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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要职能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对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2.拟订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全市产业发展规划，拟订工
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拟订产业园区建设中长期规划，引导推动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
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3.组织实施工业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产城融合。会同有关部门规划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布局。会同有关部
门拟订产业用地标准,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合理调整布局。负责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的综合协调。推进创意与设计、时尚、美丽健康等产
业发展。
    4.负责统计监测分析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运行态势,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
议。负责全社会煤炭、电力、石油日常运行的监控、协调,会同有关部门监督发电、供电、用电运行安全。负责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
信息化领域应急管理、产业安全和国防动员有关工作。指导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推动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健
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负责盐业行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救灾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反垄断相关工
作。
    5.研究提出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建议,按照市政府批准权限,组织规划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
目。按照权限核准、备案工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和管理政府投资工业和信息化项目的推进实施工作。负责市
本级部门信息化项目的归口管理和专业评审,提出信息化专业领域年度预算项目安排计划。对市级建设财力信息化项目提出行业主管部
门意见。
    6.指导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改造,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按照规定做好有关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
域科技和产业重大专项的实施工作。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和应用。负责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品牌建设工作,按照分工管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标准化工作,配合
开展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质量管理工作。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产融深度融合。
    7.推进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组织协调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
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综合协调产业园区节能减排和循环化改造等相关工作。参与指导协调推进能源综合利用工作。
    8.统筹推进企业综合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服务企业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服务各类所有制企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
导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体系。加强对中央在沪企业的服务工作。

    9.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提升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产业电商等与制
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能级和竞争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
    10.统筹推进信息化以及相关产业工作,参与协调解决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信息化应用
和重要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指导协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
    11.统筹协调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指导相关部门制定通信管线、公共通信网、专用信息网的规划并承担相应的管理工作。
协调电信市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宜。负责跨行业、跨部门面向社会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工作。
    12.推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和网络安全产业重点项目,推动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组织协调
工业控制领域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13.指导协调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协调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社会经济各领域数据开发应用和产业发展,推动社会主体对开放数据
的创新应用和价值挖掘。组织协调实施国家和地方数据规范标准。
    14.协调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组织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和应用推广,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15.推进民用航空航天、民用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民用空间信息、核电等产业发展,负责相关行业管理和应用推广,推动国家和全
市有关专项、重大项目和重点平台建设。承担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有关职责。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16.推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协调有关重大专项的实施,指导引进
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创新。推进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术攻关、平台建设和集成应用,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17.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相关产业利用外资工作。开展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国内外
经济合作与交流。
    18.负责无线电管理工作,统一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依法监督管理无线电台(站)。协调处理军地间无线电管理相关事宜。负
责无线电监测、检测、干扰查处,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依法组织实施无线电管制。
    19.负责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相关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依法组织查处有关违法案件。
    20.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1.职能转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要贯彻落实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强
化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工业强基工程等重点领域发展,加强产业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强智能制造、工业
互联网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建设,促进传统制造业和重点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加强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
展,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统筹布局创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在相关重点领域
统筹、整合各类优势资源,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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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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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负责统计监测分析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运行态势,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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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领域应急管理、产业安全和国防动员有关工作。指导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推动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健
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负责盐业行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救灾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调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反垄断相关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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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统筹推进企业综合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服务企业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服务各类所有制企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
导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体系。加强对中央在沪企业的服务工作。

    9.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提升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产业电商等与制
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能级和竞争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
    10.统筹推进信息化以及相关产业工作,参与协调解决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协调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信息化应用
和重要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指导协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
    11.统筹协调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指导相关部门制定通信管线、公共通信网、专用信息网的规划并承担相应的管理工作。
协调电信市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宜。负责跨行业、跨部门面向社会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工作。
    12.推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和网络安全产业重点项目,推动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组织协调
工业控制领域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13.指导协调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协调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社会经济各领域数据开发应用和产业发展,推动社会主体对开放数据
的创新应用和价值挖掘。组织协调实施国家和地方数据规范标准。
    14.协调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组织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和应用推广,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15.推进民用航空航天、民用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民用空间信息、核电等产业发展,负责相关行业管理和应用推广,推动国家和全
市有关专项、重大项目和重点平台建设。承担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有关职责。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16.推进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协调有关重大专项的实施,指导引进
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创新。推进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术攻关、平台建设和集成应用,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17.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相关产业利用外资工作。开展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国内外
经济合作与交流。
    18.负责无线电管理工作,统一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依法监督管理无线电台(站)。协调处理军地间无线电管理相关事宜。负
责无线电监测、检测、干扰查处,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依法组织实施无线电管制。
    19.负责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信息化领域相关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依法组织查处有关违法案件。
    20.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1.职能转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要贯彻落实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强
化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工业强基工程等重点领域发展,加强产业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强智能制造、工业
互联网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建设,促进传统制造业和重点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加强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
展,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统筹布局创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在相关重点领域
统筹、整合各类优势资源,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增长新动能。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机构设置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本部以及下属15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3家，事业单位13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本部
    2.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3.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老干部活动中心
    4. 上海市节能中心
    5.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
    6.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7.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8.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
    9.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10. 上海市商业学校
    11.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12. 上海水产老干部活动室
    13. 上海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
    14. 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
    15. 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
    16.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
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
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预算支出总额为308,90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303,407万元，比2020年预算
减少15,96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303,407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15,960万元；政府性基金
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2,75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机关日常运行等支出。
     2.“教育支出”科目27,063万元，主要用于中等专业学校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各类教育等项目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科目30,219万元，主要用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和信息化发展专项支出。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科目3,848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发展专项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7,74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职
业年金、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等。
     6.“卫生健康支出”科目2,947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科目1,309万元，主要用于市节能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各类项目支出。
     8.“农林水支出”科目96万元，主要用于水产老干部活动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各类项目支出。
     9.“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科目223,065万元，主要用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以及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支出。
     10.“住房保障支出”科目4,311万元，主要用于按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支出。
     1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科目47万元，主要用于4家中职校在校学生副食品价格补贴。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3,034,065,11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173,684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034,065,117 二、教育支出 318,826,460

