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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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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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事业单位14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本部
    2.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老干部活动中心
    3. 上海市节能中心
    4.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
    5.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6.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7.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
    8.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9. 上海市商业学校
    10.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11. 上海水产老干部活动室
    12.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
    13. 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
    14. 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
    15. 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应用促进中心（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中心）
    16.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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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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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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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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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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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收入预算317,2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11,491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8,084万
元；事业收入4,386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17万元；其他收入1,308万元。
    支出预算317,2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311,491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8,084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311,491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8,08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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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拨款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部门所属单位人员和公用经费据实增加、所属单位项目经费增加等。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教育支出”科目27,313万元，主要用于4家中等职业学校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各类项目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科目18,144万元，主要用于城市数字化转型专项支出和航宇科普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
支出等。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8,634万元，主要用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缴纳养老保险、在职人员职业年金、行
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等。
     4.“卫生健康支出”科目3,24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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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5.“节能环保支出”科目1,701万元，主要用于市节能中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各类项目支出。
     6.“农林水支出”科目9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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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科目247,72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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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化委、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市无线电监测站等单位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支出。
     8.“住房保障支出”科目4,563万元，主要用于按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和购房补贴支出。
     9.“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科目69万元，主要用于4家中职校在校学生副食品价格补贴。



部门预算01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3,114,913,607 一、教育支出 320,888,976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114,913,607 二、科学技术支出 182,559,438

2. 政府性基金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7,950,734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卫生健康支出 32,965,840

二、事业收入 43,856,900 五、节能环保支出 20,908,688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72,000 六、农林水支出 983,629

四、其他收入 13,077,278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79,067,920

八、住房保障支出 45,999,616

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4,944

收入总计 3,172,019,785 支出总计 3,172,019,78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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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02表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09,586,698 273,129,088 36,457,610

205 03 职业教育 309,586,698 273,129,088 36,457,61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309,586,698 273,129,088 36,457,61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82,559,438 181,437,738 949,700 172,000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550,000 550,000

206 05 01 机构运行 550,000 550,000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20,729,438 19,607,738 949,700 172,000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20,729,438 19,607,738 949,700 172,000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61,280,000 61,28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61,280,000 61,2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7,950,734 86,343,052 1,257,682 35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7,950,734 86,343,052 1,257,682 350,000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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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546,124 7,546,12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0,127 1,880,127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1,533,940 1,183,940 350,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208,036 48,369,581 838,45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134,507 26,715,280 419,22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48,000 648,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2,965,840 32,415,604 550,236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893,840 32,343,604 550,236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046,284 6,046,28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847,556 26,297,320 55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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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8,688 17,008,688 3,900,000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20,908,688 17,008,688 3,900,000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20,908,688 17,008,688 3,9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983,629 983,629

213 01 农业农村 983,629 98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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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83,629 983,629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78,867,920 2,477,267,920 1,300,000 300,000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322,895,265 2,322,095,265 800,000

215 05 01 行政运行 3,204,000 3,204,000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98,816,732 198,816,732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7,589,590 17,589,590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83,520,594 2,082,720,594 800,000

215 05 50 事业运行 17,610,349 17,610,349

215 05 99 其他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 2,154,000 2,154,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53,187,463 153,18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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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3,187,463 53,187,463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785,192 1,985,192 500,000 300,000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785,192 1,985,192 500,000 3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5,999,616 45,632,944 366,67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5,999,616 45,632,944 366,67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206,812 29,840,140 36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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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792,804 15,792,804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222 04 粮油储备 694,944 694,944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3,172,019,785 3,114,913,607 43,856,900 172,000 13,077,278合计



部门预算03表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09,586,698 244,061,397 65,525,301

205 03 职业教育 309,586,698 244,061,397 65,525,301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309,586,698 244,061,397 65,525,301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82,559,438 15,929,055 166,630,383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550,000 550,000

206 05 01 机构运行 550,000 550,000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20,729,438 15,929,055 4,800,383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20,729,438 15,929,055 4,800,383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61,280,000 61,28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61,280,000 61,2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7,950,734 80,748,394 7,202,3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7,950,734 80,748,394 7,202,340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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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546,124 2,774,924 4,771,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0,127 1,630,927 249,200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1,533,940 1,533,9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208,036 49,208,03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7,134,507 27,134,50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48,000 648,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2,965,840 32,893,840 7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893,840 32,893,84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046,284 6,046,28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847,556 26,84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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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8,688 12,950,348 7,958,340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20,908,688 12,950,348 7,958,340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20,908,688 12,950,348 7,958,340

213 农林水支出 983,629 917,929 65,700

213 01 农业农村 983,629 917,929 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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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83,629 917,929 65,7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78,867,920 188,834,302 2,290,033,618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322,895,265 152,154,144 2,170,741,121

