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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厅统筹安排，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下达我校

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的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建设计划专项资金 2000 万元，共计 4000 万元。

2023 年度项目组按照建设计划，将整个建设经费分为四大部

分：第一部分用于人才团队建设，提升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团

队整体实力和水平，加快培养造就与学科发展、前沿交叉、重大

战略任务相适应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汇聚国家杰

青、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青年长江、国家优青，兼

顾国家级中医大师的引培;第二部分用于创新平台建设，为卓越

中心改善科研实验建设条件，提升平台仪器设备配置提供支撑；

第三部分用于重大成果培育，为实现卓越中心突破关键科学问题

或核心技术，产出有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提供有利支撑；第四

部分用于卓越人才培养，用于卓越中心创新学科发展模式和建设

路径，修订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计划，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体安排资金如

下：1.人才团队建设 490 万元；2.创新平台建设 1000 万元；3.

重大成果培育 420 万元；4.卓越人才培养 90 万元。

2024 年度项目组按照建设计划，将整个建设经费分为五大部

分：第一部分用于人才团队建设，提升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团

队整体实力和水平，加快培养造就与学科发展、前沿交叉、重大



战略任务相适应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汇聚国家杰

青、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青年长江、国家优青，兼

顾国家级中医大师的引培;第二部分用于创新平台建设，为卓越

中心改善科研实验建设条件，提升平台仪器设备配置提供支撑；

第三部分用于重大成果培育，为实现卓越中心突破关键科学问题

或核心技术，产出有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提供有利支撑；第四

部分用于卓越人才培养，用于卓越中心创新学科发展模式和建设

路径，修订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计划，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第五部分用于国

际交流合作，资助团队成员出国（境）交流访问、参加学术会议、

邀请知名外国学者来访交流、与国外（境外）大学机构建立教育

合作关系，促进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具体安排资金如下：（1）

人才团队建设 540 万元；（2）创新平台建设 900 万元；（3）重

大成果培育 340 万元；（4）卓越人才培养 120 万元；（5）国际

交流合作 100 万元。

（二）绩效目标

2023 年度的绩效目标是：（1）被 SCI、EI、SSCI、CSSCI 等

收录论文 30 篇，其中领域内顶尖期刊 3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项，专利转化 1 项；（2）新增国家重大、

重点科研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5 项；（3）培养研

究生、博士后 10 名左右，引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 1 人次，新增



2-3 名青年人才；（4）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ESI 世界排名进一步提

升，新增省部级奖励 1 项；（5）科技成果转化 1 项，转化项目

经费 30 万元；（6）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均≥85%。

2024 年度的绩效目标是：（1）被 SCI、EI、SSCI、CSSCI 等

收录论文 30 篇，其中领域内顶尖期刊 3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项，专利转化 1 项；（2）新增国家重大、

重点课题 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5 项；（3）培养研究

生、博士后 20 名以上，引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 1-2 人次，新增

2-3 名青年人才；（4）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ESI 世界排名进一步提

升，新增省部级奖励 1 项；（5）科技成果转化 1 项，转化项目

经费 30 万元；（6）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均≥85%。

二、自评情况

卓越中心组织各项目单位，对照中心总体建设目标和年度目

标进行绩效自评，系统总结了中心 2023 年和 2024 年“冲补强”

建设情况，并完成了《中西医结合情志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冲补强”自评报告》。

（一）自评结论

2023 年，卓越中心完成绩效是：（1）发表 SCI 论文 122 篇，

其中 58 篇被国际权威期刊（一区论文期刊)收录，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 48 项，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专利转化 1 项；（2）获得国



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立项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项；（3）

毕业研究生 38 名、出站博士后 7 名，引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 6

名，新增 9 名青年人才（4）精神病学与心理学新入围 ESI 世界

排名 1%，新增省部级奖励 3 项；（5）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经费 60

万元；（6）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均≥85%。已圆满完成当年绩

效。

2024 年，卓越中心完成绩效是：（1）新增多器官损伤防治

全国重点实验室 1 个；（2）发表 SCI 论文 294 篇，其中 113 篇

被国际权威期刊（一区论文期刊)收录，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9 项

（包括 PCT 专利 3 项），授权发明专利 28 项（包括 PCT 专利 1

项），专利转化 2 项，（3）获得重大科研项目立项 13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4 项；（4）毕业研究生 60 名、出站博士后 12 名，

