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吉林农业大学 2022年单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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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大学坐落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是吉林省省属重点大学，吉林省人民政

府与农业农村部合作共建大学，吉林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共建的“中国工程

科技发展战略吉林研究院”建设依托单位，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

校；首批教育部、国家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

省属高校，首批 50 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国家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一、主要职能

吉林农业大学为非营利性事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享有民事

权利，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校长是法定代表人。学校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举办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行政主管部门是吉林省教育厅。

（一）人才培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

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本、硕、博高等学历农业人才等，促进农业等社

会各业发展。

（二）科学研究。开展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农业科

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问题的公益性研究。协同创新，

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合作，联合开展农业科研项目攻关，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做出积极贡献。

（三）服务社会。实施产学研融合，转化农业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参

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参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为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具

有农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服务。开展农业政策研究，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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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做出贡献。

（四）文化传承创新。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

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传播到社会。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吉林农业大学内设机构分别为学校办公室、校友工作办

公室、党委组织部、组织员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党委教师工

作部、党委统战部、党委巡查办公室、纪检监察办公室、学生工作部（处）、

武装部）、保卫部（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离退休工作处、团委、

工会（妇委会）、教务处、科技管理处、人事处（劳动用工管理服务中心、

人才工作办公室）、计划财务处、后勤保障处、基建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审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招生就业工作处、发展

规划与政策法规处、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科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学院、植物保护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中药材学院、园艺学院、林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国际足球教育学院、体育教研部、继续教育学院（全国

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办公室）、党委党校干部培训中心、高

等教育研究所、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图书馆、档案馆、科技出版部、教研基

地管理处、校医院、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心理健康中心、信息化中心、

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科技推与社会服务广中心、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

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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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预算表格

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预

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项 目

2022年预

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一、财政拨款收入 59092.53 49050.75 10041.78
一、一般公共

服务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59092.53 49050.75 10041.78 二、外交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收入

四、公共安全

支出

二、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收入
12831.00 12831.00 五、教育支出 65521.26 60909.55 4611.71

三、单位资金收入 3000.00 3000.00
六、科学技术

支出
5023.16 1537.50 3485.66

事业收入 七、文化旅游

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八、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372.20 2184.70 187.50

上级补助收入
十、卫生健康

支出
100.00 100.00

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

十一、节能环

保支出
11.14 11.14

其他收入 3000.00 3000.00
十三、农林水

支出
1895.77 150.00 1745.77

本年收入

合计
74923.53 64881.75 10041.78

本年支出

合计
74923.53 64881.75 10041.78

财政拨款结转
结转下年

支出

其他收入结转结

余

收入总计 74923.53 64881.75 10041.78 支出总计 74923.53 64881.75 100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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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部门

（单

位）

总计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政专

户

管理资

金

事

业

收

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其他

收入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拨款结

转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拨

款

结

转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拨

款

结

转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结

转

结

余

单

位

资

金

结

转

结

余

用

事

业

基

金

弥

补

收

支

差

额

吉林

农业

大学

74923.53 64881.75 49050.75 12831.00 3000.00 10041.78 10041.78

合计 74923.53 64881.75 49050.75 12831.00 3000.00 10041.78 100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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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上缴
上级
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一、一般公共服务

人大事务

行政运行

……

五、教育支出 65521.26 45423.17 20098.09

普通教育 65521.26 45423.17 20098.09

高等教育 65491.26 45423.17 20068.0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30.00 3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5023.16 5023.16

基础研究 586.09 586.09

自然科学基金 273.72 273.72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269.00 269.00

其他基础研究支出 43.37 43.37

技术研究与开发 261.41 261.41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

发支出
261.41 261.41

科技条件与服务 161.92 161.92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155.00 155.00

科技条件专项 6.92 6.92

科技交流与合作 64.39 64.39

国际交流与合作 44.39 44.39

其他科技交流与合

作支出
20.00 20.00

科技重大项目 3949.35 39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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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专项 500.67 500.67

重点研发计划 3448.68 3448.68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2372.20 2184.70 187.5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
187.50 187.50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87.50 187.50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
2184.70 2184.7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84.70 2184.70

八、卫生健康支出 100.00 100.00

中医药 100.00 100.00

中医（民族医）药

专项
100.00 100.00

九、节能环保支出 11.14 11.14

污染防治 11.14 11.14

其他污染防治支出 11.14 11.14

十、农林水支出 1895.77 1895.77

农业农村 1705.10 1705.10

农产品质量安全 3.60 3.60

农业生产发展 200.00 200.00

其他农业农村支

出
1501.50 1501.50

林业和草原 190.67 190.67

技术推广与转化 190.67 190.67

合 计 74923.53 47607.87 273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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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
预算数

当年预

算

上年结

转
项 目

2022年
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当年预

算
上年结转

当

年

预

算

上

年

结

转

一、本年收入 59092.53 49050.75 10041.78
一、一般公

共服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49050.75 49050.75 49050.75

