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浦区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文件(１３)

关于上海市杨浦区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在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位代表:

受杨浦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杨浦区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３年杨浦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年,全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领导下,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加

快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这一主线,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完成了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确定的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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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完成情况

类
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年预期
目标

２０１３年完成情况

完成数 完成情况
备注

创
新
发
展

１
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
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６５以上 ６７以上 完成

２ 大学生创业企业新增数 家 ２００ ２９９ 完成

３ 年专利授权数 件 ４０００左右 ４０００ 完成

结
构
调
整

４ 区级财政收入增长率 ％ ８左右 ８５ 完成

５
知识型现代服务业

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３５８左右 ３６３ 完成

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增长率 ％ １０左右 １１２ 完成

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率 ％ １０以上 １１０ 完成

８
新引进各类企业

注册资本金
亿元 １２０以上 １３５ 完成

９
新引进注册资本金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数
户 ２００ ２０１ 完成

１０ 新引进总部型企业数 家 ３－５ ３ 完成

生
态
环
境

１１
单位生产总值

综合能耗下降率 ％ ３左右 ３ 完成
以市公布
数据为准

１２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４２５ ４２５ 完成

１３ 二氧化硫排放削减量 吨 ２１ ２１ 完成

１４ 生活垃圾日处理量 吨 ９００ ８９９ 完成

１５ 城镇污水纳管率 ％ ８７左右 ８６７ 完成

１６ 家庭宽带接入户数 万户 ３６４ ３７９ 完成

１７ 区域降尘量
吨/平方
公里月 ５左右 ５３１ 完成

社
会
民
生

１８ 旧住房综合改造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０ ３１７ 完成

１９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人
控制在市政府

下达数内 ２６２３０ 完成

２０ 成功扶持创业人数 人 ６００ ６５３ 完成

２１
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完成市财政局
下达目标 － － ∗

２２ 新增养老床位数 张 ４００ ４０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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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年预期
目标

２０１３年完成情况

完成数 完成情况
备注

文
化
建
设

２３ 公益电影受益人次 万人次 ２３ ２５ 完成

２４ 新增市民乐园 个 ８０ ８０ 完成

２５ 百姓艺苑受益人次 万人次 ５ ７ 完成

２６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增长率 ％ １５以上 １８ 完成

附注:∗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市财政局不再向区县下达“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指标.

(一)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持续提升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１３５０亿元,

按可比价格(扣除价格因素)计算,同比增长８５％;预计第二、三产

业增加值比例为６２８∶３６８(不含烟草业为１９８∶７９３,三产比重

同比提高１８个百分点).全区税收收入完成８２２７０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５％.区级财政收入完成７７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８５％.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３４５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完成１９９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２％.

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各类专项资金全年共支持项目

６４２个、资金３５４亿元,促进“两个优先”产业快速增长.以现代

设计、科技金融为主导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预计实现增加值

１８０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０％,占地区生产总值(不含烟草)比重

为２８８％,占三产比重为３６３％,同比提高１个百分点.以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实现

增加值４１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占地区生产总值(不含烟

—３—



草)比重为６６％.楼宇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实现区级税收２４４６

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

表二　产业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两个优先”

●　梳理评估原有产业政策体系,制定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两个优先”产业发展政
策、楼宇经济政策,修订科技园区政策等

●　现代设计业预计实现增加值６２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
●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预计实现增加值２４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３％
●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落户杨浦

●　复旦微电子、易保网络等企业共获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７５０万元

●　联创建筑设计知识管理系统等１７个项目获得市服务业引导资金１７４０万元

●　建成云计算软件评测与云安全联合实验室、物联网创新与体验中心,电力学院
校园微电网项目二期启动

●　９０栋重点监控商务楼宇实现区级税收２４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单位面
积完成区级税收８３６元

“两个提升”

●　都市型工业预计实现增加值７７５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１％
●　商旅文体服务业预计实现增加值１３２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７％
●　上海纺印利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获得上海市重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１５０万元