2. 政府性基金 三、科学技术支出 302,635,611

二、事业收入 43,825,993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48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288,447

四、其他收入 11,198,980 六、卫生健康支出 30,262,928

七、节能环保支出 13,091,944

八、农林水支出 959,565

九、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3,262,681

十、住房保障支出 43,634,050

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4,720

收入总计 3,089,090,090 支出总计 3,089,090,090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173,684 27,523,684 256,320 393,680

201 13 商贸事务 6,397,273 5,747,273 256,320 393,680

201 13 50 事业运行 6,397,273 5,747,273 256,320 393,680

201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1,776,411 21,776,411

201 31 01 行政运行 14,475,261 14,475,261

201 3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0,550 170,550

201 31 03 机关服务 125,400 125,400

201 31 05 专项业务 7,005,200 7,005,200

205 教育支出 318,826,460 270,626,126 37,395,034 10,805,300

205 03 职业教育 318,826,460 270,626,126 37,395,034 10,805,30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318,826,460 270,626,126 37,395,034 10,805,3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2,635,611 302,194,111 441,500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227,170,000 227,17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27,170,000 227,170,000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19,005,611 18,564,111 441,500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19,005,611 18,564,111 441,500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6,460,000 56,46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56,460,000 56,46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文化和旅游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288,447 77,482,714 1,805,73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9,288,447 77,482,714 1,805,733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826,103 7,826,103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05,187 1,805,187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743,540 743,5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524,076 44,320,254 1,203,82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786,841 22,184,930 601,911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02,700 602,7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0,262,928 29,472,919 790,009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0,190,928 29,400,919 790,009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696,088 5,696,08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4,494,840 23,704,831 790,009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3,091,944 13,091,944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13,091,944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13,091,944

213 农林水支出 959,565 959,565

213 01 农业农村 959,565 959,565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59,565 959,565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3,262,681 2,230,651,957 2,610,724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083,904,771 2,081,554,771 2,350,000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336,483 6,336,483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6,409,097 16,409,097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61,159,191 2,058,809,191 2,350,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47,522,718 147,261,994 260,724

215 08 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00,000,000 100,000,000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47,522,718 47,261,994 260,724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3,634,050 43,107,377 526,67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3,634,050 43,107,377 526,6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567,570 28,040,897 526,67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066,480 15,066,48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222 04 粮油储备 474,720 474,720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3,089,090,090 3,034,065,117 43,825,993 11,198,98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173,684 20,024,534 8,149,150

201 13 商贸事务 6,397,273 5,747,273 650,000

201 13 50 事业运行 6,397,273 5,747,273 650,000

201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1,776,411 14,277,261 7,499,150

201 31 01 行政运行 14,475,261 14,277,261 198,000

201 3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0,550 170,550

201 31 03 机关服务 125,400 125,400

201 31 05 专项业务 7,005,200 7,005,200

205 教育支出 318,826,460 242,954,177 75,872,283

205 03 职业教育 318,826,460 242,954,177 75,872,283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318,826,460 242,954,177 75,872,28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2,635,611 14,898,618 287,736,993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227,170,000 227,17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27,170,000 227,170,000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19,005,611 14,898,618 4,106,993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19,005,611 14,898,618 4,106,993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6,460,000 56,46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56,460,000 56,46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文化和旅游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9,288,447 73,122,047 6,166,4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9,288,447 73,122,047 6,166,4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826,103 3,228,943 4,597,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05,187 1,582,187 223,000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743,540 743,5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5,524,076 45,524,07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786,841 22,786,841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02,700 602,7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0,262,928 30,190,928 7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0,190,928 30,190,928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696,088 5,696,08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4,494,840 24,494,84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3 农林水支出 959,565 893,865 65,700

213 01 农业农村 959,565 893,865 65,700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59,565 893,865 65,7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3,262,681 125,025,023 2,108,237,658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083,904,771 91,148,330 1,992,756,441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336,483 6,336,483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6,409,097 12,993,497 3,415,600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61,159,191 71,818,350 1,989,340,841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47,522,718 33,876,693 113,646,025

215 08 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00,000,000 100,000,000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47,522,718 33,876,693 13,646,025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3,634,050 43,634,05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3,634,050 43,634,05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567,570 28,567,57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066,480 15,066,48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222 04 粮油储备 474,720 474,720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3,089,090,090 559,780,846 2,529,309,244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034,065,11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523,684 27,523,684

二、 政府性基金 二、教育支出 270,626,126 270,626,126

三、科学技术支出 302,194,111 302,194,111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482,714 77,482,714

六、卫生健康支出 29,472,919 29,472,919

七、节能环保支出 13,091,944 13,091,944

八、农林水支出 959,565 959,565

九、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0,651,957 2,230,651,957

、住房保障支出 43,107,377 43,107,377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收入总计 3,034,065,117 支出总计 3,034,065,117 3,034,065,117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523,684 20,024,534 7,499,150