引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 17 名，新增 8 名高层次青年人才；（5）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ESI 世界排名进一步提升，由 2023 年 887 名

上升至 2024 年 735 名，新增省部级奖励 3 项；（6）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经费 198.47 万元；（7）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均≥85%。

已圆满完成当年绩效。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卓越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4000 万元分两笔（包括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建设资金）于 2023 年 12 月及 2024 年 2 月分别拨入我



校，其中有 800万正在走下拨流程，200万由学校统筹另作安排。截

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资金共已支出 1137.81万元，应付未付 1789.03

万元，共计 2926.84 万元，占总金额的 75%。已支出的 1137.81 万

元，包括实验试剂费、分析测试加工费、版面费、印刷费、差旅会议

费、讲座酬金、学生劳务补助、评审咨询费、专利费和其他委托业务

费等；另外，中心开展情志病多组学检测，包括空间转录组、代谢组

学、脂质组学检测，目前已与检测公司签订合同，正开展检测工作。

由于未完成全部检测与数据分析，所以尚未支付检测费用 310万元。

中心已订购价值 1479.03万元的设备，目前已进入采购流程，尚未付

款，应付未付共 1789.03万元。由于 2023 年度经费拨付较晚，部分

资金的支出已由其他项目预付。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3 和 2024 年度，卓越中心在平台建设、科研产出、人才

梯队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圆满完成绩效目标，充

分体现资金投入的科学性和高效性。尽管部分经费支出因科研项

目周期影响尚未完全执行，但资金使用严格遵循预算管理，确保

每一阶段目标高质量完成。未来，中心将进一步优化经费执行进

度，加强产学研协同，推动更多高水平成果产出与转化，确保资

金效益最大化。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卓越中心 2023 年资金使用绩效：（1）人才团队建设方面，

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6 人次，新增 9 名青年人才，已经圆满完



成绩效指标；（2）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目前中心已加强平台全

方位的开放共享，促进不同专业的合作交流，新获广东省教育厅

中西医结合肝病创新团队 1 项，卓越中心 2023 年精神病学与心

理学新入围 ESI 世界排名 1%，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均≥85%，

圆满完成绩效指标；（3）重大成果培育方面，目前完成绩效为

发表 SCI 论文 122 篇，其中权威期刊收录 58 篇，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 48 项，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专利转化 1 项，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经费 60 万元，新增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 4 项，新增省部

级奖励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 项，已经圆满完成绩效指标；

（4）卓越人才培养方面，2023 年新培养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共 45

人，已经圆满完成绩效指标。

卓越中心 2024 年资金使用绩效：（1）人才团队建设方面，

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7 人次，新增 8 名青年人才，已经圆满

完成绩效指标；（2）创新平台建设方面，新获多器官损伤防治

全国重点实验室 1 个，中心持续加强平台全方位的开放共享，促

进不同专业的合作交流，卓越中心 2024 年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ESI

世界排名进一步提升，由 2023 年 887 名上升至 2024 年 735 名，

科研人员和学生满意度都≥85%，圆满完成绩效指标；（3）重大

成果培育方面，目前完成绩效为发表 SCI 论文 294 篇，其中权威

期刊收录 113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9 项（包括 PCT 专利 3 项），

授权发明专利 28 项（包括 PCT 专利 1 项），专利转化 2 项，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经费 198.47 万元，新增国家级重大、重点课

题 13 项，新增省部级奖励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4 项，已经

圆满完成绩效指标；（4）卓越人才培养方面，2024 年毕业研究

生 60 名、出站博士后 12 名，已经圆满完成绩效指标。（5）国

际交流合作方面，举办国际会议 1 场，资助项目组成员 1 人赴英

国交流学习，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84 人/次，与香港大学和香

港科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圆满完成绩效指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卓越中心建设专项资金 4000 万元，已支付 1137.81 万元，

