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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中矿大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政字（2017）第 01 号 

超工作业绩津贴奖惩办法 

（试行） 

为了进一步落实校、院发展规划目标，促进学科和专业科学发展，实现师资队伍的

转型升级，推动我院教学、科研、学科和平台建设等各项工作的提高，激励教职工在工

作中多出成绩，提高水平，制止不良行为的发生，特制定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超工作业

绩津贴奖惩办法。 

一、奖励范围 

凡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在职教职工在以中国矿业大学名义参与的教学、科研等工作

中，超额完成学院制定的基本额定工作量，或获得各种成果奖励，以及深部岩土力学与

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职工和外聘人员承担学院所安排的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

等工作，均可向学院申请超工作业绩津贴奖励。以下奖励经费不包括学校文件中高水平

成果的奖励费用。 

二、超工作业绩津贴 

超工作业绩由超工作量业绩、研究生培养业绩、教学科研成果业绩三部分组成。每

位教职工超工作业绩累计计算，最后折合成超工作业绩点。 

超工作业绩津贴奖励计算办法： 

BMCYP  )(  

P：超工作业绩津贴奖励； 

Y：超工作量业绩点（个）； 

C：研究生培养业绩点（个）； 

M：教学科研成果业绩点（个）； 

B：基点津贴（元）。 

（一）超工作量业绩 

工作量包含教学工作量和科研经费量。超工作量是指教师完成的工作量与对应级别

和类型的岗位的基本额定工作量的差额量，基本额定工作量详见《关于教师岗位设置与

聘任的实施意见》（中矿大力建字［2015］第 02 号，以下简称岗位聘任文件）。 

以下五种情况可发放超工作量业绩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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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教师超额完成相应级别和类型的岗位的基本额定工作量。 

情况二：当教学型岗位教师完成工作量不满足对应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工作量，

但超额完成对应级别的教学科研型（研究型）岗位的基本额定工作量，可按照对应级别

的教学科研型（研究型）岗位计算超工作业绩；当教学科研型岗位教师完成工作量不满

足对应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工作量，但超额完成对应级别研究型岗位的基本额定工作

量，可按照对应级别的研究型岗位计算超工作业绩，并发放超工作业绩津贴。 

情况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教学科研型（研究型）岗位教师可按照教学型岗位进

行计算超工作业绩，并发放超工作业绩津贴。 

① 各专业（方向）负责人。 

② 创新实践平台负责人（培育）国家级前 5（3）名，省部级前 4（2）名，校级前

3（1）名。 

③校级及以上教学团队（培育）前 3（2）名。 

④ 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校百佳教师。 

⑤ 毕业设计负责人（原则上由副教授及以上教师或教学副系主任（所长）担任）。 

⑥ 以讲授学科基础课为主（学科基础课工作量原则上占额定课程工作量的 60%），

教学质量优良（教学评价在学校排名 60%及以上），且获得教学成果达到同级别教学型

岗位职责中的 1 项，或指导本科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教师。 

 ⑦ 校级及以上讲课比赛三等奖及以上获得者，或讲课效果排名在全校 10%以内。 

 ⑧ 受学院委托参与监理和培训等工作，贡献突出者。 

⑨ 学院品牌专业建设骨干教师（由学院认定）。 

情况四：在完成基本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 32 实际学时的前提下，教师完成的工作

量中若教学工作量或科研经费没有达到对应级别和类型的额定工作量，但已达到 40%，

可用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与科研经费进行同级别同比例相互替换。 

情况五：在完成基本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 32 实际学时的前提下，教师完成的工作

量中若教学工作量或科研经费没有达到对应级别和类型的额定工作量，可以用超出的教

学科研成果进行替换。 

完成基本额定工作量以后，超出的本科生课堂教学工作量乘以系数 2 进行超教学工

作量计算。 

超工作量业绩点计算方法： 

DAY   

Y：教师的超工作量业绩点（个）； 

A：超教学工作量业绩点（个），由个人申报、学院审核； 

D：超科研经费业绩点，由个人申报、学院审核。 

团队科研经费由团队所有成员共享，由团队负责人按成员的贡献进行分配，团队以

外教师不得分配。学院对各团队分配方案做备案。一经备案，不得修改。 

 

1. 情况一、情况二、情况三的超工作量业绩点计算方法  

（1）超教学工作量业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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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上一学年度教师承担的本科、研究生各类教学实际工作当量学时； 

Ek：上一学年度教师承担的本科课堂教学实际学时; 

E0：相应岗位级别和类型的额定教学工作当量学时，参照岗位聘任文件； 

Eok：相应岗位级别和类型的额定本科课程教学实际学时，参照岗位聘任文件； 

K1：教学效果系数（由教务处、学院、专家、学生综合确定）：讲课效果进入校级

排名 30%，取 1.2。 

E = Eb + Ey 

 