201 13 商贸事务 5,747,273 5,747,273

201 13 50 事业运行 5,747,273 5,747,273

201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1,776,411 14,277,261 7,499,150

201 31 01 行政运行 14,475,261 14,277,261 198,000

201 3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0,550 170,550

201 31 03 机关服务 125,400 125,400

201 31 05 专项业务 7,005,200 7,005,200

205 教育支出 270,626,126 232,359,543 38,266,583

205 03 职业教育 270,626,126 232,359,543 38,266,583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270,626,126 232,359,543 38,266,583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2,194,111 14,898,618 287,295,493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227,170,000 227,17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227,170,000 227,170,000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18,564,111 14,898,618 3,665,493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18,564,111 14,898,618 3,665,493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6,460,000 56,46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56,460,000 56,46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文化和旅游 38,480,000 38,480,000

207 01 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8,480,000 38,4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482,714 71,316,314 6,166,4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7,482,714 71,316,314 6,166,4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826,103 3,228,943 4,597,1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05,187 1,582,187 223,000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743,540 743,5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4,320,254 44,320,25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2,184,930 22,184,93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02,700 602,7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472,919 29,400,919 7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400,919 29,400,919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696,088 5,696,08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3,704,831 23,704,831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72,000 72,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13,091,944 9,037,604 4,054,340

213 农林水支出 959,565 893,865 65,700

213 01 农业农村 959,565 893,865 65,700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59,565 893,865 65,7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0,651,957 124,764,299 2,105,887,658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081,554,771 91,148,330 1,990,406,441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336,483 6,336,483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6,409,097 12,993,497 3,415,600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58,809,191 71,818,350 1,986,990,841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47,261,994 33,615,969 113,646,025

215 08 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00,000,000 100,000,000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47,261,994 33,615,969 13,646,025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5,192 1,835,19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3,107,377 43,107,37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3,107,377 43,107,37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040,897 28,040,89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066,480 15,066,48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222 04 粮油储备 474,720 474,720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474,720 474,720

3,034,065,117 545,803,073 2,488,262,044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67,501,529 467,501,529

301 01 基本工资 71,169,500 71,169,500

301 02 津贴补贴 77,908,636 77,908,636

301 03 奖金 3,637,093 3,637,093

301 07 绩效工资 178,731,863 178,731,863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4,320,254 44,320,25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2,184,930 22,184,93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8,383,730 28,383,730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17,189 1,017,189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646,637 2,646,637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8,040,897 28,040,897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460,800 9,460,8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2,047,914 72,047,914

302 01 办公费 7,478,088 7,478,088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596,800 596,800

302 03 咨询费 1,124,000 1,124,000

302 04 手续费 55,463 55,463

302 05 水费 1,205,000 1,205,000

302 06 电费 6,994,400 6,994,400

302 07 邮电费 2,222,960 2,222,96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7,133,251 7,133,251

302 11 差旅费 4,584,500 4,584,5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397,175 3,397,175

302 13 维修（护）费 3,808,930 3,808,930

302 14 租赁费 9,346,285 9,346,285

302 15 会议费 844,930 844,930

302 16 培训费 444,000 444,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44,979 644,979

302 18 专用材料费 184,000 184,000

302 26 劳务费 791,000 791,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073,200 1,073,200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28 工会经费 5,987,402 5,987,402

302 29 福利费 6,644,140 6,644,14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78,300 1,578,3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983,700 3,983,7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925,411 1,925,411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811,130 4,811,130

303 01 离休费 4,424,065 4,424,065

303 02 退休费 387,065 387,065

310 资本性支出 1,442,500 1,442,5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062,500 1,062,5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80,000 80,000

310 13 公务用车购置 250,000 250,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50,000 50,000

545,803,073 472,312,659 73,490,414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587.05 339.72 64.50 182.83 25.00 157.83 2,169.5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1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87.05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26.8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339.72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10.67万元，主要原因是原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更名为市投资促
进服务中心，编制人数从25人增加至52人，中心承担全市重大投资项目促进服务，增加安排海外大型投资环境推介工作，相应
增加出国费用13.4万元。同时其他单位因公出国费用减少2.73万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82.83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6.53万元，主要原因是2021年下属单位按照公车购置相关标
准，保障2021年公务用车购置费，部门内统筹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
   （三）公务接待费64.50万元。比2020年预算增加9.6万元，主要原因是原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更名为市投资促进服务中
心，编制人数从25人增加至52人，中心承担全市重大投资项目促进服务职责，增加安排与外省市投资促进部门交流，加强与重
点企业对接，相应增加接待费用13.4万元。同时其他单位公务接待费减少3.8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部门）下属3家机关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169.50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7816.1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814.27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975.92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16025.93万元。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3527.43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
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276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5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
项目79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49805.45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

一、项目概述

建立全市法人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和电子印章公共服务。在法人认证方面，法人数字证书共发放260万张有效一证通证书，覆盖法
人数量211万家。法人单位可以通过法人数字证书”和电子营业执照结合在“一网通办”、人社自助经办、税务大厅、市场监管
“一窗通”、公积金会员管理系统等60多个市、区面向法人的办事平台中，实现单点登陆、电子签章等功能。同时在电子印章
公共服务方面，为推进本市“一网通办”建设，规范和加强本市电子印章的管理，并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统一电子印章系统、
市特种行业（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实现数据互通共享。2018年，根据市政府要求，市经信委开展建设上
海市电子印章公共服务平台。为各类法人在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业务系统在线办理各类事项提供电子签章及验签服务，深入推
进网上审批、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的基于可信身份认证的无纸化电子印章服务应用。电子印章已经应用在民政、工商、财政、
质监、住建、房管、环保、文旅、规土、食药监、交通、宣传部、商务委等近30个部门的业务系统中。电子印章应用在提高办
事效率、减少办事耗时、降低办事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立项依据