●　上海电缆研究所高温超导电缆及附件电力应用产业化研究等项目开工,上海
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型车用柴油机等项目竣工

●　«杨浦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发布实施

●　１１个项目获得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扶持资金１９９５万元

●　“时尚杨浦”APP应用和“五角场智慧商圈”网站正式运行

●　成功举办首届上海大学生旅游节、上海旅游节和购物节杨浦区活动

●　发布实施«控江路区级商业中心商业导则»
●　编制实施五角场地区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及三年行动计划

　　２、投资进一步聚焦民生改善和城区功能提升

旧区改造投资同比增长４２４％.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进一

步优化,功能性房产投资占比５５９％,同比提高４个百分点,全年

商业商务楼宇开工９２９２万平方米,竣工６７７５万平方米.全年

重大工程项目开工１９项,竣工１０项.

３、重点功能区集聚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

五大功能区预计实现总产出１９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１％;完

成区级税收３４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８％;功能性房产投资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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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功能性房产投资总额的８５４％.１４家科技园区完成区级税收

５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３％,占全区区级税收比重为７１％.

杨浦滨江发展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黄浦江 W５、W７单元控

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平凉、定海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获市批

复,建立健全“三位一体”滨江开发体制机制,渔人码头一期基本竣

工,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四期建设有序推进.

五角场、新江湾城国际化社区等功能区建设稳步推进.君汇

广场、凯迪商办楼、创智科技中心二期等项目开工;新江湾城 F３

地块一期竣工;３１１街坊商办项目、合生广场、中航科技园、君欣时

代广场、中天上海总部大厦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４、招大引强势头良好

新引进各类企业３１３８户,同比增长１２％;新引进各类企业

注册资本金１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其中,注册资本金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重点企业２０１户、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重点企业３６户.街镇

服务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区级税收贡献占全区区级税收比重同

比提高０６个百分点.

(二)试点城区建设内涵深化,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１、“三区联动”深化拓展

完成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全年七方面１５８项工作任

务,专项资金支持８０多个项目、金额３亿元.圆满完成上海市长

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杨浦创智天地会外活动.改革张江杨浦园管理

体制,承接张江高新区下放行政审批权试点任务.深化与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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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复旦创新走廊战略规划研究,上海智能

电缆科技园、北斗导航工程研究中心揭牌.拓展与区域外高校、企

业等各方合作.

表三　“三区联动”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三区联动

●　成功举办杨浦发展战略高层咨询会暨湾区智慧城市论坛

●　复旦软件园竣工,体育科技园五环分园成立

●　推进中船工业科技园等央企、市企科技园建设

●　与东华大学、上海电控研究所、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仪电集团等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　成立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杨浦智能化产品创新中心

　　２、科技金融功能进一步提升

与上海金融学院合作成立上海科技金融研究院.深化与美国

硅谷金融集团等合作,充分发挥区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二期区政府

引导基金完成首批投资.新引进云赛、山金、兴益岚海等优质股权

投资基金.深化投贷联盟内涵,全年共帮助８００户次中小企业获

得各类融资２８亿元,浦发硅谷银行为区内科技企业提供３０００万

元贷款支持.创新私募债发行模式,扬讯科技等６家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

表四　科技金融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科技金融

●　二期区政府引导基金对东方富海、千骥医药子基金投资５７１２５万元

●　完善“园区推荐－专业机构评估－政府搭建对接平台－多元金融服务配套跟
进”的运作模式

●　区创业中心和派芬自动化公司、复展照明公司共同发行１５亿元私募债,成为
国内首单由科技园区组织园区企业发行的私募债

●　扬讯科技、中卉科技、四维文化、欧萨咨询、优网科技、天呈医流在“新三板”
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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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进一步完善“创业前－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创业服务体系,

深入推进“创业杨浦”建设,帮助６５３人成功创业.公共实训基地功

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创新工场上海基地、上海大学生

科技创业基金会“创业接力”大楼共入驻企业１１２家、创业项目１３７

个,带动就业２１７７人.创新创业人才不断集聚,新增中央“千人计

划”人才２０名、海外人才创业企业３０家.深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

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绿色土木”创新热点试点联盟单位扩展到２１

家,上海高校技术经纪公司落户杨浦.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积极实

施“十、百、千”科技企业培育计划,新增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２

家、大学生创业企业２９９家.预计全年获得专利授权４０００件,其中

发明专利１２８０件左右.全区科技企业达６７００家左右.