二、外交支

出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

出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

五、教育支

出
49690.26 45078.55 4611.71

六、科学技

术支出
5023.16 1537.50 3485.66

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

出

2372.20 2184.70 187.50

八、卫生健

康支出
100.00 100.00

九、节能环

保支出支出
11.14 11.14

十、农林水

支出
1895.77 150.00 1745.77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

计

财政拨款结转 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

收入总计 49050.75 49050.75 49050.75 支出总计 59092.53 49050.75 100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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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
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一般公共服务

人大事务

行政运行

……

五、教育支出 49690.26 29613.17 18699.17 10914.00 20077.09

普通教育 49690.26 29613.17 18699.17 10914.00 20077.09

高等教育 49660.26 29613.17 18699.17 10914.00 20047.0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30.00 3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5023.16 5023.16

基础研究 586.09 586.09

自然科学基金 273.72 273.72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269.00 269.00

其他基础研究支出 43.37 43.37

技术研究与开发 261.41 261.41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

支出
261.41 261.41

科技条件与服务 161.92 161.92

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155.00 155.00

科技条件专项 6.92 6.92

科技交流与合作 64.39 64.39

国际交流与合作 44.39 44.39

其他科技交流与合作支

出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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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项目 3949.35 3949.35

科技重大专项 500.67 500.67

重点研发计划 3448.68 3448.68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2.20 2184.70 2184.70 187.5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事务
187.50 187.50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管理事务支出
187.50 187.50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84.70 2184.70 2184.7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2184.70 2184.70 2184.70

八、卫生健康支出 100.00 100.00

中医药 100.00 100.00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100.00 100.00

九、节能环保支出 11.14 11.14

污染防治 11.14 11.14

其他污染防治支出 11.14 11.14

十、农林水支出 1895.77 1895.77

农业农村 1705.10 1705.10

农产品质量安全 3.60 3.60

农业生产发展 200.00 200.00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501.50 1501.50

林业和草原 190.67 190.67

技术推广与转化 190.67 190.67

合 计 59092.53 31797.87 20883.87 10914.00 272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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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工资福利支出 20469.47 20469.47

基本工资 8088.19 8088.19

津贴补贴 0.28 0.28

奖金 674.31 674.31

绩效工资 4881.07 4881.0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184.70 2184.7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010.42 1010.42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794.31 794.31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680.72 680.72

住房公积金 1638.52 1638.52

医疗费 191.04 191.04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25.91 325.91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14.00 10014.00

办公费 210.00 210.00

印刷费 350.00 350.00

咨询费 30.00 30.00

手续费 6.00 6.00

水费 250.00 250.00

电费 630.00 630.00

邮电费 50.00 50.00

取暖费 1600.00 1600.00

物业管理费 680.00 680.00

差旅费 700.00 700.00

维修（护）费 870.00 870.00

租赁费 60.00 60.00

会议费 90.00 90.00

培训费 190.00 190.00

公务接待费 35.55 35.55

专用材料费 900.00 900.00

专用燃料费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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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费 700.00 700.00

委托业务费 20.00 20.00

工会经费 273.09 273.09

福利费 476.93 476.93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9.89 109.89

其他交通费用 69.30 69.30

税金及附加费用 15.00 15.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58.24 1658.24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14.40 414.40

离休费 157.39 157.39

退休费 161.19 161.1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5.82 95.82

四、资本性支出 900.00 900.00

办公设备购置 900.00 900.00

合 计 31797.87 20883.87 10914.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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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合 计 145.44 145.44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35.55 35.55

3、公务用车费 109.89 109.89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9.89 109.89

（2）公务用车购置

说明：

1、“2022年预算数”的实有人员 2408人，其中：在职人员 1597人，离退休

人员 811人。

2、按照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按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的通知》（吉财办

〔2021〕900号）及《吉林省省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吉财预

〔2021〕1120号）要求，2021年下达预算单位未支出在财政预算结转部分列入 2022
年年初预算，坚持“过紧日子”思想，在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中“上年结转”

额度在 2022年预算执行中由省财政统一收回，不再形成“三公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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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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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表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
单位

合计

本年财政拨款 财政拨款结转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位
资金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一般公
共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2021 年中央农业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200.00 200.00

2021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第二批）
省级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16.26 16.26

2021 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5.10 5.10

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
卓越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
-COP9信号复合体在水稻响应盐
碱胁迫的生理调控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00 30.00

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卓越
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优质
高产水稻品种选育及轻简化栽培创
新团队

吉林农业大学 30.00 30.00

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卓越
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大豆
精深加工利用及健康食品绿色生物
制造创新团队

吉林农业大学 29.60 29.60

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卓越
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玉米
和杂粮功能因子及健康食品研发创
新团队

吉林农业大学 28.00 28.00

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卓越
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秸秆
还田对稻田土壤团聚体养分及水稻
产量的影响

吉林农业大学 19.4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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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专项-中青年科技创新创业卓越
人才（团队）项目（创新类）-纳米
农药制备与产品开发科技创新团队