根据2012年市府办公厅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推进本市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沪府办发〔2012〕41号），明确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统一建设覆盖全市的法人证书服务网络体系，为全市各类法
人免费提供数字证书和电子营业执照结合服务。《上海市电子印章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办发﹝208﹞29号）文对电子印章工作
的实施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和要求，其中建设目标为：建设统一的电子印章系统、提供电子印章申请、制作、备案、查询、变更
、注销、签章、验章和使用管理等功能，并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市特种行业（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
系统进行对接，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为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各类法人在政府部门在线办理各类事项提供电子印章应用服务。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项目总体依托本市法人信息共享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成果和全市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七年来的推进基础，进一步完善
法人身份多源认证服务体系、服务渠道和服务内容，做好全市新设立法人的网上身份认证渠道的推广和存量法人数字证书介质
的更新、撤销、使用支持等服务，维护好现有的数字证书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全新模式的法人身份多源认证渠道，支持法人通
过移动端认证、电子营业执照认证、第三方认证源等多源化的法人身份核验机制。做好全市各委办单位应用门户接入电子营业
执照认证的改造支持工作，各系统兼容性适配支持以及各单位系统改造的支持工作。围绕“互联网+政务服务”，根据“大力推
动实现全程网办，进一步优化法人身份多源认证体系，在“一网通办”总门户、“随申办市民云”、“企业服务云”、“社区
云”以及本市各政务信息系统中全面实现统一、可信、易用的身份认证，实现“一处登录、处处可用”。

五、实施周期

2021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44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综合部门重点工作

一、项目概述



履行市经信委相关政府职能。贯彻执行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政策，并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实施。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拟订工业、信息化和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市产业结构调整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推进完成调整目标
任务。规划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市产业发展规划，拟订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引导与扶持工
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牵头负责长三角产业和信息化合作，对口支援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产业规划和发展。拟订并组织实施工
业和信息化的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促进政策。组织协调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
广应用。综合协调产业园区节能减排和循环化改造等相关工作。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的导向和政
策，组织实施城乡工业布局调整、老工业区改造和产业升级，推进创意产业、工业设计业发展；负责制定产业园区建设中长期
规划，组织拟订产业用地导向标准，推进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合理调整布局；负责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的综合协调。建立服务
全社会企业的工作体系；加强对中央在沪企业服务；指导、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服务体系；协调解决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改进和完善行业管理。贯彻本市电力设施保护和执法
。保障重要会议等。

二、立项依据

市政府三定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在全面履行政府职责的基础上，并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2019年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各项重点工作。为上海市产业和信息化发展
保驾护航。

五、实施周期

2021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634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信息化发展重点工作

一、项目概述

协调推进工业控制领域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拟订并组织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系统安全产业规划和政策，组织推进重大
项目、产业园区基地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导相关方面制定通信管线、公共通信网、专用信息网的规划并承担相应的管理工
作，协调电信市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宜，推进信息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统筹推进信息化工作和指导协调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有关工作，指导推进重要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承担市级建设财务信息化项目和市级部门信息化项目相关工作。

二、立项依据

是政府职责分工及相关制度保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推动全市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化产业发展，产业和信息化融合，促进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产业
发展，推动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上海市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五、实施周期

2021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234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工作



一、项目概述

掌握产业发展情况，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制订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制订产业发展政策，规范使用产业转型发展专项资金，引导
和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涉及新材料产业、重大装备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航空产业、军工配套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设计创
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园区等相关业务处室。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政府职能分工（三定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掌握当年度本市产业发展数据，研究产业发展趋势，制订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制订产业发展政策，规范使用产业转型发展专项
资金，引导和促进本市产业健康发展。

五、实施周期

2021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193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政府购买超算中心高性能计算服务经费

一、项目概述



为促进本市科创中心建设，充分发挥超算中心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打造面向科学计算和工程计算的高性能超级计
算机平台，超算中心按低于其成本价格向本市科研机构、高校等用户提供服务，考虑到超算中心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
性，完全依靠市场化运维难度较大，拟按年给予超算中心为上海地区科学计算、公益类用户提供高性能计算有效机时服务的部
分运维费用的支持。

二、立项依据

考虑到超算中心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拟按照超算中心为上海地区科学计算、公益类用户提供高性能计算有效机时服
务给予部分补贴。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魔方-Ⅱ”超级计算机系统全年保持饱满运行，整体上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服务。2019年为全国各地用户提供
高性能计算应用服务总机时数为419,522,339核小时，其中为上海本地科学计算、公益类用户提供高性能计算的机时数为
216,959,637核小时，对这部分低于超算中心运行成本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的费用给予补贴。

五、实施周期

2021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18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党建大系统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党建运维大系统，实现党建宣传网络化、党员党组织管理规范化、党员服务社区化。为市经信系统内四千多个党支部、二十六
万多名党员服务。有效解决系统中长期出差党员、保密单位党员、海外党员上网不便、联系不通的问题，为系统党员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