表五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创新创业

●　制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创业带动就业政策的实施意见»
●　举办“海创之星”企业高管研修班、实训基地“创业活动月”等活动

●　开通“创业杨浦”网站,建成“创想空间”展示厅

●　创业企业服务中心获批为“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　荣获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五连冠”
●　获得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２１项、市创新基金立项８３个

●　完成技术合同登记９５０项,成交１３９０亿元

●　培育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１０１家

●　复旦软件园成立“移动互联网”、“动漫游戏”等１１个产业联盟

●　同济大学“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获批“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民生保障持续改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

１、旧区改造步伐加快,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聚焦重点区域,加快推进旧区改造,全年启动旧改征收６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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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户,完成５５１８户,收尾７个基地.大力推进“四位一体”住房保

障体系建设,保障性住房新开工１１２３万平方米;完成旧住房综合

改造３１７万平方米.

表六　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保障性住房建设
●　可筹措公共租赁房５０３套,可供房源３８９套

●　新增廉租受理１３５０户,落实配租１０６６户,发放租金７７４６万元

●　共有产权房受理４５９７户,摇号选房４２６１户

　　２、就业救助稳步推进

加强以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就业服务,累计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１８８７人次,举办大学生招聘会５１场,帮助６３７２名大

学生达成就业意向.认真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共救助各类社

会救助对象４５４９万人次,支出救助金１８４亿元.开展因病支出

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动态实施低保、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申请家

庭收入核对.新增养老床位４００张,为２４万名老年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为１２万名老年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为残疾人提供

免费健康体检７７００余人次、康复上门服务２４万余人次.

表七　就业和救助工作开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就业

●　组织社区青年职业见习８５８人,培训农民工１１１９２人,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覆盖
企业７３５３户

●　出台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办法,累计补贴８９４９１２万元

●　９２％的社区创建为本市“充分就业社区”,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

●　“启航计划”帮助５３１名青年成功就业

救助

●　市民综合帮扶１８５６人次,支出帮扶金５５４９３万元

●　“蓝天下的至爱”等慈善活动全年募集善款１７３９万余元

●　四平、五角场街道荣获“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称号

●　为１２０户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室适老改造

●　新建２家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１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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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社会管理成效明显

制定«杨浦区社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探索社

会治理新机制.制定加快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政策体系,进一步完

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运作机制,全年通过平台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９６项、金额１５７５万余元.全年新增社会组织２９家,专

职社工达４０４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全区通办”事项增加到

６６项.推进区人口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建设,认真落实居住证积分

管理新政.加强以规范管理、退租还本、统筹调配为重点的公共设

施管理,着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开展打击电讯网络诈骗等专项

行动,加强整治交通违法行为.组建区法律专家志愿团、区信访突

出矛盾社会力量调解中心.

４、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全面启动上海市基础教育创新试验区第二轮建设,深入实施

创智课堂、学生创新素养评价等项目,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高中阶

段通识教育.积极应对入园高峰,新江湾城 C６地块幼儿园建成

招生,齐一小学分校改建为市东幼儿园分部.制定实施区公立医

院改革系列文件,全面推进家庭医生服务制,区域卫生信息化一期

项目基本完成,开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国家卫生应急综

合示范区创建工作通过评审.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启动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积极创建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城区,成功举办上

海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森林音乐节、世界极限运动大赛等重大

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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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社会事业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教育

●　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成效显著,获得上海市第２８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４７
项一等奖、第１３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海赛区选拔赛５项一等奖