吉林农业大学 30.00 30.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
-ZmERF061协同ZmEIM响应玉米大
斑病菌侵染的分子调控机理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吉林
省特色稻田虾蟹生态养殖模式的构
建和高效人工饲料关键技术的研发
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基于
ROS介导的氧化应激信号通路探讨
人参皂苷Re的神经保护活性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新型
瘤胃健康维护添加剂酵母培养物的
开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松毛
虫赤眼蜂滞育相关基因的鉴定及功
能分析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高活
性噬菌体多糖解聚酶Dep44对嗜水
气单胞菌生物被膜抑制作用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人才专项-青年成长科技计划-高稳
定性玉米抗氧化环肽制备关键技术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关于下达省级人才开发资金预算指
标（第三批）的通知 吉林农业大学 187.50 187.5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乡村振
兴”问题与对策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0 3.0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的效益与成本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畜牧企业
绿色技术采纳意愿、影响
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0 3.0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省属高等
院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对策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吉林省职业教育
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设计与实施路
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后扶贫时代吉林
省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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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吉
林省农村人口多维减贫长效机制研
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水足迹的吉
林省粮食生产生态效率评价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0 3.0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基于种养结合的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及
政策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 2.0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新基建背景下吉
林省氢能产业创发展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6.00 6.00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环长白山全域旅
游通达度提升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6.00 6.00

创新平台-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吉林
省动物繁育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创新平台-科技资源管理与开放共享
服务-液质联用和质谱库检索技术在
筛选和分析人参皂苷方面的方法开
发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6.92 6.92

医药健康专项-“枣味参蒲片”保健
食品的研制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4.58 14.58

医药健康专项-优质人参、西洋参生
产关键技术的集成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4.50 4.50

医药健康专项-刺五加规模化生产集
成技术及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医药健康专项-新食品原料黑果花楸
深加工系列产品产业化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医药健康专项-紫苏全植株生物活性
研究及其高附值产品产业化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5.96 5.96

吉农新农科建设数字化支撑平台建
设

吉林农业大学 0.20 0.20

吉林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发展-吉
林省生猪产业技术科技创新中心

吉林农业大学 10.15 10.15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VmSWEET15
调控蔓越橘果实同化物韧皮部卸载
的分子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不同干燥方式
对玉米品质影响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18—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丝氨酸/苏氨
酸蛋白激酶YihE 介导磷酸化修饰调
控维氏气单胞菌毒力的分子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两亲性嵌段共
聚物溶液体系分级有序结构调控的
计算机模拟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保护性耕作条
件下黑土氮素转化对硝化抑制剂CP
微囊新剂型响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
CO2/H2O体系原位供氢和水相副
产物再循环的秸秆水热转化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物理保护
作用下酸化黑土有机碳生物稳定机
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相关向量
机的智能电网数据分析与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稳定性同
位素技术的半干旱地区水肥一体化
模式下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干旱和低磷胁
迫下水稻磷转运蛋白家族基因的甲
基化调控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抗菌肽 LR18
的低毒化和生物稳定性改造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柔嫩艾美耳球
虫RON2在侵袭宿主细胞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猪源性乳酸菌
及代谢物促进仔猪氮素代谢利用及
其作用机制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球拟假丝酵母
内酯型槐糖脂合成途径中内酯化酶
的定向进化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硅肥对旱作水
稻干旱胁迫的生理调控机制解析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禽粪/畜粪/肥
对黑土中还田秸秆腐解及活性有机
碳库的影响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种稻及硫酸铝
改良对苏打盐碱土团聚体及氟分布
的影响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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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转录因子
GmTGA15在大豆抗旱信号传递途
径中的作用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长白山区不同
森林类型生态康养评价效益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鹅细小病毒非
结构蛋白 1利用线粒体途径调控宿
主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人参、炙黄芪、当归配伍对骨髓抑制
小鼠造血和免疫功能的作用与机制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人参丙二酰基转移酶基因PgMT1和
PgMT2的克隆与功能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基于肠道菌群和
PI3K/Akt/mTOR/NF-κB 信号通路互
作探究林下参和园参延缓衰老的作
用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通过氨基酸衍生化提高抗炎、镇痛活
性成分升麻素生物利用度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 2.50

吉林省重点实验室一动物微生态与
健康养殖吉林省重点实验室

吉林农业大学 2.36 2.36

吉林省重点实验室一吉林省作物病
虫害绿色防控重点实验室

吉林农业大学 5.01 5.01

国际科技合作-面向精准农业的变量
喷药智能决策系统的合作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4.39 4.39

基于实测光谱的矿区土壤重金属元
素含量遥感反演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1.14 11.14