二、立项依据

历年经常性项目，根据市经济和信息化党委贯彻落实党建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按照“重应用、讲实效、换视角”的思路，
以建设“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党建信息化平台”为抓手，从全系统角度出发，整体规划，分类推进，长效运行。

三、实施主体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1、依托政务云平台，全面梳理和整合目前系统内已有的党建信息化资源，以党建网站为窗口，构建一个面向系统全体党员、实
现党建主要业务一体化的党建信息平台。2021年起将不断优化和提升网站页面技术，提升用户体验，使文章发布更简便，在满
足系统安全性的同时，解决系统的兼容性，满足系统的实用性等方面进行全站升级改造，并针对“六个统一”进行党建网全平
台的应用整合。
2、通过建立系统基于移动端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平台，将党工委信息发布的权威窗口架设到系统广大党员的手机上，将通
过专题活动等，提高和调动系统党员积极参与党工委和系统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提高凝聚力。完善移动端功能，包含党员党
组织转接管理，支部工作台账、党务助手、党员发展等党务工作应用，达到由基础宣传向实用工作助手质的转变，使基层党务
工作更方便、更快捷、更符合当前社会用户实用习惯。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1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执法办案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落实及核查；
淘汰落后机电设备（产品）工作落实及核查；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节能法律法规政策等培训；
节能降耗和应对气候变化法规标准、政策机制研究。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十七、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条、六十条；
2、《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第二十、二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八条；
3、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20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2020﹞1号）
4、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重点单位2019年度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评价考核等相关
工作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20〕26号）
5、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下达2020年和调整“十三五”规上工业和通信业节能目标的通知（沪经信节〔2020〕48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节能中心

四、实施方案

1.产品单耗是评价企业能效水平的核心指标，有利于督促超耗能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进和产品结构调整优化；
2.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是造成企业能效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淘汰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有利于提高设备能效水平；
3.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报告制度，是政府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进行跟踪、监督、管理直接有效的手段，也是政府每
年落实节能工作的重要途径，对加强和改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4.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培训是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位设置及备案制度实施的前题，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可提高企业能源管
理负责人综合素质，提升对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分析、评价、提出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对普及节能意识和
提高节能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
5.进一步推进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和节能低碳发展。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预算金额为149.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科普场馆升级改造

一、项目概述

1.采购飞行模拟器：本次更新模拟飞器三台，预算金额为44.18万元，其中二台为静态模拟器，面向受众为低龄儿童。另一台为
动感直升机模拟器。     2.外场飞机改造维护翻新，预算金额23.74万元，涉及直5直升机空调改造，驾驶室内部翻新，增加登
记梯，舱内结构加固，除锈，油漆及部件翻新； 初教机驾驶舱门改造滑轨式，可防雨。前后驾驶舱整修，复原。增加登机梯；
伊尔14空调改造升级，驾驶室、通讯室内部加固，部件定制，顶棚定制，侧板定制。主席室顶棚定制，侧护板定制，家具翻
新，厕所翻新，行李舱翻新。整修、喷涂需要如下工序：除锈、批腻子，打磨光滑、喷漆，零部件定制，皮革技工定制，空调
系统定制。     3.航空科普馆智慧平台，预算金额18.7万元：主要有智慧导览：介绍包括整体、展区和展品三个层级，采用扫
描二维码获取语音、视频讲解以及AR局部导览等手段，实现宣教结合的互动体验。网上临展馆：设置标准化模块，中心根据每
次展览的不同需求即时增设临展的图片、文字和视频内容。博物互动—投票系统：设置专门的投票和问卷调研系统，根据用户
反馈及时更新展览内容，改进管理和服务质量，增加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人员管理系统：设置会员管理系统，增加用
户黏性；设置志愿者管理系统，用更灵活公开的方式招募和使用志愿者。

二、立项依据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是国家二级博物馆，根据博物馆最新要求，制定出实际切合中心功能需求；寻找多家市场合作供应商沟通，
对中心需求研讨，初步形成整体建设方案。

三、实施主体

由上海航宇科普中心运维部、策划部具体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1.本次更新模拟飞器三台，其中二台为静态模拟器，面向受众为低龄儿童，另一台为动感直升机模拟器。通过更新设备，提高
模拟飞行体验多样化，多层次的接待能力。2.通过对飞机的改造，使其焕然一新， 拆除外部老旧支撑点并根据现实情况做高强
度加固保证完全消除安全隐患。机舱内部设备陈旧，观众也有所反馈，在和设计公司通过详细沟通，并经调研考察，确定此次
改造可以极大程度改善现状，改造后能更好、更精准、更真实地传递航空科普知识。3.根据场馆实际状况及同类场馆调研，进
行中心场馆需求分析，完成同类型场馆在智慧平台建设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根据博物馆最新要求，制定出实际切合中心功能
需求，寻找多家市场合作供应商沟通，对中心需求研讨，初步形成中心航空馆智慧平台建设方案。