●　启动新一轮区“三名”工程

●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达９３３％,比上年提高近３个百分点

●　上理工附中教学楼重建工程开工,市东教育小区新建、区少年宫重建工程竣工

卫生

●　为１０２６名外来常住孕产妇提供免费基本产前检查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减免挂号及诊疗费２７７６７万元

●　为１万余名幼儿进行视力检查,对４１９万名儿童进行牙病普查普治

●　家庭医生签约１４２万户、５１２万人

●　区中心医院正式揭牌成为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　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为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区精神卫生中心、区安图医院公共卫生分院迁建工程有序推进

●　长白新村街道在全市率先成功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区

文化

●　公益电影受益２５万余人次,“百姓艺苑”结对院团为社区群众演出３７７场,受
益７万余人次,新增“市民乐园”８０家

●　２５３４６万人次参与上海市民文化节杨浦区活动

●　区图书馆荣获国家“一级图书馆”,黄兴公园百姓大舞台建成启用

体育
●　建成２１个小区健身点和１３条百姓健身步道

●　开展市民体育大联赛,开展３０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试点

●　区体育场改扩建工程有序推进

　　(四)建管并举服务优化,城区功能持续提升

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轨道交通１２号线试运行,积极协调推进周家嘴路越江隧道等

市级工程,长阳路(内江路－军工路)道路新建、双辽支路辟通等工

程开工.大定海排水系统主体泵站建设基本完成,电力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五角场智慧商圈等智慧城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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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市政基础设施主要项目建设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轨道交通和
越江隧道工程

●　轨道交通１２号线试运行

●　推进周家嘴路越江隧道前期工作

市政道路工程 ●　长阳路(内江路－军工路)道路新建工程开工

●　加快长阳路(大连路－宁国路)拓宽工程前期工作

公用事业设施 ●　完成洞庭、内江、双辽、国泓变电站土建工程

信息化建设
●　家庭宽带接入户数累计达３７９万

●　加快推进行政服务窗口办事大厅建设,完成五角场商圈、控江路商业街i
－Shanghai公共场所无线局域网(WLAN)覆盖实事项目

　　２、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组建区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建成“大联动”信息平台,进一步完

善条块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薄弱环节和突出顽症

综合整治.整治脏乱差道路３５条,成功创建１３条示范道路.开

展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重点领域、旧住宅小区等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市下达指标内.食品

抽检合格率达９４６％,药品抽检合格率达９８４％.

(五)节能减排深入推进,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１、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全面完成全年节能减排五方面５０项重点工作.加大政策激

励引导,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加强节能管理,深入推进工业、商

业、公共机构节能.完成区级建筑能耗监测分平台建设,启动３０

幢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计量装置安装.优化城区空间格局,开展杨

浦滨江南段和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联动低碳开发研究.应对阶

段性电力紧张,研究制定区域能源供应结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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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节能降耗推进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完善节能政策 ●　研究制定区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出台«杨浦区燃煤(重油)锅炉清洁能源替代资金补贴实施办法»

推进节能工程

●　完成上海高强度螺栓厂等５家“三高一低”企业关停搬迁

●　推进实施上海藤仓橡塑电缆公司锅炉改造等１０项节能技改项目

●　新江湾城人才公寓、创智天地科技中心分获绿色建筑二星、一星认证

●　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１５１３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应
用６８万平方米

●　创建新蓝天宾馆、锦江之星(国权路店)等２家绿色旅游饭店

加强节能管理

●　公布本区年综合能耗５００吨标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名单,严格落实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

●　开展６家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评估、６台锅炉能效测试及区机关大楼节能
环保标准化示范试点验收

　　２、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大

全面实施«杨浦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１６个市级项目和２９个区级项目按节点推进.加强扬尘污染

防治和水环境治理,区域降尘量降至５３１吨/平方公里月,推进

小吉浦河道生态修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４２５平方米.节

能减排全民行动蓬勃开展.