学生教室课桌椅换新采购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3.97 3.97

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五味参苓片”保健食品的研制
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农田栽参品种提升及其规范化生
产技术集成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双参片的研制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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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新资源食品原料木姜叶柯甜茶的
产业化制备方法及系列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长白山乌杆天麻高效繁殖关键技
术的集成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技术创新引导-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
项-阿拉伯半乳聚糖及其系列产品产
业化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技术创新引导-国际科技合作-多倍
体桔梗育种技术引进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技术创新引导-国际科技合作-大豆
磷脂酶C7基因的克隆及其在植物
非生物逆境胁迫中的作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技术创新引导-国际科技合作-灵芝
抗病种质资源发掘与分子辅助育种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技术创新引导-国际科技合作-高效
鉴定人参三醇型皂苷生物合成相关
基因并验证其关键基因功能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技术创新引导-地方科技创新引导-
吉农在线直播云课堂与农技智能问
答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技术创新引导-地方科技创新引导-
吉林白鹅扩繁及关键技术示范推广 吉林农业大学 14.20 14.20

本科教学文化提升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185.38 185.38

林业改革发展补助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40.67 40.67

生均奖补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2995.14 2995.14

省属高校一次性补助经费 吉林农业大学 217.83 217.83

省自然科学基金-乳酸菌活化巨噬细
胞防御沙门菌感染的分子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4.00 4.00

省自然科学基金-冻融条件下黑土难
溶性磷素活化的微生物驱动机制研
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 2.00

省自然科学基金-南蝠捕食鸟类多样
性及其捕食行为策略研究（实验室研
究专项）

吉林农业大学 4.00 4.00

省自然科学基金-变栖克雷伯氏菌对
莠去津降解机制及其残留污染生物
修复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 2.00

省自然科学基金-吉林省农田土壤动
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驱动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5.85 5.85

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AMPK通路玉
米黄素促进白色脂肪细胞棕色化的
分子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4 3.04

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胰岛素抵抗
-肠道菌群-能量代谢”途径探讨植
物乳杆菌胞外多糖干预 2型糖尿病
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1.8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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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线粒体ROS调
控的神经保护肽作用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27 3.27

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蛋白多视角潜
在描述子的关键蛋白预测方法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76 1.76

省自然科学基金-大豆ω-3 脂肪酸脱
氢酶GmFAD3C基因的克隆、表达
及功能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68 2.68

省自然科学基金-天蚕素抗菌肽对鲫
非特异性免疫及基因表达影响的研
究

吉林农业大学 4.00 4.00

省自然科学基金-断奶仔猪小肠上皮
细胞能源底物代谢机制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4.00 4.00

省自然科学基金-槲皮素对鹅肠道氧
化应激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主题
科学家专项）

吉林农业大学 0.92 0.92

省自然科学基金-甜玉米种子活力的
生理及基因表达差异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3.03 3.03

省自然科学基金-甲醛分子印迹
QCM传感器的构建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 2.00

省自然科学基金-秸秆与生物炭影响
东北黑土团聚体尺度氮循环的微生
物驱动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0.27 0.27

省自然科学基金-秸秆固定假单胞菌
协同吸附和降解芳香族化合物的研
究

吉林农业大学 1.31 1.31

省自然科学基金-秸秆水热资源化处
理对苏打盐碱土改良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省自然科学基金-稻草还田方式对苏
打盐碱土有机碳积累的影响及其机
制

吉林农业大学 3.76 3.76

省自然科学基金-细胞色素 p450介
导的大豆蚜螺虫乙酯抗性机制

吉林农业大学 3.52 3.52

省自然科学基金-野生大豆重复基因
的遗传分化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5.00 5.00

省自然科学基金-铜对母猪高纤日粮
中纤维利用机制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5.00 5.00

省自然科学基金-长白山大花杓兰不
同生长阶段菌根真菌的分离鉴定

吉林农业大学 4.4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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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光合作用
纳米增效剂的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0.05 0.05

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基于镉污
染植物修复的长白山区蒿柳资源评
价及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 2.00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创新能力建
设）

吉林农业大学 52.02 52.02

虚拟仿真综合实验教学平台建设项
目 吉林农业大学 0.57 0.57

重大专项-人参新品种选育、繁育技
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40.00 40.00

重大专项-人参（西洋参）农田优质
高产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31.20 31.20

重大专项-林下参生态种植技术研究
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83.78 83.78

重大科技专项-农业领域-吉林省种
质资源公共服务云平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35.00 35.00

重大科技专项-农业领域-高产、优质
专用大豆资源鉴定、功能基因发掘与
材料创制

吉林农业大学 50.00 50.00

重大科技专项-农村农业废弃物综合
治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42.44 42.44

重大科技专项-油莎豆采后处理及制
油关键技术研发与中试

吉林农业大学 58.25 58.25

重点研发-“蘑菇-秸秆”包装材料
低成本制备工艺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4.18 24.18

重点研发-下肢助残助行康复外骨骼
机器人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东北刺人参驯化及其高效
利用

吉林农业大学 14.90 14.90

重点研发-东北春玉米干旱灾变过程
及减灾保产调控技术研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0.63 10.63

重点研发-中药新药短梗五加总皂苷
抗心肌缺血作用及机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主动式太阳能温室增温系
统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20 15.20

重点研发-乾华肉用美利奴羊品种结
构与良种繁育体系构建的研究及应
用

吉林农业大学 21.5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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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五味子果梗和藤茎等非药
用部位的综合开发与利用 吉林农业大学 14.04 14.04