Eb：本科生教学工作数量 Eb 

按照《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教务通知 2009（63））

和学院《关于本科教学工作量额定及计算办法的补充说明》（中矿建教字（2010）第 01

号）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Ey：研究生课堂教学工作量 

TWZEY  2.1  

T：教学实学时数； 

Z：任课系数： 

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高级职称 

Z 0.9 1 1.1 

W：人数系数： 

人数(个) 1～5 6～10 11～30 31～60 61～100 100 以上 

W 0.5 0.8 1.0 
每增 10，增

加 0.1 

每增 10，增

加 0.02 
不再增加 

（2）科研工作业绩点 

2
2 


RRK

D  

R：教师承担的纯研究经费数（万），以自然年度实到校财务处的纯研究经费为准，

不含工程费和代购设备费；合作项目由项目负责人划分到参加人； 

R0：不同岗位级别要求教师承担的研究经费数（万），参照岗位聘任文件； 

K2：科研项目系数，纵向项目取 2，横向项目取 1。 

 

2. 情况四的超工作量业绩点计算方法 

1）其他满足，科研经费未达到相应岗位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量  

（1）超教学工作量业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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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替换未完成的科研经费所需的本科课堂教学工作实际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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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工作业绩点 

0D  

2）其他满足，教学实际工作当量学时未达到相应岗位级别和类型的的基本额定量  

（1）超教学工作量业绩点： 

0A  

（2）超科研经费业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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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替换未完成的教学工作量所需的科研经费（万）。 

O

O

O R
E

EE
R 


1

 

3）其他满足，本科课堂教学实学时未达到相应岗位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量 

（1）超教学工作量业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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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科研经费业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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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替换未完成的本科课堂教学工作实学时所需的科研经费（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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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况五的超工作量业绩点计算方法 

未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和教学工作量还可以用表 1、表 2、表 3 的教学科研成果进行

替换。 

表 1 

论文（著作）级别 业绩点（点/篇） 

SCIENCE、NATURE 上发表的论文 200 

被 SCI、SSCI、SCIE 收录的论文并一级学会主办的力学、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领域的中文期刊 
5 

被 EI 收录的论文、CSSCI 收录的论文 2 

核心期刊教学论文 4 

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 15 

SCI 源刊但尚未收录的论文 1 

英文专著（每 10 万字） 5 

出版高校教材（每 10 万字） 5 

R0 - K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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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教材（每 10 万字） 6 

注：1)论文被收录的按最高的业绩点计，已计算过业绩点的只计算业绩点差额部分。中国矿业大学

为第二作者单位的论文业绩点按 0 计。非在职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且为通讯作者所

发表的论文，与按导师为第一作者情况同等对待； 

2) 一级学会主办的力学、土木工程、工程管理领域的中文期刊系指力学学报、土木工程学报、岩土

工程学报、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建筑结构学报、管理工程学报; 

3）SCI、EI 收录论文标注第一单位为国重、第二单位为学院，国重单独奖励； 

4）EI 会议论文不计。 

 

表 2  

获 奖 名 称 
业绩点（H） 

特 等 奖 一 等 奖 二 等 奖 三 等 奖 

国家级成果奖  960 240 120 

国家级教学单项奖、 

省部级成果奖 
240 120 60 30 

省部级教学单项奖  60 30 15 

行业性一级协会教学科研成果奖 120 60 30 10 

校级各类奖 8 5 3 1 

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每10万字） 12 

主编省、部级规划教材 

（每 10 万字） 
7 

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10 

 

一级行业学会认定的优秀毕业 

设计（论文） 
7 

注：1）中国矿业大学为第一获奖单位且本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计 100％业绩点；中国矿业

大学为第二获奖单位，成果计 60％业绩点；作为第三获奖单位，成果计 40％业绩点；作为第四获奖

单位，计 20％业绩点；作为获奖单位的其它排名，计 10％业绩点。不属于上述情况的，由学院班子

开会决定业绩点比例。 

2）同一项目获多种奖励按最高奖计算业绩点，已计算过业绩点的获奖项目再次获奖只计算业绩

点的差额部分。 

 

    表 3 

产权名称 国际已授权发明专利 国家已授权发明专利 

业绩点 20 10 

教学、科研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由成果第一完成人将该成果的业绩点进行二次分

配到合作成员。学院一经备案，不得修改。 

 

（二）研究生培养业绩 

C =
(I ∗博士生当量学时+ J ∗硕士生当量学时)

26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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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究生培养业绩点（个）； 