表十一　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污染防治

●　完成６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　制定«杨浦区扬尘污染防治量化考核办法(试行)»
●　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在线监测试点

●　建成江湾花园、水丰路站２座PM２５自动监测站

●　完成５家餐饮企业油烟气浓度在线监控系统安装

生态保护和建设
●　新建绿地４６８公顷,其中公共绿地２５８公顷

●　完成轨交１２号线站点配套绿化建设和内江、工农等４座社区公园改造

●　靖宇东路(敦化路－营口路)等５条(段)道路被命名为“上海市林荫道”

资源综合利用 ●　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试点覆盖率达４８１％,区属机关、公园、学校覆
盖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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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十二五”中评全面完成

基本完成全年六方面４４项改革工作.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取

得积极进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内外资企业设立更加便

利便捷,建设工程审批改革有序展开.进一步推进国资国企重组

发展、优化布局.

表十二　重点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

●　全面梳理核对３７０余项行政审批事项,启动行政审批目录编制

●　进一步扩大企业设立审批“一口收件”范围

●　落实外资企业名称变更、同一审批部门内注册地址变更、企业投资方名称
变更等事项备案制,并实现当日办结

●　区建设工程信息集成系统运行,成立上海市审图中心杨浦分中心

国资国企改革

●　制定实施«区属企业收缩管理幅度、压缩管理层级的工作方案»、«关于区
属国资优化布局的框架方案»

●　新杨浦公司整体转型为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区属(集团)公司编制完成新一轮战略发展规划

条块管理机制 ●　制定«关于调整完善本区“万人就业项目”协管员队伍管理工作实施意
见»,完成协管员队伍民办非企业登记

　　坚定不移对外开放,拓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渠道,深化与美国旧

金山湾区委员会合作,美国加州驻华贸易投资代表处落户杨浦.

全面落实西藏亚东、新疆泽普和云南、贵州“两省五县”对口帮扶

工作.

全面完成区“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形成１个总评报告、

５个专题综合评估报告和４７个专项规划自评报告.经评估,我区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

过半”.分解落实后两年半目标任务、责任部门,加强评估结果

应用.
—３１—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本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依然艰巨,“两个优先”产业尚未

形成引领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发展能级有待提升;二是重点

区域梯度建设体制机制尚需完善,资源产出效率有待提升,集聚带

动效应有待增强;三是区域创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尚需

提高,科技企业能级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有待提升;四是旧

区改造等民生保障工作压力依然较大,城市基础设施整体仍较薄

弱,城市管理突出顽症治理任务艰巨,公共资源布局有待进一步优

化.对上述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在工作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

以解决.

二、２０１４年杨浦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２０１４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的重要一年,是上海继续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攻坚年,

也是深入推进试点城区建设、加快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冲刺年.

杨浦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具有不少有利支撑和难得机遇.同时要清醒认

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定发展信

心,抓住发展机遇,通过改革创新、狠抓落实,着力突破制约杨浦发

展的突出瓶颈问题.

综合考虑,２０１４年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届

市委五次全会精神,按照九届区委八次全会的部署和要求,紧紧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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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加快推进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这一主线,牢牢把握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改革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更加突出改革创新导

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完善“三区联动”体制机制中提

升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更加突出质量效益导向,在

稳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更加突出民生改善

导向,在深化政社合作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更加突出功能提升导向,在实现建设和管理的有机统一中提升

城区功能形象;更加突出环境优化导向,在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

理机制、聚焦重点环节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在安排２０１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时,兼顾需要与可能,统筹考虑与“十二五”规划相衔接,与试点城

区“四地四区”建设目标相呼应;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力求通过目标安排引导全区上下把

工作着力点放到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转型发展上来,放到提高城区

功能和管理水平上来,放到改善民生和优化公共服务上来.现对

２０１４年主要目标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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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属性 单　位 预期目标