五、实施周期

2021年一季度按各确定供应商，并严格按照相关执行计划，完成服务合同的签订并履行合同。第四季度做好尾款验收工作。

六、年度预算安排

资金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预算金额为86.62万元。根据合同及项目实施进度执行。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企业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2020年6月18日修订的《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和4月10日通过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相关条款要求以及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上海市企业服务平台的实施方案》（沪府办发〔2017〕72号）的工作安排，线上建设“上海市企业服
务云”平台，线下打造上海市企业服务综合枢纽，围绕企业需求，汇集政府、市场各类资源共同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市经信委直属事业单位，通过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包括政策、诉求、专业服务在内的集成式服
务，打破“服务孤岛”；为广大企业提供兜底式服务，一口式受理企业各类诉求，服务对象覆盖全规模、全所有制、全生命周
期企业；依托全市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全过程跟踪，跨部门协同联动，协力做好涉企服务事项。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市区联动、服务统筹，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服务平
台，线上在一网通办框架下发挥“上海市企业服务云”作用，围绕做强政策服务、做深诉求服务、做精专业服务三大核心功
能；线下围绕企业热点需求，开展大中小融通对接、创企大赛、多层级培训、市场拓展、人员招聘、数字化转型、融资服务、
诉求服务、法律服务、媒介宣传、志愿服务等品类丰富、形式活泼的企业服务工作，构建一个普惠制的企业服务体系，提高上
海企业综合实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行业、政企间的国内外交流合作，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和帮助中小企业发展
的良好氛围，协助打造融合、共享、优化的上海营商环境。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2、《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上海市企业服务平台的实施方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本中心2021年服务工作主要将从五个版块展开：企业培育、企业服务、中小企业运行分析体系建设、服务云支撑体系建设、营
商环境支撑体系建设，其中，企业培育主要涵盖创业创新培育、“专精特新”培育等内容；企业服务包括企业政策服务、市场
拓展服务、企业诉求服务、企业人才培养、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工作、企业信息服务与宣传研究等内容；政策服务主要涉
及企业政策咨询和解读。本中心计划通过进一步完善运维企业服务云平台、线下开展丰富的系列主题培训活动、举办企业评选
大赛、发布宣传中小企业政策信息等多样化公益服务手段，有效整合政府、市场资源达到效用最大化，精准对接企业各类需
求，积极构建具有实效的企业发展服务体系，提高上海企业竞争力，培育新兴业态，促进国内外企业间、行业间、政企间多方
高效沟通合作，营造上海企业培育扶持的良好氛围，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2021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企业服务专项年度预算金额为785.7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校园专项维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校园专项维修项目是对校舍的维护、修缮等工作，以保障学校校舍的安全和正常使用，以满足教育教学对校舍的需要。

二、立项依据

常规校舍维护修缮。学校每年都会发生外墙、墙裙涂料的脱落，教室、办公室地砖、地面等由于气候因素，时有开裂，变形的
现象发生，需要修补。
校舍维护和修缮分为两部分：应急临时维修和常规维护修缮。并分类制定临时抢修预案和快速响应机制和常规校舍维护修缮方
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四、实施方案

学校校舍的维护和修缮
该项目实施内容包括：
1、应急临时维修
（1）公共设施临时维修；包括供水、供电、消防设施、弱电抢修等。
（2）自然灾害临时处置：包括台风季节、梅雨季节、霜冻季节的临时处置及自然灾害天气对建筑物的负面影响的处置。
（3）不可预见的建筑物突发临时抢修；包括影响建筑功能使用的临时损坏、排除建筑物存在安全隐患等。
2、校舍维护修缮
（1） 食堂、教室地砖、地面维护和修缮：面积约为400平方米。
（2） 教学楼、宿舍楼墙裙墙面维护和修缮：面积约为550平方米。
（3） 闵行校区车棚改造项目。
（4） 学校自来水龙头维修与改造。

五、实施周期

2021年5月至8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修缮工程费用100.071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推进上海核电产业发展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作为市政府发展核电产业的专职管理部门，围绕核电的规划编制、核电项目的协调管理、核电事业的培训交
流和信息发布等职能开展工作。主要内容有：1、根据国家和本市核电及核能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编制上海核电及核能产业发
展规划。2、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和企业的需求，开展课题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3、跟踪国内前沿堆型、技术，引
导上海企业布局前沿技术，挖掘产业发展新增量和新机遇。4、利用核电产业对接平台，为上海地区核电企业提供上下游交流合
作机会，争取更多的核电订单，同时推进新技术的研发，推进核电国产化工作，巩固上海核电产业的优势地位。5、根据我国核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上海相关企业以质量安全为中心，增强企业贯彻核安全文化主动性，维护上海核电的品牌。

二、立项依据

1、根据沪编（2010）135号文精神，上海市核电办公室主要承担本市核电项目的核电规划编制、核电项目的协调管理、核电事
业的培训交流和信息发布等相关政府职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三号；《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国能发规划[2018]22号；《
国家核安全局关于做好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核安发〔2018〕14号；《核事故信息发布管
理办法》国核应委<2015>15号；
3、市委主要领导关于着力构筑四个方面的战略优势，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讲话精神；
市委主要领导关于示范工程重要批示。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核电产业处、核电信息处。

四、实施方案



“上海核电产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完成，并内部发布；开展“上海核电产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形成定期分析报告；编写年
度《上海核电产业发展报告》；开展核电产业相关课题研究；核电科普宣传工作（魅力之光核电科普竞赛）；采用网站、简报
、微信公众号方式发布行业信息；核电产业宣传视频制作。通过开展大量走访交流，与中核、中广核、国电投、华能、工物院
等涉核央企集团、院所开展战略合作，适时签订协议并落实协议内容；组织多层次专项对接活动，与监管部门、审评部门、行
业部门、需求部门、项目单位、配套单位加强协作，深入推进小堆、快堆、聚变堆、核技术应用领域产业发展、投资促进、企
业服务以及科技创新工作。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生成经营信息，为政府决策不能提供依据和参考。结
合核电行业的发展情况，梳理调研“卡脖子”项目清单，结合上海核电企业的现有条件组织攻关。