重点研发-五味子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品种选育及良种繁育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50 12.50

重点研发-以酒糟为基质的 L-乳酸菌
种选育及发酵工艺优化 吉林农业大学 5.34 5.34

重点研发-优良食味稳产水稻种质发
掘与新品种培育

吉林农业大学 16.31 16.31

重点研发-优质、特用油莎豆种质创
新与新品种选育

吉林农业大学 10.92 10.92

重点研发-低温秸秆降解微生物多样
性分析及秸秆腐解剂创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9.06 19.06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东北大豆土传
病虫害生物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集
成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东北苏打盐碱
地生态整治配套装备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人参生物菌肥
创制及减药增效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8.00 18.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低升糖米制品
基料的研制及其应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关黄柏叶茶的
制备关键技术及其安全性评价和质
量标准体系的建立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几种活性优秀
乳酸菌的筛选及在食品加工中的应
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吉林中西部地
区优质牧草、饲料作物的选育与综合
利用技术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吉林玉米带黑
土肥力保育与地力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2.00 22.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基于DH技术轮
回选择的玉米遗传改良及优质、抗
病、宜机收优异新种质新品种培育

吉林农业大学 22.00 22.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基于支持向量
机的北方猪舍环境多参数精准控制
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4.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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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基于机器视觉
的梅花鹿异常行为识别与健康预警
系统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基于金纳米粒
子介导的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检
测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复合干酪乳杆
菌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大豆不溶性膳
食纤维促花青素稳定关键技术研究
及调节肠道菌群饮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大豆抗食心虫
QTL定位及种质创新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8.00 18.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奶牛围产期健
康精准调控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应用基因编辑
技术创制大豆高油酸新种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我省中东部地
区人参林下仿生态栽培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抗鱼类细菌性
败血症新型微生态制剂的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18.00 18.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新型抗猪流感
病毒益生菌生物药物创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棚室番茄水肥
一体化绿色增效生产技术研究与应
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欧李种质创新
及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毕赤酵母微波
干燥菌渣蛋白源的营养评价及在保
育猪生产的应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水溶性灵芝孢
子粉制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2.00 22.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水稻抗倒伏、高
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澳洲淡水龙虾
北方地区人工繁育及高效生态养殖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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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农业领域-牛支原体、荚膜
A型多杀性巴氏杆菌二联灭活苗的
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牛粪生物有机
肥的研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2.00 22.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盐碱地“控盐
增碳”复合专用肥的研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肉鸡规模化无
抗绿色养殖关键技术创新集成研发
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藜麦饲草和青
贮饲料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软枣猕猴桃根
域限制及水肥一体化栽培关键技术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重组乳酸菌微
生态制剂预防奶牛子宫内膜炎的研
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长白山濒危杓
兰属植物种质资源库的建立与栽培
示范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马克斯克鲁维
酵母发酵豆渣高附加值加工技术关
键点控制及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农业领域-鲜食玉米加工
关键技术与新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加州鲈高效环保配合饲料
的开发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0.00 10.00

重点研发-北柴胡药材质量评价与提
升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3.25 13.25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东大梅花
鹿的繁育新技术与示范基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五味子杂
交育种及新品种选育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人参苗床
地病害病原种类、发生规律及绿色防
控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吉林道地
药材指纹图谱和深度学习分类的质
量鉴别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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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基于传统
功效组分的哈蟆油质量标准提升关
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基于傅里
叶变换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
建立人参红外指纹图谱无损鉴别技
术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梅花鹿主
要传染病免疫预防疫苗筛选、技术体
系构建与示范推广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百合新品
种选育及种源基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蒲公英药
材产地趁鲜切加工关键技术提升与
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7.50 17.5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道地药材
防风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道地药材
防风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品质提升
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长白山区
芳香植物中抗菌精油筛选与生物抑
菌剂制备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黄藤总生
物碱分散片抗阿尔茨海默病临床前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医药健康领域-齐墩果酸
葡萄糖基酯制备工艺及其抗肿瘤作
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参后地污染土壤生态修复
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7.50 17.50

重点研发-基于保护地蔬菜虫害绿色
防控的农药面源污染治理技术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基于基质栽培的蓝莓新品
种选育与示范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7.28 17.28

重点研发-基于微生物调控方法的优
质腐乳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37 2.37

重点研发-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杂粮重
大病虫害预测与防控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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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基于食药用菌菌糠利用的
人参多功能生物菌肥创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基于高效育种技术的高
产、优质、抗逆、宜机收的优异玉米
新种质新品种培育

吉林农业大学 10.48 10.48

重点研发-大数据视角下智慧城市建
设关注热点及城市差异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6.33 16.33

重点研发-奶牛子宫内膜炎治疗技术
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宜机械粒收玉米种质的创
制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寒地设施大樱桃安全优质
高产高效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3.38 13.38

重点研发-平贝母质量评价与提升关
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4.20 14.20

重点研发-废弃果渣中膳食纤维提取
的关键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8.00 8.00

