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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

沪崇府发〔2022〕1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节能降耗和循环
经济2021年工作总结及2022年重点工作安排的函

市发展改革委：

2021 年，崇明区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组织领导，强化统筹

协调，突出重点管理，加快试点示范，夯实制度保障，持续推进

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提升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一、2021年目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市下达我区的能耗“双控”目标为：能源消费总

量增幅不超过 3%，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不低于 2.5%。经市统

计部门反馈，我区前三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共计 95.54 万吨标准

煤，同比增长 10.00%；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增长 3.94%。前三季

度能源消费总量显著攀升，单位增加值能耗自“十二五”以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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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不降反升的情况，全区能耗总量和单位增加值能耗“双控”

目标完成形势较为严峻。

造成节能工作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十四五”时期考核口

径变化，新增多家大型船舶制造企业纳统，其经济总量、能源消

耗均占全区工业较大比重，对全区能耗总量控制和增加值能耗运

行状况影响较大。例如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承

接母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驻地在浦东）的加工

项目，该业务产值较低、能耗偏高、产值和能耗不匹配，前三季

度该企业能耗总量增长15.80%、万元产值能耗增长27.52%，对全

区“双控”目标完成产生较大影响；再如江南（造船）有限责任

公司，2020年总产值占全区工业的45%、能源消耗约占全区工业

的25%，该企业今年前三季度用能增长43.29%、万元产值能耗增

长19.33%，将全区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增幅拉高7个百分点。该企

业性质特殊，不在市级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目录内，我区已将其参

照重点用能单位加强管理。

在节能压力大增的形势下，我区积极应对、加强管控。一是

加强用能监管。实施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温室气体排放

状况“双报告”，督促重点用能单位建立健全能源管理制度，对

7家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计量监督执法检查。二是落实评价考

核。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耗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针对重点用

能单位目标完成情况每季度发布“晴雨表”进行预警，考核结果

进行公示。三是强化分级管控。针对“双控”目标未完成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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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单位，划定不同预警等级，及时发布告知单，督促企业积极

落实整改措施。下半年，共对9家未完成阶段性目标的企业发布

告知单，对其中6家企业开展节能降耗实地核查。目前，各重点

用能单位目标完成情况较上半年有所改善。

二、2021年措施落实情况

（一）强化“双控”管理，严格落实目标责任

研究制定 2021 年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及节点计划表、加强塑

料污染治理工作重点任务安排表，分解落实节能降耗和塑料污染

治理目标任务。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制定出

台 2021 年度乡镇、集团节能降耗工作考核意见，考核结果与各

乡镇、集团年度绩效考核挂钩。抓好节能考核失分整改工作，梳

理和分析失分事项、失分原因，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

（二）狠抓重点领域，持续推进节能监管

1.强化工业节能。实施工业节能技改项目11个、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9项。崇明工业园区、富盛开发区园区循环化改造通过市

级验收，其中，崇明工业园区成功创建市三星级绿色产业园区。

推进绿色制造，4家企业列入市绿色工厂培育名单，1个产业园区

列入市绿色园区培育名单并审核通过，1个产品列入市绿色产品

培育名单，53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市级验收。

2.推广绿色建筑。落实绿色建筑二星级项目 12 个，建筑面

积约 96.6 万平方米。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应用项目 9 个，

建筑面积约 69.21 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约 53.24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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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 10 个，建筑面积约 66.6 万平方米。

建筑能源审计项目 8 个，建筑面积约 7.75 万平方米。既有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计划不少于 1 万平方米。在建全装修房项目

10 个，全装修占比 66%。

3.加强商业等领域节能。要求商超等场所禁用一次性塑料购

物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在天峰菜市场试

点开展禁止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使用和集贸市场塑料购

物袋集中购销制度试点。强化旅游饭店业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全

面禁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餐饮堂食服务禁用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餐具，打包外卖服务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全年新增