五、实施周期

2021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51.7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校园修缮改造工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黄浦校区4号楼2-5层已于2020年暑假期间维修完成，但是远不能满足学校住宿生的需求，为了应对未来几年日益增多的远
郊同学的住宿要求，急需将6、7楼也按照2-5的样式进行改造。
（2）普陀校区13、14号楼为女生宿舍楼，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的外立面墙砖出现了多处掉砖的情况，好几次差点砸到学生，险
些酿成事故，如果遇到台风天，会更危险，急需进行维修。

二、立项依据

学校校舍修缮和维护工作是学校每年的常规工作，也是重要工作。为了确保学校有序的进行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开展，修缮项目
是必要可行的。通过项目修缮，不仅保障全校师生日常生活学习，也提高学校办学能力的社会美誉度。

三、实施主体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四、实施方案

为了确保本次学校校园改造项目的正常规范开展和有序推进，学校会全力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下：
1、 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
2、 全面梳理现状，计划完整的方案。
3、 严格控制预算，科学合理申报资金。
4、 明确项目进度，力求做好每一步。

五、实施周期

项目计划实施进度
2021年3月-5月设计图纸阶段；5月-6月招投标阶段；7月-8月施工阶段；8月-9月竣工验收审价阶段。

六、年度预算安排

195.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二号楼（男生宿舍）外墙修缮工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十二号男生宿舍楼是我校配套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住宿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学校的安全和
发展。我校高度重视学生住宿条件和校园环境建设和发展，将为学生服务作为后勤工作宗旨，始终把为住宿学生提供功能完善
、环境优美的住宿条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抓实抓好。
     经估算，本项目工程总投资约383.79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348.9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32.89万元，基本预备费
2.00万元。
     本项目于2020年8月上报项目申报书，9月初通过项目评审，计划2021年5月底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利用暑假施工，拟于
2021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二、立项依据



    十二号男生宿舍楼位于学校的西南角，该建筑建成于1998年，为六层楼砖混结构，总建筑面积2430平方米，共有宿舍30间
（每间住宿12人，可住宿360人）、卫生间6间、洗衣间5间、医务室1间。建筑配套设备设有消防水泵两组，生活水泵两组，楼
顶水箱一个。
    该建筑投入使用至今已经22年，上次外墙粉刷至今已经超过8年。常年的日晒雨淋导致建筑外墙墙面涂料鼓包脱落，外墙装
饰材料老化，部分外墙渗水等情况，即存在高空坠物隐患，也存在危害建筑物外墙结构的情况。此外，该楼洗衣间已投入使用
超过8年，存在地砖损坏，墙砖脱落，管线老化等问题。
    为了让该建筑能够为学生提供优秀的住宿环境，提高学校的办学能力，改善学生的在校体验，我校计划对该建筑外立面和
洗衣间实施整体修缮工程。上海枫雅会计师事务所对本项目进行项目评审并出具项目评审报告。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商业学校

四、实施方案

     我校计划根据现有的房屋结构，对该建筑外墙和水房进行全面的修缮工程。内容主要包括：1、对建筑物整体外墙进行修
缮，主要包括:满架脚手架（新规标准）、原粉层铲除到基层，满挂网格布、批腻子、喷涂防水防裂性能优异的真石漆材料。拆
除原有装饰，使用EPS轻质材料进行简单装饰、更换雨水管等。对原平改坡屋面进行必要维修，以延长使用年限。2、对全楼水
房进行重新装修，包括地砖、墙砖、吊顶、照明、不锈钢水槽、给排水设施等。3、全楼更换双层断桥铝合金窗。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尽量不影响到师生正常的上课需求，本项目拟利用学校暑假时间进行施工，即2021年7月开工建设，9
月竣工。拟安排如下：
2020年12月完成设计。
2021年2至3月完成项目招标流程。
2021年4月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确定施工方案和施工进度。
2021年7月初正式开始施工。
2021年8月底基本完工并进行初验。
2021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
2021年12月完成建交委备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预算金额为383.7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学校教学设施设备项目经费

一、项目概述

学校宿舍和实训室空调机设备添置

二、立项依据

1、宠物实训室空调四套570,000元。学校改建宠物实训室配套空调设备。
2、宠物实训室通风设备200,000元。学校改建宠物实训室配套通风设备。
3、多功能厅课桌椅152,000元。
4、宿舍楼饮水机150,000元。学生宿舍楼根据卫生安全需要配备饮水机。
5、教学楼教室空调2,304,000元。教学楼教室2020年已经进行了标准化考场的建设，为保障高考、中考的考场需要，及改善学
生的学习环境，申请在教室安装空调设备。

三、实施主体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四、实施方案

2021年3月开始启动项目进行招投标，7月设备购买安装，9月完工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2021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预算总额337.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设备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办公室购置办公设备一批

二、立项依据

旧设备性能老化报废，又有新增设备的需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水产老干部活动室综合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按政采流程手续指定专人进行采购。