I：指导博士研究生人数（人）； 

J：指导硕士研究生人数（人）； 

理工学科计入业绩点的指导研究生数：I+J≯15。 

L：研究生指导质量业绩点（个）： 

研究生成果 指导质量业绩点（L） 

省级优秀毕业论文 10 

一级行业学会认定的优秀毕业论文 7 

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学校抽查中出现一个 D 评价 -1 

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国家及省抽查中出现一个 D 评价 -3 

研究生指导数量业绩折合成教学工作当量学时，按下表执行： 

工作量(学时)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博士生 20 30 50 

硕士生 10 15 25 

 

（三）教学科研成果业绩点 

2121   NHQM  

Q：论文业绩点（个）；H：获奖成果业绩点（个）；N：知识产权业绩点（个）；

β1：获奖单位排名系数；β2：校内排名系数，β2 参照β1 执行。 

1. 论文、著作业绩点 Q，根据所取得的成果直接按照表 1 核算。 

2. 获奖成果业绩点 H，根据所取得的成果直接按照表 2 核算。 

3. 知识产权业绩点 N，根据所取得的成果直接按照表 3 核算。 

教学、科研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由成果第一完成人将该成果的业绩点进行二次分

配到合作成员。学院一经备案，不得修改。 

4．指导学生成果奖励 

（1）指导学生参加比赛，无论有无获奖，均有一定的工作补贴：全国性比赛合计 3

个业绩点、全省性比赛合计 2 个业绩点、校级或市级比赛合计 1 个业绩点，由所有相关

指导教师自行分配。 

（2）由政府组织的竞赛 

国际上获奖成果，一等奖每项奖励 2 万元（包括所有指导教师和学生、下同）、二

等奖每项奖励 1.5 万元、三等奖每项奖励 1 万元、优秀奖或鼓励奖每项奖励 0.5 万元；

国家组织的竞赛获奖成果一等奖每项奖励 1 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 0.8 万元、三等奖每

项奖励 0.3 万元、优秀奖或鼓励奖每项奖励 0.15 万元；省、部组织的竞赛获奖成果一等

奖每项奖励 0.5 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 0.3 万元、三等奖每项奖励 0.1 万元。 

（3）由学会、协会组织的竞赛 

国际上获奖成果一等奖每项奖励 1 万元（包括所有指导教师和学生、下同）、二等

奖每项奖励 0.8 万元、三等奖每项奖励 0.3 万元、优秀奖或鼓励奖每项奖励 0.15 万元；

一级学会、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赛获奖作品一等奖每项奖励 0.5 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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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万元、三等奖每项奖励 0.1 万元；二级学会组织的竞赛获奖作品一等奖每项奖励 0.3

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 0.15 万元、三等奖每项奖励 0.1 万元。 

（4）所有竞赛须经学院同意。竞赛等级不明确的须由本科教学分管院长和分管学

生工作副书记共同认定。 

5．获得资格证书的奖励 

学院支持教职工参加国家级与力土学院业务相关注册类资格培训，鼓励报考国家级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造价师、注册估价师、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

建造师、注册公用设备师等其他土建及项目管理类国家及国际注册师。考试通过后，报

名考试费、差旅费、注册费由学院报销，获得国内注册师证书后学院给予每证一次性奖

励 2000 元，国际注册师证书一次性奖励 5000 元；证书必须按规定在徐州中国矿业大学

建筑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 

三、其他补充说明 

（一）基本津贴根据年终学院财务状况由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原则上以每年

5%~10%增加，中途预发部分津贴。 

（二）特殊研究型岗位教师（保留至 2017 年一个完整聘期，后面取消） 

特殊研究型岗位教师在聘期三年内，每年完成同级别的教学科研型（或研究型）基

本额定量的一半后，如超工作业绩津贴高于同职称平均值，按照其实际超工作业绩津贴

发放；如超工作业绩津贴低于同职称平均值，按照同职称超工作业绩津贴的平均值发放。 

（三）在职读博士学位教师，毕业当年工作量减半。 

（四）指导青年教师 

教师指导博士后、35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考核合格）的工作量按照每年 30 学时计

入到超工作业绩津贴内；指导 35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考核不合格）的工作量按照每年

15 学时计入到超工作业绩津贴内。 

四、超工作业绩津贴的发放 

（一）第一等级——发放超工作业绩津贴 

1. 完成对应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工作量； 

2. 满足岗位类型调整的要求，完成调整后岗位类型后基本额定工作量； 

3. 完成经各类替换后对应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工作量。 

（二）第二等级——不发放超工作业绩津贴 

经岗位类型调整和各类替换后，仍无法完成对应级别和类型的基本额定工作量。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二○一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