创新
发展

１ 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约束性 ％ ６８

２ 大学生创业企业新增数 预期性 家 ２００

３ 年专利授权数 预期性 件 ４０００左右

结构
调整

４ 区级财政收入增长率 预期性 ％ ８以上

５ 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预期性 ％ ３７０

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 预期性 ％ １０以上

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预期性 ％ １０左右

８ 新引进注册资本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数 预期性 户 ２００

９ 新引进总部型企业数 预期性 家 ３－５

生态
文明

１０ 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率 约束性 ％ ２６左右

１１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约束性 平方米 ４２７

１２ 生活垃圾日处理量 约束性 吨
完成市

下达指标∗

１３ 城镇污水纳管率 约束性 ％ ８７５

１４ 家庭宽带接入户数 预期性 万户 ３８

１５ 区域降尘量 约束性
吨/平方
公里月 ５

社会
民生

１６ 旧住房综合改造面积 约束性 万平方米 ５０

１７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约束性 人
完成市

下达指标∗

１８ 成功扶持创业人数 预期性 人 ６００

１９ 新增养老床位数 约束性 张 ４５０

文化
建设

２０ 公益电影受益人次 约束性 万人次 ２３

２１ 新增市民乐园 预期性 个 １００

２２ 百姓艺苑受益人次 预期性 万人次 ５

２３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预期性 ％ ２３

附注:∗市有关部门根据上海市２０１４年目标任务分解下达至各区县.

———总量结构主要目标.建议区级财政收入增长８％以上,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１０％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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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０％左右.建议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２３０％,占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３７０％;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２２０％;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知识型

现代服务业保持同步;科技园区区级税收贡献占全区区级税收的

比重达到７０％左右;商业商务楼宇新开工１００万平方米左右,竣

工１００万平方米左右;新引进总部型企业３－５家.

———创新发展主要目标.建议地方财政科技经费占地方财政

支出的比重达到６８％,年专利授权数达到４０００件左右,其中发

明专利数１３００件左右,培育上市企业８家、市“专、精、特、新”企业

１００家、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１－２家、区科技小巨人企业１５

－２０家,新增大学生创业企业２００家.

———社会民生主要目标.建议旧改征收完成５０００户以上、力

争收尾８个基地,力争保障性住房开工１０万平方米左右,完成旧

住房综合改造５０万平方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政府下达

数内,成功扶持创业６００人,新增养老床位４５０张.

———生态文明主要目标.建议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

２６％左右,区域降尘量控制在５吨/平方公里月,城镇污水纳管

率达到８７５％,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４２７平方米,生活垃圾日

处理量完成市下达指标,城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三、２０１４年杨浦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要任务

和措施

按照２０１４年杨浦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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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议做好以下五方面１７项重点工作:

(一)围绕突破制约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的瓶颈问

题,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１、更加突出市场导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三区

联动”体制机制,项目化落实与高校、院所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各方

市场化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张江高新区行政审批权限下放试点,

落实«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

调动高校院所、企业等主体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鼓励以企业为

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过政策

调整、制度设计,更加突出产业和创新导向,强化考核和激励,充分

调动管理主体积极性,引导科技园区、创意园区专业化、特色化、品

牌化发展和能级提升.

２、坚持优化布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区属国有企

业收缩管理幅度、压缩管理层级,防范管理风险;围绕“３＋１”功能

板块,进一步调整企业功能和资源配置,完善区属国企参与杨浦滨

江、环同济等重点功能区开发新型投资机制,加快形成与试点城区

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国资布局.优化国资监管体系,坚持以国资改

革为引领,推进国有资本集中统一管理、国企分类监管,提高国资

监管效率,以及国企活力和竞争力.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积

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在科技创新、

园区建设、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３、聚焦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高行政效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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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

制定和实施,强化规划、计划的导向作用,启动“十三五”思路研究,

全面开展第三次经济普查;减少对微观经济事务干预,按照“谁投

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原则,推动企业依法、依规进行投资,强化

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落实市级

行政审批取消事项,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承接好市下放审批事

项,制定区行政审批目录,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按照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探索企业登记

注册资本认缴、“先照后证”等制度.研究各类审批事项向“一门

式”集中方案,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一站式”联合会审等

机制.