绿色餐厅14家。

4.推行绿色出行。加快新能源车辆更新，新增纯电动公交车

58辆，累计更新新能源公交车607辆，长兴、横沙两岛申崇线和

岛内公交线路已实现新能源车全覆盖。加快配套公交场站建设，完

成堡镇汽车站改造工程。新建公交充电车位180个，累计达695个。

5.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印发《关于推进公共机构能耗统计自

查的通知》，强化节能降耗意识。将59家单位纳入节约型机关创

建，创建参评率达到100%。严格落实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积极推进教育、卫生行业节能技改及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落地，长江学校获上海市“节水科普点”荣誉称号，裕

安小学、合兴幼儿园被评为上海市节水型学校。

6.推进新能源和生态碳汇建设。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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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光伏新增并网148户，装机容量1287.48千瓦；企业分布

式光伏项目并网14个，装机容量1.19万千瓦。积极探索渔光互补

开发模式，绿华镇4.4万千瓦渔光互补示范项目全容量并网。完

成市下达我区的新增6000亩森林面积任务。落实花博会世纪馆组

合式屋顶绿化等立体绿化建设1.79万平方米，完成东滩滨河绿地

一期等绿地建设25.79公顷，建成城市公园2座、口袋公园20个、

林荫道创建道路2条。

（三）深化政策研究，积极打造碳中和示范区

为响应国家和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实

现“努力打造碳中和示范区”的目标，我区扎实开展全区域、全

口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评估，能源、交通、建筑、农业、生态

碳汇等重点领域基础数据排摸，以及碳中和实施路径研究等工

作，初步形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2022 年版）》。经研究分析，崇明能源活动碳排放量和全口径

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在 2008 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稳步下降的良

好态势，经济增长基本实现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脱钩。

（四）重视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以全域农业循环示范区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农林废弃物多

元利用模式。对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粪尿干湿分离设施进行提质改

造，规划保留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启动建设上海电气“全粪+秸秆”项目，打造有机肥新型生态循

环链模式，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资源化利用率达 98%以上。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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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秸秆综合利用途径，通过实行秸秆机械化还田与离田利用双措

并举，实现水稻秸秆全量利用，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7%以上。规范生活垃圾资源利用，固化 338 个可回收物服务点，

实现 18 个中转站达标运行，提升 1 个集散场服务能级，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1.76%。崇明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二期工程

投入运营，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生活垃

圾焚烧能力提升到 1000 吨/日。

（五）细化政策扶持，切实做好基础保障

发布《2021年度“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招标指南》，

广泛征集生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节能减排、智慧崇明等项目。

收到有效申报项目249个，确定立项107个。加大节能专项资金投

入，全年节能专项资金安排支出9661.62万元，比上年增加282.11

万元，主要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中小锅炉提标改造项目、能源节

约利用、污染减排、污染源监测及治理等方面。

（六）积极宣传推广，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结合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宣传活动，鼓励引导居民积

极践行节能低碳行动。活动期间共下发2000多份节能宣传资料，

组织近2000人参加塑料污染治理劳动竞赛等活动。充分发挥媒体

作用，通过电视、报刊、杂志及新媒体广泛宣传，积极营造崇尚

节约、合理消费、绿色环保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2022年工作计划

以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为目标，有序推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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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加快建设生态美丽幸福、宜居宜业宜游、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崇明。

（一）服从国家战略，全力推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

持续深入开展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工作，细化完善各重点领域

建设任务。结合未来崇明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和世界级生态岛发展

需要，定期更新、动态修正碳中和示范区建设阶段性目标任务和

重点举措，及时跟踪评估、督促检查各重点领域碳中和目标任务

落实情况，确保政策到位、措施到位、成效到位。

（二）升级管控力度，抓好重点领域节能降耗

1.工业领域。持续开展产业结构调整，计划淘汰落后产能1

至2家。重点抓好重点用能单位管理，严格落实用能单位目标责

任评价考核工作，强化日常监管。推进5家以上重点用能企业开

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试点推进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光伏发

