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大对本市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上海市节能减排工作实施方案》（沪府发〔2007〕25 号），

根据“统筹存量、扩大增量、支持重点”的原则，设立上海市节

能减排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规范专项资金使

用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鼓励对现有设施、设备或能力等进一步挖

潜和提高，把政策聚焦在节能和减排的增量上，用于支持原有资

金渠道难以覆盖或支持力度不够且矛盾比较突出的节能减排重

点方面，原则上不用于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市原存量资金

已明确规定的用途不变。 

  二、资金来源 

  专项资金在统筹存量资金的基础上，由市级财政预算专项安

排。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为： 

  （一）市级财政预算资金； 

  （二）实施差别电价电费收入； 

  （三）市政府确定的其他资金来源。 

  三、支持范围 

  （一）城市能源储备及运行安全保障。重点用于支持经市政



府批准实施的煤炭、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能源储备；

电力迎峰度夏、燃气迎峰度冬等。 

  （二）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新能源开发。重点用于支持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开发应用。鼓励支持石油制品替代

能源、氢能等新能源的应用。 

  （三）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重点用于支持本市调整淘汰高耗

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劣势企业、劣势产品和落后工艺的实施。 

  （四）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重点用于支持通过技术改造和技

术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具有推广意义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 

  （五）合同能源管理。重点用于支持合同能源服务公司为企

事业单位开展的前期节能诊断服务，以及企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所开展的技术改造。 

  （六）建筑交通节能减排。重点用于支持节能 65%的新建建

筑、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试点示

范工程，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诊断和节能改

造、能耗监测平台建设等。支持交通企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交

通工具，应用高效、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设备等。 

  （七）清洁生产。重点用于支持开展清洁生产试点、在行业

内具有推广和示范作用的清洁生产项目审核等。 

  （八）水污染减排。重点用于支持污水处理厂 COD 超量削减、

脱磷除氮改造、污染源截污纳管、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农村

污水治理等工作，鼓励节约用水等。 



  （九）大气污染减排。重点用于支持电厂燃煤机组烟气超量

脱硫、控制扬尘污染和推广商品砂浆、垃圾焚烧厂烟气污染超量

削减、加强机动车尾气监测能力建设等。 

  （十）固体废物减量。重点用于支持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和分

类收集、鼓励包装减量化等。 

  （十一）循环经济发展。重点用于支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鼓励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水处理厂污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电厂脱硫废渣等资源化、推进资源综合利用等。 

  （十二）节能减排产品推广及管理能力建设。重点用于支持

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广（如节能照明、无磷洗涤剂等），节

能减排管理能力建设及节能减排宣传等。 

  （十三）市政府确定的其他用途。 

  四、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主要采用补贴或以奖代补的方式。补贴或以奖代补

费用按照项目性质、投资总额、实际节能量和减排量、传统能源

替代量、资源综合利用量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等综合测算。 

  补贴或以奖代补费用按照专项资金所明确的支持范围中的

一种进行申请和确定，不得重复享受。 

  五、部门职责 

  上海市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节能减

排办”）会同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总体安排、统筹协调和监

督管理。市发展改革委、市经委、市建设交通委、市环保局、市



水务局、市交通局、市市容环卫局以及市政府明确的其他部门（以

下统称“项目管理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具体操作实施。市审计

局等部门依据本办法，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专项资金的监督

管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城市能源储备及运行安全保障、可再

生能源利用和新能源开发、循环经济发展等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

施。市经委牵头负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节能技术改造、合同能

源管理、清洁生产、节能产品推广及管理能力建设等实施细则的

制定和实施。市建设交通委牵头负责建筑交通节能减排等实施细

则的制定和实施。市环保局、市建设交通委牵头负责大气污染减

排等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施。市水务局、市建设交通委牵头负责

水污染减排等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施。市建设交通委、市经委牵

头负责固体废物减量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施。 

  牵头制定实施细则的部门要主动、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实施细则应明确具体支持范围、认定标准、支持方式、补贴标准、

申报条件、操作流程等。实施细则在报市节能减排办综合平衡和

审定后，原则上由部门发文或部门联合发文，成熟一个、发布一

个，同时报市节能减排办备案。 

  六、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 

  各项目管理部门应于每年 9月底前，编制提出相关领域下一

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报市节能减排办汇总。 

  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性质、预计节



能减排量或替代量、资金需求、进度安排等内容。 

  市节能减排办、市财政局会同各项目管理部门根据本市节能

减排工作的具体目标，结合各领域资金使用计划需求，研究编制

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计划，于每年 11 月底前报市政府审定后，

由市财政纳入下一年度市级预算，并按照法定程序报市人大批准

后实施。 

  七、资金使用监督和项目评估管理 

  （一）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行项目合同管理。项目合

同包括项目名称、承担主体、项目履行期限、项目内容和主要经

济指标、验收标准、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和数额、违约责任、双方

约定的其他条款等。 

  （二）市财政局根据专项资金拨款申请和项目管理部门的审

核意见，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将支持资金直接拨

付到项目单位或项目所在区县财政局。 

  （三）各项目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的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 

  （四）市节能减排办委托相关单位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节

能减排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估。 

  （五）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稽查和审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由市节能减排办会同市财政局

负责解释。 



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操作流程图 

 

 

 

 

 

 

 

 

 

 

 
 
 
 
 
 
 
 
 
 
 
 
 
 
 
 
 
 
 
 

编制年度资金预算计划 

责任部门：市节能减排办、市财政局会同各项

目管理部门 
主要任务：1、各项目管理部门于每年 9 月底前

提出下一年度资金使用需求计划，报市节能减

排办汇总；2、市节能减排办、市财政局会同各

项目管理部门 11 月底前编制下一年度资金预

算计划，并按程序报市政府、市人大审定批准

后实施。 

项目申报与审核 
责任部门：各项目管理部门 
主要任务：各项目管理部门按照《上海市节能

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各领域具体《实施

细则》的规定，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后，确定

拟扶持的具体项目和资金需求。 

资金使用计划下达 

责任部门：市节能减排办 
主要任务：各项目管理部门将资金需求及拟扶

持的具体项目报市节能减排办，市节能减排办

按有关资金管理程序及时下达资金使用计划给

各项目管理部门，并抄送市财政局。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各项目管理部门、市节能减排办、

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主要任务：1、各项目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

责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 
2、市节能减排办委托相关单位对专项资金支持

项目的节能减排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估； 
3、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稽查和审计。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各项目管理部门 
主要任务：各项目管理部门根据下达的资金使

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拨款申请和本部门的审

核意见，市财政局据此拨付资金。 

管理监督 



2016年度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分配结果

                                  单位：万元

1 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新能源开发 10,930.1

2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61,536.6

3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985.1

4 合同能源管理 6,312.9

5 建筑交通节能减排 18,909.5

6 清洁生产 2,026.5

7 水污染减排 23,902.5

8 大气污染减排 127,075.9

9 循环经济发展 15,685.7

10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1,989.7

11 节能减排产品推广及管理能力建设 64,979.0

合计 33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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