重点研发-新型抗猪轮状病毒益生菌
生物药物创制 吉林农业大学 8.55 8.55

重点研发-新型装配式高效节能连栋
温室开发及推广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朝鲜淫羊藿药材质量评价
与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12 12.12

重点研发-桔梗药材的产地初加工关
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梅花鹿鹿茸中化学成分动
态变化与生物活性的相关性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4.09 14.09

重点研发-水稻机械覆膜节本增效生
产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7.02 17.02

重点研发-混合分布式农业大数据智
能协同处理决策平台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4.05 24.05

重点研发-特用玉米新种质创制及优
良品种的选育

吉林农业大学 15.15 15.15

重点研发-猪新发与再现重要病毒性
传染病快速诊断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9.79 19.79



—28—

重点研发-玉米单垄双行交错密植栽
培技术配套免耕播种机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玉米秸秆纤维素细胞循环
发酵产D-乳酸关键技术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3.76 23.76

重点研发-甘草优质高产生态种植技
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1.17 11.17

重点研发-生物絮团在洛氏鱥养殖中
的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3.24 23.24

重点研发-生物质炭-微生物协同修
复酸性镍污染土壤关键技术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7.15 17.15

重点研发-短梗五加叶、刺五加叶潜
在药效成分发现、药效和质量评价关
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2.87 12.87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不同硅藻
土助滤剂废料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及应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严寒地区
新型高效节能温室开发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3.00 13.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人工林废
弃资源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3.00 13.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低浓度抗
生素条件下雌激素类似物的生物降
解技术研发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基于遥感
指数的吉林省玉米水分胁迫监测及
风险预警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松嫩平原
盐碱草地改良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3.00 13.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核桃粕高
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玉米加工
副产物生物脱毒与高值化利用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硅藻土基
复合纳米微球制备关键技术及深度
处理污水废水中的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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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菊科植物
协同微生物高效修复重金属污染土
壤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蚯蚓/微生
物协同转化农业废弃物生产有机肥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8.00 18.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观赏植物
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数字化模
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负载天然
指示剂的智能型大米新鲜度指示材
料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社会发展领域-长白山山
葡萄果皮天然色素扎染系列旅游产
品的设计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秸杆还田稻田环境富营养
化的生物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重点研发-秸秆富集深埋还田技术优
化与示范推广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秸秆生物炭基多功能土壤
调理剂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重点研发-秸秆生物质炭-土壤益生
菌耦合系统的构建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2.00 22.00

重点研发-稻谷加工副产物高值化综
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7.04 7.04

重点研发-细辛非传统药用部位茎叶
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肽基全营养特医食品开发
及产业化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花马杂交鹿鹿角盘抗菌多
肽的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苍术新品种选育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荞麦副产物-荞麦壳高附
加值综合利用及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4.28 14.28

重点研发-藤黄酸和新藤黄酸组合物
在治疗糖尿病的纳米制剂药物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8.3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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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西洋参茎叶作为中草药添
加剂新原料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1.39 11.39

重点研发-长白山区特色蓝莓种质资
源保育及创新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8.37 18.37

重点研发-长白山区野生软枣猕猴桃
新品种（系）选育及倍性育种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3.58 13.58

重点研发-长白山高山红景天系列双
效纳米冷制皂旅游产品的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防风林药间作生态种植优
质高产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3.99 13.99

重点研发-鹿茸中非蛋白类组分部位
提取工艺及其抗衰老制剂的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点研发-黄芪种质资源保存与评价
及良种繁育关健技术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3.30 13.30

高校学生资助 吉林农业大学 627.40 627.40

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中央直达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3.30 3.30

基建支出农
业行业基础
能力建设等
项目

1500.00 1500.00

中央基建投资（农业行业基础能力建
设等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1500.00 1500.00

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 20.00 20.00

产业项目研发团队领军人才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长白山人才
工程补助资
金（省属公
办）

30.00 30.00

2021 年长白山域内人才支持工程项
目补助经费 吉林农业大学 30.00 30.00

专项业
务支出 17655.54 17102.88 531.66 21.00

中央支持地
方高校改革
发展资金

6859.00 6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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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一流专业教学平台建设项目
（二期） 吉林农业大学 523.00 523.00

学生公寓门、床更换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462.00 462.00

实验动物中心基地建设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655.00 655.00

本科专业认证建设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400.00 400.00

生均拨款项目经费 吉林农业大学 4819.00 4819.00

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
升补助资金
（中医药事
业传承与发
展）

100.00 100.00

中医药传承与发展 吉林农业大学 100.00 100.00

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 1537.50 1537.50

“五味参苓片”保健食品的研制与
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不同硅藻土助滤剂废料资源化利用
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东北大豆土传病虫害生物防治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东北苏打盐碱地生态整治配套装备
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东大梅花鹿的繁育新技术与示范基
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严寒地区新型高效节能温室开发及
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五味子杂交育种及新品种选育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人参生物菌肥创制及减药增效技术
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7.00 17.00