４、突出公开透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深入推进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公开.加强

区财政绩效评价管理,不断扩大试点部门和项目.探索财政资金

运行全过程监管,完善国库单一账户改革,建立财政支出动态监控

体系.

５、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城市建设和管理运营机制.鼓励国有

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旧区改造、土地开发等领域加大投入,探索

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等方式参与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旧区改造.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探索

市政道路、园林绿化、水务河道的市场化养护管理机制.

６、着力满足群众需求,深化社会事业改革.深化教育改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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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面推进第二轮创新试验区建设,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素养和

实践能力.全面推进区公立医院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建立科学的

综合评价、财政投入、绩效考核、监督管理、药品供应保障、薪酬管

理等制度,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家庭医生服务制.积极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创新管理运营机制,着力提升运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二)围绕健全市场导向机制,提高科技创新对区域发展的贡

献度

７、加强“三区联动”、创新驱动,不断深化与高校、院所、企业合

作.规划建设复旦创新走廊,打造高校知识溢出效应的示范带和

经济增长极.支持上体院科技园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合作筹建

中国体育产权交易中心.更加注重与院所、企业合作,进一步推进

物联网科技园、中船科技园、中航科技园的建设和运作.

８、完善创新创业服务链,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

拓展公共实训基地功能,不断完善“创业前－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的创新创业服务链,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区域内梯度

转移、根植发展、做大做强.完善“人才＋项目”引才机制,调整优

化“３３１０”政策,全力扶持一批高技术、高成长、高产出的海外人才

创业项目.加快推进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建

设,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发挥同济大学

“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复旦微电子FPGA关键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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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加强技术、中介、资本

对接,完善技术转移机构市场化运作机制,大力推动科技经纪机构

发展.

９、健全多元化服务体系,深入推进科技金融功能区建设.进

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优化引资结构,建立“投带引”工作机制,

鼓励各类股权投资机构选投本区企业.继续推出一批适合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鼓励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支持浦

发硅谷银行拓展业务.依托滨江世博水门、渔人码头一期、二期等

载体,发挥诺亚财富、嘉合基金等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引进一批业

态模式新、服务能级高、有一定行业知名度的类金融机构,做实做

强科技金融功能.

(三)围绕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运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１０、更加突出政策引领,加快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更加注重政

策导向作用,加快出台实施楼宇经济、“两个优先”等产业政策体

系,促进区域经济在加快转型中实现能级提升.依托中国工业设

计研究院等功能平台,推动现代设计产业拓展领域、延伸产业链,

向国际化、高端化、多业态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聚焦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若干特色园区.

积极争取更多市级项目、平台落户,加强示范应用,推动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模式、融合发展.以振兴品牌、更

新改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推动都市型工业能级提升.以

支持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商业模式、提升商业环境为重点,打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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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移动－虚拟”三位一体的立体商业网络,推动商贸服务业持续

稳定增长.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租税联动为重点,充分调动各

方积极性,进一步强化楼宇经济、科技园区的引领作用.

１１、坚持“功能为先、组团发展”,着力发挥重点功能区集聚带

动效应.建立健全与各功能区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

增强国资的引领、主导功能,进一步提升重点功能区带动力和影响

力.实施聚焦滨江战略,进一步发挥“三位一体”滨江开发体制机

制作用,坚持由西向东、组团开发,探索良性投资开发循环机制,在

土地收储、旧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岸线打造、品牌营销

等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推动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与滨江发展带

联动发展,中能能源１６街坊商办、中国联通南方互联网产业基地

等项目开工.加快推进五角场功能区建设,合生广场、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等项目加快建设,研究“大五角场”地区未来发展定位.大

力建设新江湾城国际化社区,推进新江湾城F１地块开工,加快推

进国正中心等项目建设,加强部门联动,推动湾谷科技园项目招商

和创新运营模式,促进园区与复旦大学新江湾城校区资源联动,加

快引进国际化高端教育、医疗机构.着力提升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功能,合力推进国际设计一场三期等项目,集聚更多国际设计大

师、设计机构,打造上海“设计之都”的核心区域.