215 05 01 行政运行 3,204,000 3,204,000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98,816,732 1,863,532 196,953,200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7,589,590 13,873,990 3,715,600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83,520,594 120,371,678 1,963,148,916

215 05 50 事业运行 17,610,349 16,044,944 1,565,405

215 05 99 其他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 2,154,000 2,154,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53,187,463 36,680,158 116,50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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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3,187,463 36,680,158 16,507,305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785,192 2,785,192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785,192 2,785,19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5,999,616 45,999,61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5,999,616 45,999,61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206,812 30,2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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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792,804 15,792,804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222 04 粮油储备 694,944 694,944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3,172,019,785 622,334,881 2,549,684,904合计



部门预算05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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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114,913,607 一、教育支出 273,129,088 273,129,088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科学技术支出 181,437,738 181,437,738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6,343,052 86,343,052

四、卫生健康支出 32,415,604 32,415,604

五、节能环保支出 17,008,688 17,008,688

六、农林水支出 983,629 983,629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77,267,920 2,477,267,920

八、住房保障支出 45,632,944 45,632,944

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收入总计 3,114,913,607 支出总计 3,114,913,607 3,114,913,607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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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07表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273,129,088 232,543,790 40,585,298

205 03 职业教育 273,129,088 232,543,790 40,585,298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273,129,088 232,543,790 40,585,29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81,437,738 15,929,055 165,508,683

206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4 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100,000,000 100,000,000

206 05 科技条件与服务 550,000 550,000

206 05 01 机构运行 550,000 550,000

206 07 科学技术普及 19,607,738 15,929,055 3,678,683

206 07 03 青少年科技活动 19,607,738 15,929,055 3,678,683

206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61,280,000 61,280,000

206 99 03 转制科研机构 61,280,000 61,2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6,343,052 79,490,712 6,852,3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6,343,052 79,490,712 6,852,340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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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546,124 2,774,924 4,771,2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0,127 1,630,927 249,200

208 05 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1,183,940 1,183,9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8,369,581 48,369,58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6,715,280 26,715,28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48,000 648,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2,415,604 32,343,604 72,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343,604 32,343,60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6,046,284 6,046,28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297,320 26,29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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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8,688 12,950,348 4,058,340

211 10 能源节约利用 17,008,688 12,950,348 4,058,340

211 10 01 能源节约利用 17,008,688 12,950,348 4,058,340

213 农林水支出 983,629 917,929 65,700

213 01 农业农村 983,629 917,929 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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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983,629 917,929 65,7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77,267,920 188,034,302 2,289,233,618

215 0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322,095,265 151,354,144 2,170,741,121

215 05 01 行政运行 3,204,000 3,204,000

215 0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98,816,732 1,863,532 196,953,200

215 05 08 无线电及信息通信监管 17,589,590 13,873,990 3,715,600

215 05 17 产业发展 2,082,720,594 119,571,678 1,963,148,916

215 05 50 事业运行 17,610,349 16,044,944 1,565,405

215 05 99 其他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 2,154,000 2,154,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53,187,463 36,680,158 116,50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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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3,187,463 36,680,158 16,507,305

215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985,192 1,985,192

215 99 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985,192 1,985,19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5,632,944 45,632,9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5,632,944 45,632,9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9,840,140 29,84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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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5,792,804 15,792,804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222 04 粮油储备 694,944 694,944

222 04 99 其他粮油储备支出 694,944 694,944

3,114,913,607 607,842,684 2,507,070,923合计



部门预算08表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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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09表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2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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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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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10表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24,894,466 524,894,466

301 01 基本工资 73,487,670 73,487,670

301 02 津贴补贴 108,838,555 108,838,555

301 03 奖金 3,720,165 3,720,165

301 07 绩效工资 187,073,139 187,073,139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8,369,581 48,369,581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6,715,280 26,715,28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1,296,604 31,296,604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47,000 1,047,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472,801 2,472,801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9,840,140 29,840,14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033,531 12,033,53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7,860,367 77,860,367

302 01 办公费 7,325,796 7,325,796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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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000 664,000

302 03 咨询费 893,796 893,796

302 04 手续费 45,600 45,600

302 05 水费 1,166,500 1,166,500

302 06 电费 7,188,400 7,188,400

302 07 邮电费 2,350,264 2,350,264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1,836,532 11,836,532

302 11 差旅费 3,230,500 3,230,5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397,175 3,397,175

302 13 维修（护）费 4,628,190 4,628,190

302 14 租赁费 9,408,193 9,408,193

302 15 会议费 897,730 897,730

302 16 培训费 452,200 452,2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40,279 640,279