电项目。

2.建筑领域。稳步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升区级能耗监

测平台的覆盖面及个性化功能。对新建建筑明确要求统一设计并

安装与建筑能耗水平相适应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新建建筑落

实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相关强制性标准和管理规定。

3.交通领域。加大对老旧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替代、充换电站、加氢站和岸电等设施的建设

与使用等措施的扶持力度。完善交通运输能耗统计体系，具备条



— 8 —

件的重点用能企业实现能耗动态监测全覆盖。推动建立交通行业

车辆船舶在线监测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用能监测数字化管理。

4.公共机构领域。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鼓励公共机构

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形式开发光伏发电项目。稳步推进节约型

机关创建工作，2022年创建达标率不低于70%。持续开展节约型

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5.新能源领域。继续鼓励依托公共机构屋顶、产业园区等基

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区域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新建建筑做到

“能建尽建”。深入探索渔光互补模式，协调推进港西镇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建设。继续探索多种能源融合、多种利用方

式协调、供需智慧互动的区域能源综合应用。

（三）把握发展形势，努力探索资源循环化利用

坚持“市场导向、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多元利用”的原则，

提升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收集体系、

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有序推进规模畜禽场粪污收集处置利用设

施配套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设施设备配套 100%且正常运行，

保持规模畜禽场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98%以上。继续推进主

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保障项目补贴资金正确合理使用。持续

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在灵活运用“定时定点”制度和“一

小区一方案”的基础上，开展投放点改造，做到点对点跟踪分析、

分类施策、精细管理。加快湿垃圾处置站建设，力争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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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开工建设。制定塑料污染治理年度工作计划，落实重点任

务分工，持续开展执法督查。

（四）夯实基础保障，有序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1.落实目标责任制。制定年度计划和考核意见，明确目标任

务，落实工作措施，严控单位增加值能耗，巩固提升节能降耗工

作成效。节能降耗考核结果纳入区委、区政府对乡镇、集团领导

班子综合评价体系。

2.加强资金保障和科技支撑。持续保障节能专项资金支出，

2022 年财政预算安排约 9900 万。加大对节能科技和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的扶持，推进产学研联合和节能技术转化。持续推进节能

减排、清洁生产、资源节约等新技术应用，在生态农业、环境治

理等重点领域，加大节能技术示范项目实施力度，以示范应用带

动节能技术的普及。

四、节能工作难点和建议

1.建议充分考虑我区能耗“双控”实际困难。针对因个别大

型船舶制造企业能耗总量和万元产值能耗波动影响全区能耗“双

控”目标完成的特殊情况，请市考核组在下一年度节能降碳考核

时充分考虑我区节能工作实际，酌情给予统筹。

2.建议考核层面合理分配相关企业产值与能耗。“中船长兴

造船基地二期”项目为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搬迁

项目，该项目将在“十四五”期间建成，综合能耗约 4.65 万吨

标准煤。建议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原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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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应产值与能耗基数同步纳入我区统计口径。现阶段，为体

现考核公平性，针对此类产值与能耗数据不匹配的企业，建议协

调市统计部门在考核层面合并统计企业总产值和总能耗，再根据

产值数据合理分配相应能耗。

3.建议给予我区能耗增量支持。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一直以来承担着国家战略工程建设任务。2022 年，该企业因新

增锅炉、变电站等配套设备设施以及保障中心等投入使用，在产

值不变情况下，需要大幅增加电力及天然气用量，能耗净增约

2.8 万吨标准煤。该企业已将相关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市经

济信息化委。考虑到该企业的特殊性，为保障国家战略任务需要，

建议给予我区能耗增量支持。

附件：节能目标计划表

2022年1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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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节能目标计划表

序号 指标名称
计算

单位
2020年实际 2021年预测 2022年计划

2022年比2021年

预计增长（%）

1
各区

政府

单位增加值

能耗下降率
% 3 -2 ——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准煤
120.44 132.48 136.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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