人参苗床地病害病原种类、发生规律
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人工林废弃资源高值化利用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低升糖米制品基料的研制及其应用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低浓度抗生素条件下雌激素类似物
的生物降解技术研发及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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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黄柏叶茶的制备关键技术及其安
全性评价和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农村农业废弃物综合治理与资源化
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75.00 75.00

农田栽参品种提升及其规范化生产
技术集成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几种活性优秀乳酸菌的筛选及在食
品加工中的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双参片的研制与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吉林中西部地区优质牧草、饲料作物
的选育与综合利用技术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吉林玉米带黑土肥力保育与地力提
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吉林省种质资源公共服务云平台建
设 吉林农业大学 35.00 35.00

吉林道地药材指纹图谱和深度学习
分类的质量鉴别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基于DH技术轮回选择的玉米遗传
改良及优质、抗病、宜机收优异新种
质新品种培育

吉林农业大学 23.00 23.00

基于传统功效组分的哈蟆油质量标
准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基于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结合化
学计量学建立人参红外指纹图谱无
损鉴别技术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北方猪舍环境多
参数精准控制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4.00 24.00

基于机器视觉的梅花鹿异常行为识
别与健康预警系统的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基于遥感指数的吉林省玉米水分胁
迫监测及风险预警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基于金纳米粒子介导的蜡样芽孢杆
菌呕吐毒素检测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复合干酪乳杆菌制剂产业化关键技
术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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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不溶性膳食纤维促花青素稳定
关键技术及调节肠道菌群饮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大豆抗食心虫QTL 定位及种质创新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7.00 17.00

奶牛围产期健康精准调控关键技术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4.00 24.00

应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制大豆高油酸
新种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我省中东部地区人参林下仿生态栽
培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抗鱼类细菌性败血症新型微生态制
剂的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17.00 17.00

新型抗猪流感病毒益生菌生物药物
创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新资源食品原料木姜叶柯甜茶的产
业化制备方法及系列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松嫩平原盐碱草地改良关键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2.00 12.00

核桃粕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
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梅花鹿主要传染病免疫预防疫苗筛
选、技术体系构建与示范推广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棚室番茄水肥一体化绿色增效生产
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欧李种质创新及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毕赤酵母微波干燥菌渣蛋白源的营
养评价及在保育猪生产的应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水溶性灵芝孢子粉制备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3.00 23.00

水稻抗倒伏、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澳洲淡水龙虾北方地区人工繁育及
高效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4.00 24.00

牛支原体、荚膜A型多杀性巴氏杆
菌二联灭活疫苗的研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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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生物有机肥的研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3.00 23.00

玉米加工副产物生物脱毒及高值化
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百合新品种选育及种源基地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盐碱地“控盐增碳”复合专用肥的
研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硅藻土基复合纳米微球制备关键技
术及深度处理污水废水中的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肉鸡规模化无抗绿色养殖关键技术
创新集成研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菊科植物协同微生物高效修复重金
属污染土壤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蒲公英药材产地趁鲜切加工关键技
术提升与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17.50 17.50

藜麦饲草和青贮饲料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蚯蚓/微生物协同转化农业废弃物生
产有机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7.00 17.00

观赏植物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
数字化模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负载天然指示剂的智能型大米新鲜
度指示材料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软枣猕猴桃根域限制及水肥一
体化栽培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道地药材防风标准化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道地药材防风质量评价体系构
建与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重组乳酸菌微生态制剂预防奶
牛子宫内膜炎的研究与应用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长白山乌杆天麻高效繁殖关键
技术的集成与示范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长白山区芳香植物中抗菌精油
筛选与生物抑菌剂制备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长白山山葡萄果皮天然色素扎
染系列旅游产品的设计研发

吉林农业大学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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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濒危杓兰属植物种质资
源库的建立与栽培示范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阿拉伯半乳聚糖及其系列产品
产业化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5.00 25.00

马克斯克鲁维酵母发酵豆渣高
附加值加工技术关键点控制及
产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高产、优质专用大豆资源鉴定、
功能基因发掘与材料创制

吉林农业大学 50.00 50.00

鲜食玉米加工关键技术与新产
品开发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黄藤总生物碱分散片抗阿尔茨
海默病临床前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齐墩果酸葡萄糖基酯制备工艺
及其抗肿瘤作用研究

吉林农业大学 20.00 20.00

高校学生资
助补助资金 4435.38 4435.38

高校学生资助补助资金 吉林农业大学 4435.38 4435.38

高等教育教
学发展 4718.09 4171.00 526.09 21.00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园艺及林草学院
维修改造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356.00 356.00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校园内道路新建
及维修改造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260.00 260.00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校园安全技术防
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320.00 320.00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第一运动场维修
改造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720.00 720.00

其他收入-吉林农业大学车辆购置 吉林农业大学 21.00 21.0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北方
特色果树种质资源利用及创新人才
团队建设

吉林农业大学 89.11 89.11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吉林
省优势特色学科营养健康平台基础
创新能力提升