302 18 专用材料费 220,000 220,000

302 26 劳务费 1,730,300 1,730,3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136,200 1,1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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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2,890 6,282,890

302 29 福利费 6,834,160 6,834,1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80,000 1,58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713,080 3,713,08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238,582 2,238,58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405,851 4,405,851

303 01 离休费 4,025,598 4,025,598

303 02 退休费 380,253 380,253

310 资本性支出 682,000 682,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77,000 577,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5,000 55,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50,000 50,000

607,842,684 529,300,317 78,542,367合计



部门预算11表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599.75 339.72 64.03 196.00 38.00 158.00 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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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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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99.75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2.7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1家预算单位。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339.72万元，与2021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96.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3.17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有2家所属单位申请更换公务用
车。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38.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13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有2家所属单位申请更换公务用车，2021
年安排1家所属单位购置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费158.00万元，比2021年预算增加0.17万元，主要原因是2022年新增1家预算
单位安排公务用车运行费，其他单位公务用车运行费略有减少。
   （三）公务接待费64.03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0.47万元，主要原因是为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三公经费内部统筹。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2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部门）下属2家机关和1家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016.38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7469.7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72.1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457.24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15740.31万元。2022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2032.8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
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339.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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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
项目76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48705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1年（上一年度）8月31号，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共有车辆5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
部用车3辆、机要通信用车6辆、应急保障用车2辆、执法执勤用车5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6辆、其他用车
28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11台（套）。
    2022年（预算年度）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3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
、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3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
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综合部门重点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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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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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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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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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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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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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本市电力设施保
护和执法等。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沪委办发〔2019
〕3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6056.9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信息化发展重点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开展市级示范项目和应用场景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专项等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贯彻落实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开展相关指南编制、宣贯培训。开展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核查相关工
作。构建信息服务业发展监测体系。开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双百”企业评选工作；形成一图解读产业运行，并开展相关
产业宣传。推进全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专项评估工作、开展“十四五”第二批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导则符合性评估
工作。开展《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修订。组织编制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导则修编、“IPv6+”网
络创新体系发展白皮书、本市国际通信海缆设施登陆选址布局分析报告等。开展无线电频率使用现场核验工作等。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沪委办发〔2019
〕3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286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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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使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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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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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沪委办发〔2019
〕31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9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资金管理、验收、审计等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完成当年专项资金的项目受理、初审、专家评审、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等程序。完成当年拨付资金项目的抽查和审计。完成立
项项目的跟踪管理、验收管理等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市经信委专项资金管理相关制度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218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和电子印章公共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本市各类法人提供网上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和电子印章公共服务，包括：电子印章系统运营（含：系
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保障、系统运维、系统优化、系统对接），电子印章专业服务（含：呼叫中心人员、制作服务人员、印
章制作网点维护、网站/微信/APP等线上服务），电子印章应用推进（含：政务服务前期咨询和方案设计，上门徐建服务、应用
推进支持服务），法人网上身份介质费用，法人网上身份服务（含：证书服务，移动端认证服务、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服务）。



二、立项依据

关于推进本市法人网上身份统一认证工作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2﹞41号） 《关于做好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应用
工作的通知》（沪市监注册〔2020〕907号）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的通知》（国市监注〔
2020〕129号）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46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执法办案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面向本市钢铁、石化、煤电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企业、项目，开展“两高项目”节能检查；面向本市高耗能行业、高耗能设
备及能耗增长过快领域，开展工信部重大节能专项检查；面向本市新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展节能事中事后监管；面向
本市涉及节能限额标准的重点用能单位，开展产品能耗限额检查；面向本市工业重点用能单位，开展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检
查；面向本市工业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节能月报、能源管理岗位检查；开展“双碳”背景下节能检查新机
制新模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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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节能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执法办案项目预算金额为489.2万元，其中涉及财政拨款预算149.2万元，其他收入34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航空科普系列比赛活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航空科普系列比赛活动包括国际航联青少年航空绘画大赛；上海市航宇杯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该项目已进入教育部白皮书；长三
角航空服务礼仪大赛；上海“航宇杯”静态比例模型比赛；上海“航宇杯”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 “雏鹰杯”——“红领巾科
创达人”挑战赛航空航天板块；主题科普活动等版块。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心职能，以“展教合一”为特定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开发和创新具有社会效益和科技特色的航空科普教育活动。



三、实施主体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3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59.7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企业服务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线上建设“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平台，作为本市“一网通办”重要组成部分，优化营商环境典型
载体，做强政策服务、做深诉求服务、做精专业服务三大核心功能，服务对象覆盖全规模、全所有制、全生命周期企业。线下
打造上海市企业服务综合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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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的企业服务工作，构建一个普惠制的企业服务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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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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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服务工作主要从五个版块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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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785.7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校园运行管理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了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正常开展、保证校园的安全和整洁、保证各类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2022年学校拟开展聘请物业
、保安、消防、监控、各类教学设施设备专业公司进入学校开展各类项目的维护、保养和维修等工作。

