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发改发〔2022〕12 号

关于印发《徐汇区节能减排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华泾镇，各有关单位:

《徐汇区节能减排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经 2022 年

2 月 18 日第十七届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单位，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徐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局

2022 年 2 月 22 日



徐汇区节能减排降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1〕5 号）等文件精神，加大对

本区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推进节

能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建筑节能、低碳发展等各项节能

减排降碳工作，结合本区实际，研究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扶持对象）

纳入本区节能减排降碳考核的用能单位，属地化管理和纳

入本区节能减排降碳考核范围的建筑，属地化或为本区提供节

能减排降碳服务的节能服务公司、节能评估机构和相关节能单

位。

第二条（扶持内容）

（一）鼓励产业节能减排降碳

1.企业实施节能技改及产品应用项目，并实现明显的节能

减排降碳效果的，按项目实现的年节能量给予每吨标准煤 1200



元的扶持，或按项目投资额中用于实现节能减排降碳功能部分

给予 20%的扶持。以上扶持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2.企业获市级节能技改、清洁生产、循环经济项目扶持的，

根据企业对本区节能减排降碳的贡献，最高按 1:1 比例给予不

超过 300 万元的区级资金匹配。

（二）鼓励建筑节能减排降碳

1.企业在本区范围内实施建筑节能项目，且被列入上海市

绿色建筑、整体装配式住宅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超低能

耗建筑、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等建筑节能和绿色

建筑示范项目的，根据项目对本区节能减排降碳的贡献，最高

按 1:0.5 比例给予区级资金匹配。单个示范项目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2.企业在本区范围内实施既有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单

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不低于 10%（按标准煤折算），经认定的，

按受益面积每平方米不超过 1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或实现年

节能量 30吨标准煤以上，经认定的，按实现的年节能量给予

最高每吨标准煤 1200 元的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按项目投资总

额的 30%，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扶持。



3.采用调适、用能托管等建筑节能创新模式的楼宇节能低

碳项目，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不低于 10%（按标准煤折算），

经认定的，按受益面积每平方米不超过7.5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4.申请以上建筑领域节能减排降碳补贴的大型公共建筑，

原则上应实施建筑用能分项计量，并与本区（市）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信息平台数据联网且数据交

互情况良好。

5.单个建筑项目同一年度只能享受其中一项补贴。

（三）鼓励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1.企业在本区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投资实施节能技改、

节能产品应用项目，并实现明显的节能减排降碳效果的，按项

目实现的年节能量给予每吨标准煤 1200 元的扶持，或按项目

投资额中用于实现节能减排降碳功能部分给予 20%的扶持。以

上扶持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两家及以上企业共同出资实施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额在申报企业实际投入范围内认定，

同一项目限一家企业申报本项补贴。

2.对符合上述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补贴扶持条件的企业，根

据项目规模，对项目前期诊断费用投入给予一次性补贴，按节



能量给予节能服务公司每吨标准煤 200 元的补贴，单个项目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6 万元。

（四）鼓励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

1.对本区范围内新建并网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按项目并网

验收规模给予 1000 元/千瓦的扶持，或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给予

20%的扶持。以上扶持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对于新建载体可

在项目正式开工后和完成并网验收两阶段，按照 3：7 比例给

予扶持。如项目停止建设，根据具体情况，由主管部门负责收

回已拨付的资金。

2.对获得市级一次性补贴、并制定小区新能源汽车共享充

电管理制度的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给予不超过 1:0.5 的一次

性区级资金匹配，用于补充小区公共收益。

（五）鼓励试点示范项目创建

1.对成功创建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国家绿色商场、国家

或市级低碳社区、国家或市级低碳发展实践区、国家或市级绿

色生态城区等节能降碳试点示范项目的单位，经认定，按创建

费用的实际支出金额，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贴。



2.旅游饭店业企业成功创建金叶级、银叶级绿色饭店的，

分别给予 20万元、10 万元奖励。

3.鼓励重点用能单位创建能效“领跑者”，对获得市级能

效“领跑者”称号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

4.对成功创建国家级或市级的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

供应链、绿色产品设计的企业，按项目总投资的 20%，给予最

高不超过 20万元的补贴。

（六）加强节能管理能力建设

1.对企业首次获得节能产品、能源管理体系等认证的，给

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奖励；对实施能源计量器具配置项目并

通过能源计量审查的重点用能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的奖励。

2.对重点用能单位、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建立能源管理中心，

经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验收通过的，经认定，按市级有关规定，

给予配套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3.重点用能企业接入市级重点用能企业监测平台并获市

级资金补贴，给予最高 1:1 的区级资金匹配，单个项目补贴金

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4.继续开展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

测信息平台系统软件升级、深度开发及运维项目。对达到建筑

综合能耗指标先进值的，且其建筑分项计量与本区能耗监测平

台数据联网的本区公共建筑，给予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5.大型节能公益宣传活动类项目、节能先进产品推广惠民

类项目，经认定，可对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贴，按实际支出金

额的 50%，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补贴。

6.为完成本区年度降耗指标作出特殊贡献的重点用能企

业，经认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度

节能工作先进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七）其他

按规定完成 VOCs 治理项目并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按照

治理实际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补贴。对开展锅炉

能效测试的使用单位，以 7000 元/台的标准，按测试锅炉台数

给予一次性补贴。



对本区分项计量和能耗监测平台建设及运维等基础能力

提升等项目，按实际发生费用予以支持。用于国家和上海市明

确要求财政给予政策支持的节能减排降碳事项，以及区政府确

定的其他用途。

第三条（使用管理）

（一）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编制专项资金年度预算，会同相

关主管部门，根据本管理办法制定申报流程，落实项目审核、

跟踪、评估等工作。本办法条款若与上海市、徐汇区制定的其

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

（二）区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并对专项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各项目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领域申报

的节能减排降碳项目进行形式审查、提出预审意见、开展后期

跟踪管理；向区发展改革委报送年度节能减排降碳支持项目和

资金使用计划，落实相应日常监管措施。

（四）本管理办法实行绩效评估管理。

第四条（资金来源）



徐汇区节能减排降碳专项资金，是根据市政府要求和徐汇

区节能减排降碳工作推进需要，由区财政出资而设立的区级专

项资金。

第五条（扶持流程）

（一）申报通知。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节能减排降碳各领域

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申报企业按照当年度项

目申报指南的要求进行申报。

（二）申报受理。对区域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的企业，可以在项目申报指南规定的申请期内向相关主

管部门申请扶持。

（三）材料准备。申请扶持政策的企业根据申报指南要求

提供相关材料。

（四）审核审定。各领域主管部门负责扶持项目申请材料

的形式审查，提出预审意见。区发展改革委对项目和扶持金额

进行审核，其中申报扶持金额较大或项目内容较为复杂的，由

区发展改革委安排第三方专业机构委托评审。

（五）结果反馈。项目审定结果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向申报

企业答复。



（六）资金拨付。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按程序落实资

金具体拨付工作。

第六条（资金管理与监督）

（一）信用管理。申请本办法扶持的企业，将接受信用审

查，过去三年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或违法行为的，取消申请资

格。企业或机构在享受扶持过程中存在失信行为，经查实的，

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二）资金管理。扶持对象应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监督检查。扶持对象应接受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

局及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各领域主管部门应配合区发展改革

委做好项目管理服务工作。扶持对象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扶

持资金，经查实的，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格并由各领域主管部

门负责追缴资金，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并根据市有关规定纳入

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平台。

第七条（附则）·



本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徐汇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徐府办发

〔2017〕38 号）及实施细则同时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