应付未付 1789.03 万元，共计 2926.84 万元。目前经费支出进度

相对较缓，主要由于部分科研项目处于初建阶段，设备采购、实

验材料等大额支出尚未完全执行。虽支出进度较慢，但各项工作

稳步推进，各项绩效指标已圆满完成。

三、改进意见

针对部分平台建设项目资金支付较慢的问题，后期将按照卓

越中心拟出的支出方案加快支付。涉及设备采购的项目提前部署

规划，缩短设备采购及验收时间，优化资金执行进度。人才团队

建设和重大成果培育方面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引进人才和有突

出科研成果的课题组的科研工作，我们已制定政策督促相关课题

组加快实验材料的报销进度。后续我们将严格按照预算计划推进

各项资金使用，确保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四、到期拟延续计划

中西医结合情志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如获得后续基金

资助，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建设：

（一）人才团队建设方面

人才引培以及创新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是中西医结合情志

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的重要建设项目，用于提升中西医结合

高层次人才团队整体实力和水平，加快培养造就与学科发展、前

沿交叉、重大战略任务相适应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培养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情志病研究队伍，着力打造成国内中

西医结合研究的人才高地。在后续年度每年引进和培养国家级人

才 1-2 名，青年人才 2-3 名。

人才团队建设需要经费 650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情志病发病机制基础研究方向引进的高水平人才的科研启

动经费和科研条件配套支出；

2.中西医结合药效物质基础、新药研发方向引进的高水平人

才的科研启动经费和科研条件配套支出。

（二）创新平台建设方面

中西医结合情志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进一步改善科研

实验建设条件，为平台仪器设备配置提供支撑，在提升中西医结

合防治情志病平台软硬件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平台全方位的开放



共享，促进不同专业的合作交流。

创新平台建设需要经费 500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情志病发病机制基础研究方向技术辅助平台建设、先进仪

器设备（双色高分辨小动物自由运动双光子荧光显微成像系统、

高分辨率 3D 微电极阵列系统、小动物代谢与行为学表型分析系

统、透明组织和活体光片显微成像系统、多模式小动物活体成像

仪、纳米粒度电位仪）及科学研究所需耗材的购置等。

2.在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信息学研究方向，用于数据库

软硬件及信息服务等的采购以初步搭建中医古籍文献数据库和

生物信息学与网络药理学数据平台；

3.在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多组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方向，

构建人群管理信息平台所需的信息服务采购、人力资源成本等；

4.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创新药物基础研究方面：用于实

验室改造、采购必要仪器设备及科学研究所需耗材以建设 APPP

钓靶平台和斑马鱼平台。

（三）重大成果培育方面

重大成果培育是中西医结合情志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成果培育建设的核心任务，能为实现卓越中心突破关键科学问题

或核心技术，产出有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提供有利支撑。后续

年度力争每年获得重大科研项目立项 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5 项；发表 SCI 论文 30 篇，其中领域内顶刊 3 篇；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10 项，转化 1 项；新增省部级奖励 1 项。

重大成果培育需要经费 650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开展中西医结合情志病发病机制及靶点的基础研究，以发

现新标志物、新机制及干预新技术；

2.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信息学研究，初步完成中西

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特色诊疗规律的调研报告；

3.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多组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初

步完成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下的中医药干预人群队列数据报告；

4.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情志病的创新药物基础研究，初步完

成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情志病防治的先导化合物研究报告。

经费主要用于:上述研究内容相关的差旅费、会议费、劳务

费、学术成果出版费、专利申请费、成果转化评估费等。

（四）卓越人才培养方面

卓越人才培养是卓越中心的重要建设项目，重点进行卓越

中心创新学科发展模式和建设路径，修订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

计划，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卓越人才培养需要经费 100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专家论证费、研讨费、调研差旅等；

2.资助本科生科研启蒙项目 20 项，培养 15 名研究生的科研

业务费、学术成果出版费和国内外学习交流费用等；



3.培养 5 名博士后的科研业务费、学术成果出版费、国际交

流合作费用等；

4.资助 3-5 名青年教师的科研业务费、学术成果出版费等。

（五）国际交流合作方面

国际交流合作是中西医结合情志病防治基础研究卓越中心

成果培育建设的重要任务，且本中心在国际化办学和国际交流合

作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将为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起较好的支撑作

用。

国际交流合作需要经费 100 万元，主要用于：资助团队成员

出国（境）交流访问、参加学术会议、邀请知名外国学者来访交

流、与国外（境外）大学机构建立教育合作关系等费用，促进国

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