吉林农业大学 82.40 82.4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国家
级一流专业教学平台建设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532.00 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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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基于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智能植保技术
研究平台建设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471.00 471.0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新农
科研究创新型教师发展与学习空间
提升

吉林农业大学 0.16 0.16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智慧
农业研究院基础创新能力提升

吉林农业大学 0.44 0.44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服务
“四新”建设的综合数据及图书馆
育人平台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248.00 248.0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本科
实验教学中心建设项目（第二期）

吉林农业大学 0.66 0.66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生命
科学学院部级科研平台建设项目

吉林农业大学 317.00 317.0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畜牧
学科提升计划

吉林农业大学 180.00 180.00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粮食
生产生态安全保障基础研究能力提
升工程

吉林农业大学 0.18 0.18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项目-粮食
精深加工中试平台创新能力提升项
目

吉林农业大学 298.00 298.00

合 计 27315.66 17252.88 10041.78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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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项目级次 一级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
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效果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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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情况说明

一、2022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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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收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上年结

转结余等；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结转下年支出等。2022年收支总预算 74923.53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64881.75

万元；上年结转 10041.78万元。2022年当年预算比 2021年预算增加 23252.28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年收入增加 365 万元，二是本年财政拨款增加

12845.53万元，三是增加上年结转财政项目款 10041.75万元。

二、2022年收入预算情况

2022 年收入预算 74923.53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64881.75 万元，占

86.60%；上年结转 10041.78万元，占 13.40%。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49050.75万元，占 65.47%；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万元，占

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占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12831

万元，占 17.13%；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占 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万元，占 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万元，占 0%；其他

收入 3000万元，占 4%。上年结转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10041.78万

元，占 13.4%；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0 万元，占 0%；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结转 0万元，占 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转结余 0万元，占 0%；单

位资金结转 0万元，占 0%；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万元，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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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支出预算情况

2022 年支出预算 74923.5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7607.87 万元，占

63.54%；项目支出 27315.66万元，占 36.46%；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万元，

占 0%；上缴上级支出 0万元，占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万元，占 0%。

四、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59092.53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49050.57

万元，上年结转 10041.78万元。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49690.26万元，科学

技术支出 5023.1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72.2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00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1.14万元，农林水支出 1895.77万元，其他支出 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0万元。

五、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9092.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1797.87万
元，占 53.81%；项目支出 27294.66万元，占 46.19%。基本支出中，人员经

费 20883.87万元，占 65.68%；公用经费 10914万元，占 34.32%。

教育（类）支出 49690.26万元，占 84.09%，主要用于学校人员经费支

出、公用经费支出、教育项目支出。

科学技术（类）支出 5023.16万元，占 8.50%，主要用于基础研究、技

术研究与开发。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372.20万元，占 4.01%，主要用于离退休

人员经费支出。

卫生健康（类）支出 100万元，占 0.17%，主要用于卫生健康领域项目

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类）支出 11.14万元，占 0.02%，主要用于节能环保领

域项目支出。

农林水支出（类）支出 1895.77万元，占 3.21%，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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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林草业技术推广项目支出。

六、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1797.8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20883.8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其

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住房公积

金、采暖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1091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

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

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补助、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

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145.44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145.44万元；

上年结转 0万元。2022年当年预算数比 2021年预算数增加 0.36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0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

2022年当年预算数比 2021年预算数增加 0万元，主要原因是无因公出国预

算。

2.公务接待费 35.55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35.55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

元。2022年当年预算数比 2021年预算数增加 0.3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

待费预算基数增加务接待费预算基数增加。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9.89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109.89 万元；上

年结转 0万元。2022年当年预算数比 2021年预算数增加 0万元，主要原因

是车辆保有数量没有增减；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0万元；

上年结转 0万元。2022年当年预算数比 2021年预算数增加 0万元，主要原

因是三公经费预算不含车辆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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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九、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校为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42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

01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402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8月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37辆，土地 675.5平方米，房屋

462，076平方米，单价 50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 133台/套，单价 100万元

及以上的专用设备实有数 7台/套。

2022 年本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1 辆，安排购置土地 0 平方米，安排

购置房 0平方米，计划新增单价 50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计划新

增单价 100万元及以上的专用设备实有数 0台/套。

（四）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年本单位项目支出 27，315.66万元，其中：一级项目 8 个，二级

项目 354个；使用本年拨款 17，252.88万元，财政拨款结转 10，041.78万

元。

（五）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单位职能和重点工作，2022

年确定 0个一级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向社会公开，涉及金额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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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通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付

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通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付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通过当年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付的资金。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指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资

金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

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指预算单位从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

拨款补助收入。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本单位所属下级单位（包含独立核算和非

独立核算的，相关支出纳入和未纳入部门预算的下级单位）上缴给本单位的

全部收入（包括下级事业单位上缴的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和下级企业单位上

缴的利润等）。

（八）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九）其他收入：指除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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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十）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当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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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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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

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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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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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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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上缴上级支出：指附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十六）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八）“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

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费的国际旅游、国外城市

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

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九）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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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

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二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是指部门预算安排的项

目支出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