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普陀区2023年区级部门预算

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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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主要职能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是负责重大项目推进的区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负责协调推进市政府下达的在本区实施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2.负责本区重大项目的协调管理和全面安排，跟踪推进区重大产业项目、住宅项目、功能性载体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3.参与、协调涉及本区重大项目的考核相关工作。
    4.探索创新本区重大项目多部门、多主体协同推进体制与机制，协调联动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
    5.围绕“稳增长”目标，牵头做好建筑业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留税工作。
    6.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机构设置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本部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具体包括（列示至基层预算单位）：
    1.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本部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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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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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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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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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收入预算207616.5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07616.57万元，比2022年预算
增加207025.25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207616.5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07616.57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07025.2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支出预算7616.57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7025.2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20000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0000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需要。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31.68万元，主要用于在
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9.51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1.68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9.82%。主要原因是：
人员变动及缴费基数调整。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15.84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
员职业年金缴纳。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7.65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5.84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0.25%。主要原因是：人员
变动及缴费基数调整。

    3.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80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缴纳。2022年当年
预算执行数为16.49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0.8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6.14%。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及缴费基数调整。

    4.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77.59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2022
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50.25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77.59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93%。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人数增加。

    5.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7191.5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
执行数为245.50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7191.5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829.33%。主要原因是：根据职能和实际需要增加项目预
算。



    6.  “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200000.0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
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0000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2022年未安排
此项目支出。

    7.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34.76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公积金缴纳。2022年当年预算执
行数为69.29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4.76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49.83%。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及缴费基数调整。

    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44.40万元，主要用于购房补贴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41.68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44.4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53%。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人数增加。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076,165,72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40 

1. 一般公共预算 76,165,720 二、卫生健康支出 207,960 

2. 政府性基金 2,000,000,000 三、城乡社区支出 2,074,690,92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791,600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2,076,165,720 支出总计 2,076,165,720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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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316,800 316,8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8,440 158,44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07,960 207,96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74,690,920 2,074,690,92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4,690,920 74,690,92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2,775,920 2,775,920 

212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915,000 71,915,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
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12 08 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47,600 347,6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444,000 444,000 

合计 2,076,165,720 2,076,165,720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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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6,800 316,8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8,440 158,44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07,960 207,96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74,690,920 2,775,920 2,071,915,0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4,690,920 2,775,920 71,915,00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2,775,920 2,775,920 

212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915,000 71,915,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12 08 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47,600 347,6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444,000 444,000 

合计 2,076,165,720 4,250,720 2,071,915,000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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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65,72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40 475,240 

二、政府性基金 2,000,000,0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207,960 207,96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城乡社区支出 2,074,690,920 74,690,920 2,000,000,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791,600 791,600 

收入总计 2,076,165,720 支出总计 2,076,165,720 76,165,720 2,000,000,000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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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75,240 475,2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6,800 316,8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8,440 158,44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07,960 207,96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07,960 207,96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4,690,920 2,775,920 71,915,0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4,690,920 2,775,920 71,915,00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2,775,920 2,775,920 

212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915,000 71,915,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91,600 791,6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47,600 3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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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444,000 444,000 

合计 76,165,720 4,250,720 71,915,000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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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款 项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212 08 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计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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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注：本部门2023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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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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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45,000 3,845,000 

301 01 基本工资 487,308 487,308 

301 02 津贴补贴 2,215,912 2,215,91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16,800 316,8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58,440 158,44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07,960 207,96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900 9,9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347,600 347,6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1,080 101,0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75,720 375,720 

302 01 办公费 50,000 50,000 

302 02 印刷费 5,000 5,000 

302 04 手续费 1,000 1,000 

302 07 邮电费 5,000 5,000 



302 11 差旅费 20,000 2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0,000 10,000 

302 15 会议费 10,000 10,000 

302 16 培训费 10,000 1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0,000 10,000 

302 26 劳务费 5,000 5,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44,689 44,689 

302 29 福利费 43,200 43,2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93,720 93,72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111 18,111 

310 资本性支出 30,000 3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0,000 30,000 

合计 4,250,720 3,845,000 405,720 



2023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单位: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3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00 0 1.00 0 0 0 40.57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00万元，比2022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此经费由区统筹安排。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公务用车；公务车用车运行费0
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公务用车。
     （三）公务接待费1.0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根据职能和工作需要用于公务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下属1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40.57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2023年度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3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4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207191.50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部门流动资产2.43万元。固定资产45.67万元，其中：房屋0平方米；车辆0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执法执
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专用设备0台/套（其中：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
备0台/套）；其他固定资产0。长期投资0项0万元。在建工程0项0万元。无形资产2项2.69万元。
      2023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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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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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交20号线一期西段项目前期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完善轨道交通网络结构，提升服务能级，改善地区出行，由完成轨交20号线一期普陀段相关站点前期工作 。
 二、立项依据
 《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上海市轨道交通20号线一期工程西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城〔2022〕58号）
 三、实施主体
 由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完成轨交20号线一期普陀段相关站点前期工作。
 四、实施方案
 该项目为市属重大项目，根据市发改委可研报告批复，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将发挥桥梁作用，做好市、区两级部门的
协调沟通，重点做好轨交20号线一期西段涉及普陀区的相关站点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在建工程有序施工、顺利竣工，推动计划项目落地
开工。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预算安排20000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轨交20号线一期西段项目前期费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

进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4,314,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00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314,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完成轨交20号线一期普陀段5个站点及1个停车场前期工作 完成20号线相关站点前期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相关站点数 3

质量指标 交地标准 达到

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地区形象 提升



武威东路718号隔离点建设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完成对原福沁工业研发中心已建建筑进行改建，通过清洁除污、整修破损、墙面修补、管线清理、重新装修及增加必要的医护设施等措
施，达到应急隔离点验收标准。
 二、立项依据
 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2-58号关于武威东路718号地块租赁住房建设工作要求，以及区领导批示的应急项目认定申请表。
 三、实施主体
 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完成对原福沁工业研发中心已建建筑进行改建，通过清洁除污、整修破损、墙面修补、管线清理、重新装修及增加必要的医护设施等措
施，达到应急隔离点验收标准。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预算安排700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包括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表格）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武威东路718号隔离点建设项目经费 项目性质 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

进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智创城开发建设推进办公室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88,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7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8,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完成对原福沁工业研发中心已建建筑进行改建，通过清洁除污、整

修破损、墙面修补、管线清理、重新装修及增加必要的医护设施等
措施，达到应急隔离点验收标准。

完成对原福沁工业研发中心已建建筑进行改建，
通过清洁除污、整修破损、墙面修补、管线清理

、重新装修及增加必要的医护设施等措施，达到
应急隔离点验收标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 1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合格

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地区形象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