五、实施周期

按工作计划在2021年度内执行完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1年按排设备购置项目预算金额为6.2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重点企业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建立重点企业发展服务体系，搭建重点企业政企沟通交流平台，组织民营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活动，弘扬企业家精
神，开展民营企业家高级研修培训及优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评选活动。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调整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机构设置的批复》（沪委编委〔2020〕152
号）明确：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加挂上海市重点企业服务办公室牌子。重点企业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承
担全市重点企业综合服务跟踪；指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协调推进重点企业招商引资；推进重点企业改制上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重点企业服务项目包括六方面工作，主要如下：
一、中小企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为进一步提振中小企业发展信心，发挥中小企业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中小
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举行中小企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二、工博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将为中国和欧洲企业提供一个有效和深入的交流平
台，为今后在工业相关产业的合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民营经济百强大会。邀请市领导及市百强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介绍上海民营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四、全国知名民企走进上海活动（第二期）。向全国知名民营企业介绍上海产业发展规划总体情况、虹桥商务区总体情况等。
五、重点企业-市长面对面座谈会。为进一步做好本市重点民营企业服务工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加强政策宣传、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实现安商、稳商、利商，召开2次重点企业-市长面对面座谈会。
六、民营经济战略咨询调研活动。战略咨询委委员由本市重点产业领域知名民营企业家，及研究民营经济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两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充分发挥本市人才高地优势，汇聚各方智慧，吸纳良谋诤言，全面提升上海民营经济活力和发展能级，
促进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预算金额为：8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训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民营（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中心将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投资潜
力企业、改制上市培育企业、拟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的不同需求开展系列活动与服务。一是通过加强与相关委办局、公共服
务平台、沪深交易所、专业机构（券商、律所、会所、投资机构等）的合作，开展投融资对接、“百家中小企业改制上市系列
培训”、科创企业经精品沙龙等工作；二是搭建上市服务体系，完善上海市改制上市培育库，健全市级专业服务体系。三是做
好《中国中小企业改制上市操作手册2021版》等资料的修订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19〕11号，简称“浦江之
光”行动），市经信委和投促中心（上市中心）上市培育工作将重点聚焦“上海市改制上市培育企业库”和长三角地区优质科
创企业，提升企业上市培育服务能级和影响力，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服务
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服务分为上市服务体系、“浦江之光”系列培育行动、上市促进研究三个部分，分别围绕“培育一批、
改制一批、报备一批、上市一批”的梯队结构，努力打造上市培育工作闭环。
一、上市服务体系
主要内容：主要用于完善培育库功能，整合上市服务体系，发挥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宣
传推广，提升影响力。
二、“浦江之光”系列培育行动
主要内容：系列培育行动紧扣资本市场上市制度、交易制度等热点，深化对入库优质科创企业的培育和服务工作，帮助拟上市
企业精准对接资本市场，做好上市前融资规划，加快投融资对接。主要用于三期“浦江之光”系列上市培训班；不少于八期的
融资培育活动。
三、上市促进研究
主要内容:《中小企业改制上市操作手册2021版》修订印发。

五、实施周期

根据工作需求，全年实施

六、年度预算安排

总预算7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无线电检测费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市无线电监测站围绕《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划（2016-
2020年）》、本市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战略，积极贯彻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本市无线电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开展各项无线电检
测相关活动,设立本项目。
本项目用于支出无线电设备检测和质量体系活动的经费。无线电检测活动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RB/T21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及相关配套实施文件等相
关规定和无线技术的发展，配备各类检测仪表，配套开展无线电测试仪表校准、期间核查、质量结果监控、岗位人员资格培训
、质量监督、检测标准信息化建设、公益服务等相关活动。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市无线电监测站围绕《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划（2016-
2020年）》、本市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战略，积极贯彻履行法定职责，落实本市无线电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开展各项无线电检
测相关活动,设立本项目。
本项目用于支出无线电设备检测和质量体系活动的经费。无线电检测活动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RB/T21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及相关配套实施文件等相
关规定和无线技术的发展，配备各类检测仪表，配套开展无线电测试仪表校准、期间核查、质量结果监控、岗位人员资格培训
、质量监督、检测标准信息化建设、公益服务等相关活动。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实施内容由无线电检测工作和实验室体系工作两部分组成，用于保障无线电管理设备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检测报告的
合规公正性，为依法行政、司法鉴定和公共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检测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无线电产品监督检测，主要
是定期发起市场上在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指标质量抽查的任务；二是检测实验室运行维护，主要涉及实验室质量体系的
相关专业委托服务；三是检测实验室测试附件，主要针对不同工作类型和不同被检测设备采购测试附件如转接头、双工器、衰
减器、滤波器、波导和电缆等，也包括搭建测试系统所必备的一些辅助设施；四是实验室质量体系顾问，用于购买实验室体系
顾问的咨询服务如定期检查体系运行情况、辅助制定各类年度计划等。五是无线电检测公共服务平台运维，主要是维护为本市
无线电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仪表共享和技术支持的服务平台。

五、实施周期



根据费用类项目特征，费用一般按时间进度推进执行，由于近年来市财政对提高预算执行率提出相应考核要求，加强全年实施
力度，据此，本项目计划实施进度作如下安排：一季度3万元，二季度12万元，三季度14.6万元，四季度10万元。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所需资金39.6万元，全部来自于市级财政拨款收入。全部资金用于无线电检测费用。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产业经济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研究全市3+6产业发展动态，深入挖掘基于数据的模型预测研究，更精准地支撑经信产业发展趋势研判和决策实施。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上海市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意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中心

四、实施方案

开展基于产业数据和外部数据融合的模型研究，聚焦产业链供应链锻长板、补短板和产业空间新格局，力求实现全市产业发展
的态势全面感知、资源统筹调度和趋势智能研判，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发展预测研判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五、实施周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2021年度预算：1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