二、立项依据

按学校运营基本需求和保障为依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55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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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推动上海核电产业“十四
五”规划目标落实落地，开展季度经济运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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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核电产业数字化转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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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核电公众宣传工作，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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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72万。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校园修缮改造工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校园改造项目包括：黄浦校区4号楼6、7楼学生宿舍卫生间改造、普陀校区围墙改造、黄浦校区1号楼电缆线路改造及4号楼备用
电扩容改造。

二、立项依据

按学校运营基本需求和保障为依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07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校园后勤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商业学校拟聘用专业的校园后勤服务企业对我校后勤作专业管理，包括公共设施、设备及场所的使用、维修、养护、
管理等；保洁工作；会务会展服务、大型活动服务管理；防火、防盗、防汛、防台工作；重大节假日的安全管理工作；简单的
水电木工等维护维修等；所需资料、考卷等资料的打印、复印工作；特殊情况下协助校方进行卫生、消毒工作；学生宿舍管理
工作；物业相关档案管理等。保安服务项目包括24小时保安在岗，负责登记人员出入；校园巡逻；秩序维护；区域巡视；重大
活动安保等。

二、立项依据

按学校运营基本需求和保障为依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商业学校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374.8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学校教学设施设备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内容包括：安装办公楼电梯，由于办公楼建造年代久远，当时未安装电梯，多年来由于缺少电梯，教职员工腿脚不便或
者需要搬运教具等物品时上下楼梯不便，容易发生摔倒或物品倾倒等危险；教室灯光改造，按照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建设标准，落实教室采光和照明要求，针对现教学楼41个普通教室进行近视防控专项-教室护眼照明升级改造。

二、立项依据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教体艺[2018]3号）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方案》（沪教委体[2019]4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3月-2022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9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设备购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设备购置项目是根据老干部的需求以及自身运营办公所需购置设备项目。2022年设备购置项目的预算金额为5.76万元。设备投
入使用后将直接或间接地为老干部提供服务，更好地发挥好老干部活动室的职能。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心职能及实际情况安排项目。

三、实施主体

上海水产老干部活动室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5.76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促进企业发展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和本办的工作职能，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和咨询；编撰中小企业发展年度报告；开
展年度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申报、复核和培育工作；开展中小企业服务绩效第三方评
估；开展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调研和评估；组织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示范基地评审；定期开展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业务统计报送；受理并协助中小企业破解融资问题；召开企业服务联席会议，走访调研企业；组织本市企业参与国家级
展会，开展交流，拓展市场。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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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3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服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服务项目主要围绕“培育一批、改制一批、报备一批、上市一批”的工作要求，开展上市培训工作。分
为“浦江之光”系列培育行动、上市促进研究，主要用于“浦江之光”系列百家改制培训、“浦江之光”系列投融资对接活动
和修订出版《中小企业改制上市操作手册》。

二、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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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
于贯彻“浦江之光”行动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服务科创企业的通知》（沪经信企〔2019〕1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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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7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无线电检测费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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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各类检测设施，配套开展无线电测试仪表维护、期间核查、检测能力建设、质量结果监控、岗
位人员资格培训、质量监督、公益服务等相关活动。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办法》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纳入预算的政府性收入76.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数字化转型相关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通过与顶级咨询公司合作、发挥专家咨询机制作用等，聚焦数字化转型的难点热点，开展前瞻性研究，支撑政策咨询和规划
制订。
2、通过热词热点抓取国内外相关公开资讯，汇编每日舆情动态分析，掌握国内外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等相关
主题动态，支撑政策咨询和规划研究。
3、依托市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聚焦生活、经济、治理等领域，开展数字化转型标准研究制定，创设一批“能用、管
用、好用”的地方性数字化标准规范，推动一批行业标准制订。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以及经济、生活等数字化
转型三年行动方案相关要求，加强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要素、新制度等前瞻性研究，形成城市数字化转型专家咨询机
制，加强数据、系统、网络、产品、安全等标准体系建设。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应用促进中心（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31.1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信息化能力配套建设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主要承担本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研究、运行分析、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国际交流等职能。对中
心开展信息化能力配套建设，保证中心履行职能，以更好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建立互联网和政务外网等基础性办公网
络环境；建设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OA办公系统等信息平台，提供信息发布、收发文等功能，以及配套数据库、中间件等。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心职能及实际工作需要。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财政拨款收入156.540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