亩。建校以来，北航

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

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1995 年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学校第

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内涵引领、系统提升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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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科繁荣，特色鲜明。现有 80 个本科专业。动态优

化调整后，拥有 36 个一级学科（其中 34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点，3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6 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交叉

10 个学科门类。学校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

突出特色、质量和贡献，明确“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

科、优势医工”学科建设方针，以航空航天、信息、理科、文

科、医工交叉五大学科群为抓手，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打造空

天信融合、理工文医交叉的一流学科生态体系。系统优化学科

布局，高峰学科占博士点比例近 30%。积极布局新兴、前沿、

交叉方向，凝练 175 个学科方向，服务国家急需，抢占科技前

沿。推动学科、平台、团队一体化建设，分级打造智能微纳公

共创新中心、分析测试中心、新一代全数字化飞行器创新中心

等一批科教协同平台，建立学科交叉、人才汇聚和资源集约保

障机制。8 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在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力学、交通运输工程、管理

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领域具有引领优势。基本科

学指标数据库（ESI）学科数量大幅增加，工程学进入全球前

万分之一。

学校现有在职人员6,259人,现有在校生39,864人，其中：

研究生 22,177 人、普通本专科学生 16,570 人、来华留学生

1,1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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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 2025 年部门预算报表

表 1：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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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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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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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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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 2025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高等学校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按照部门预算编报要求，学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上

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住房保障

支出和结转下年。

学校 2025 年收支总预算 1,550,969.90 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预算 921,517.94 万元，上年结转 510,730.51 万元，使用非

财政拨款结余 118,721.45 万元；本年支出预算 1,013,323.64

万元，结转下年 537,646.26 万元，结转下年主要是在研科研

经费的结转。

（二）高等学校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5 年收入预算中，上年结转 510,730.51 万元，主

要是 2024 年在研科研项目本年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

金；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18,721.45 万元；本年收入预算

921,517.9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72,833.94 万元，

占本年收入的 29.61%，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14,331.00 万元，

占本年收入的 1.55%，事业收入 477,623.00 万元，占本年收入

的 51.83%，其他收入 156,73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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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学校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5 年支出预算 1,013,323.6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15,553.37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41.01%；项目支出 597,770.27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58.99%。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511,847.96 万元，占

支出预算的 50.51%；科学技术支出 453,244.55 万元，占支出

预算的 44.7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80.37 万元,占支出

预算的 1.71%；交通运输支出 536.31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0.0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312.45万元，占支出预算的0.33%；

住房保障支出 27,102.00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2.67%。

（四）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学校 2025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87,164.94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147,360.40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51.32%；项

目支出 139,804.54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48.68%。

按照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198,022.36 万元，占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68.96%；科学技术支出 55,394.00 万元，

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19.2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688.64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5.81%；交通运输支

出 331.00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0.12%；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 3,276.95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1.14%；住

房保障支出 13,451.99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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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高等学校当年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

2.事业收入：指高等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高等学校取得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5.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高等学校在预计用当年收入不

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非财政拨款

结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指用于教育事务方面的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指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指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

支出。

4.交通运输支出：反映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

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反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

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反映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7.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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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

的资金。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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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项目支出：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在

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

附件：2025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公开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50% 10

≥500项 5

≥10项 10

≥15项 10

≥100篇 5

≥50项 5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能力 显著提升 10

科研团队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 5

青年人才科研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 10

≥50人次 5

≥100项 5

≥90% 5

≥9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培养研究生（参研学生的独立科研和问
题解决能力）

成果转化数量

    重点鼓励青年教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凝练研究方向，集聚创新资源，开展基础或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获得标志性成果，在学科、人才与科研上形成北航特色的新优势领域，全面提升学校服务国家
发展战略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目标一：稳定支持具有家国情怀、创新能力和潜力突出的40周岁以下优秀青年教师，开展
高水平原创性、非共识创新研究。
    目标二：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积极服务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和新型工业化建设，发挥好基
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作用，开展科技赋能的精准扶贫。
    目标三：打造战略人才“蓄水池”，支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航空航天信息领域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及战略高技术研究，服务国防科技
自主创新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目标四：支持各类科研团队建设，鼓励团队自主探索、集成攻关，产出前瞻性、创新性原
创成果；形成核心关键技术突破。
    目标五：以科创融合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支持学生开展各类科技活动，推进学生
深度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目标六：支持科技创新平台的运行、开放、定期组织会议及学术交流活动等工作，保障学
校科技创新平台平稳运行、持续发展。
    目标七：支持学院结合发展目标统筹学院科研能力建设，进一步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学院办学活力，促进学校科研可持续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课题）数量占比

支持科研项目数量

支持在校优秀学生科研项目数量

支持国家级平台建设数量

质量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合作单位满意度

承担项目的师生满意度

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

支持项目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数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199.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12,199.00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1350万元 20

数量指标 ≥9408个（台、套） 10

数量指标 ＞5万册 10

质量指标 ≥95% 10

质量指标 ≥95%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6年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90% 10

设备使用年限

师生满意度

    目标一：完成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学院路校区及沙河校区部分楼宇网络改造及沙河
新建图书馆校园网络覆盖。
    目标二：按照学校整体发展建设规划和两校区“双核”运行工作部署，学校沙河图书馆档案
馆库将于2025年年初整体建设完成，包括办公空间、业务空间和各类档案库房，用来存放沙河校
区形成的各类教学、科研、基建、学生等门类档案资料。沙河校区档案新馆建设，将按照《档案
法》《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要求、档案相关法规标准和档案信息化建设要求，瞄准新
时代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总要求，全力构建新时代高校档案“收管存用”一体化服务中心和具有代
表性的一流大学文化平台，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支撑。
    目标三：完成5万册中外文纸本图书的采购、验收、编目、典藏并提供服务；保证电子期刊等
高水平数据库订购，提升文献资源建设的广度与深度；以支持学校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
科发展为核心，保证文献资源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教学科研多样化需求基于我校师生需求，提供
与我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一致的数字资源服务。
    目标四：为沙河校区图书馆提供一个高效、稳定、安全的信息化运行环境；搭建多元化学习
平台，满足不同读者需求，促进读者知识交流、社会交往与文化传播，激发创新思维与终身学习
动力；为馆藏资源的深度数字化与广泛网络化共享提供信息化基础设施，为读者提供便捷、高效
的信息获取途径。
    目标五：根据沙河图书馆实际需求对阅览桌椅等活动家具、纸本文献资源的保存、呈现和传
阅善本的家具、保障珍贵文献的保存和展示所需的恒温恒湿处理等进行配置，达到图书馆开放并
提供文献资源服务的最低标准要求，为北航沙河将近1.8万名师生提供服务。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文献资源购置成本

产出指标

仪器设备、信息系统、数据库、安防
消防设备设施购置及改造数量

购置中外文图书或期刊数量

购置验收通过率

购置质量合格率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839.49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3,839.49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仪器设备购置类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1% 20

=100% 20

=10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10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90% 10

设计功能实现率

师生满意度

    完成两校区室外步道综合维修项目、两校区楼宇室外修缮工程，提升学校办学条
件，提高师生在校学习生活幸福感。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超概算项目比例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竣工验收合格率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资质达标率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1.00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251.00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基础设施改造类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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