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发 〔２０２１〕３０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

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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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区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１３号)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的指导意见(试行)»(沪府发〔２０１７〕４４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通过优化市、区两级生态环

境领域财权和事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

和区财政关系,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为协同推进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建设

美丽上海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内容

(一)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制定

将市级生态环境综合规划及专项规划,市级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重点区域、流域、海域、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环境规划和环境功

能区划,市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及专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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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定,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将区级生态环境规划,区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及其他生态环境规划计划等制定,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由区级

承担支出责任.

(二)生态环境监测执法

将市级生态环境监测网建设、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涉及全市

和对各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考核的监测,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的调查评估和预测预警,市级开展的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海

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对市管排污单位的

监督性监测、执法监测、温室气体排放监测,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重大环境问题专项调查性监测,组织开展跨

区联合监测、交叉监测,全市性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执

行情况及生态环境质量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全市性的生态环

境执法检查和督察,组织开展跨区联合执法、交叉执法、跨区环境

污染纠纷及重大环境案件的调查处理等,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由

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将区级生态环境监测网建设、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区管排污

单位的监督性监测、执法监测、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较大及一般突

发事件的应急监测,根据需要开展的区内生态环境调查监测和用

于区级考核的环境质量监测,区级环境执法检查等,确认为区级财

政事权,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

(三)生态环境管理事务与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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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及事中事后监管,市级重点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等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市管入河入海排污口设置管理,全市排污许

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市管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核发

和管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组织开展,全市性的应对气候变

化、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协调,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和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市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固体废物

跨省市转移许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的核发,市级核

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清洁生产的指导和推进,重大及特别重大突

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全市性的生态环境普查、统计、专项调查

评估和观测,对维护全市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及战略

性意义、生态受益范围广泛的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水

源地生态补偿政策的组织实施,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调推进,跨

省界生态保护协作的指导和推进,市级生态环境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建设,全市性的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市级重大环境信息的统一发

布,全市“三线一单”的更新和管理维护,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的

组织推进,生态环境国际公约相关履约工作的组织协调等事项,确

认为市级财政事权,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将受益范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绿色

低碳发展的实施管理,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的监督,对生态

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

破坏恢复工作的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组织协调等事项,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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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由市、区两级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将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及事中事后监管,区级重点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等生态环

境领域考核,区管入河入海排污口设置管理,区管排污单位排污许

可证的核发和管理工作,区级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和碳中和行

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管理,区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发,区

级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评估验收,一般

及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区级生态环境普查、统计、专项

调查评估和观测,市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区级生态环境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区级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区级环境信息发布

等事项,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

(四)环境污染防治

将放射性污染防治,跨区域或影响较大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流域、海域、跨区域或影响较大的重点区域水污染防治,

重点整治区域污染防治以及重点专项治理等事项,确认为市与区

共同财政事权,由市、区两级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将土壤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化

学品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防治,地下水污染防治,区级大气污染

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等事项,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由区级承担支出

责任,市级财政给予支持.将噪声污染防治,光污染防治,恶臭污

染防治,电磁辐射污染防治以及其他污染防治等事项,确认为区级

财政事权,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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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环境领域其他事项

将研究制定市级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标准、

技术规范等,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将研究制定区内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政策等,确认为区级财

政事权,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

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有关事项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按照外交领域改革方案执行.

生态环境领域其他未列事项或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照改革总

体要求和事项特点,具体确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三、配套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

配合,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落实支出责任

各区政府要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根据本方案确定的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按照规定做

好预算安排,履行支出责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三)实施绩效管理

要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总体要求,在生态环境领域

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形成以

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为主要特征的新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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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管理模式,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领域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四)协同推进改革

生态环境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既是财税体

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要与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改革紧密结合、协

同推进、良性互动、形成合力,适时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和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本方案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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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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