１２、加强联动、完善机制,积极发挥招商引资在稳增长、调结构

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政策聚焦、资源聚焦、项目聚焦、服务聚焦和

机制完善,更加突出招大引强和“两个优先”产业.建立健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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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楼宇运营”全过程“部门联动、政企

协同”机制,围绕区域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大力引进经济贡献度大、

产业关联度高的大项目,加强中小企业的引进和培育,加快产业集

聚发展.

(四)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加

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１３、进一步完善机制,着力解决重点领域民生问题.加快推进

旧区改造,努力保持旧改征收良好局面.加强“四位一体”住房保

障体系建设,加大房源筹措力度,探索“公共租赁房、廉租房”互相

转化、统筹利用机制.建立健全信用档案和收入核对机制,进一步

加强公共租赁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的准入退出管理.全面完成

“创业杨浦”、“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

务,争创首批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完善扶持创业政策,深化创业服

务体系,制定创业服务标准,加强环境支持,形成政府鼓励创业、社

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保障,

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认真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做到“应保

尽保”.进一步完善养老政策,新建区失智失能照料中心,探索打

通养老与老年护理通道,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支撑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继续做好双拥工作,支持部队项目

建设,探索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建设和管理合作机制.

１４、立足于“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制定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优化公共资源规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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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鼓励人才流动、加强资源统筹,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通过示范引领、分类实施、分步推进,以完善“双向转诊”机制为切

入点,促进区域医疗资源纵向整合.以第二届市民文化节为契机,

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放,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全面推进３０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参股、重组、独立运营等方式,参与教卫文体、养

老等社会事业、产业发展.建立区残疾人就业实训基地和助残社

工站,创建２家市示范型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社.

１５、坚持系统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加强党委领

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

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提升社工能力.全面实施«杨浦区社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健全社区治理结构,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制定实

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政策体系,开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健全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以优化产

业结构、加强公共政策引导、完善积分制服务等为重点,努力实现

“总量控制、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管理有序”的人口管理目标.以

创建国家卫生区、上海市文明城区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

理和重点区域、薄弱地区、突出顽症的综合整治,建立健全长效管

理机制,切实提高城区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加强平安建设.切

实维护城市运行及生产安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预防化解

社会矛盾.

(五)围绕聚焦提升城区环境质量的重点领域,加快推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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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

１６、进一步优化城区空间格局,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结

合重点功能区开发、旧区改造、土地收储,综合平衡开发强度,注重

连贯联通,加快形成疏密结合的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制度保障,建

立健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指标

体系、政策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

１７、聚焦实施重点工程,强化重点领域节能管理.完成４家

“三高一低”企业关停搬迁,严格实施新建项目节能审查和环境评

价.加快实施工业、商业服务业、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重点工程,

全面完成５９幢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计量装置安装和能耗监测.全

面完成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PM２５等复合型大

气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重点推进工地、堆场、混凝土搅拌站等

扬尘污染控制,加强截污纳管和区域河道生态修复.推动丹东、松

潘等排水系统建设.

附件一:２０１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表

附件二:２０１４年重大建设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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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２０１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表

类别 小类
项目
状态

主要项目

基本
建设

市政
基础
设施

竣工
长阳路(内江路－军工路)道路新建工程、双辽支路辟通工程、国定路
小改小革、区地下管线数据库建设工程、区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
统、长海路周边交通组织改善项目等

在建 大定海排水管网改造项目等

开工
长阳路拓宽工程、截污纳管工程、江浦路拓宽工程、区地下管线数据
库建设工程、长海路周边交通组织改善项目等

旧区
改造

竣工
大桥１１３街坊 A 块(方子桥)、１０９、１１０街坊、１０１街坊、８４街坊项
目等

在建
定海１５２街坊、大桥１２３、１２４(部分)街坊、平凉１３街坊、大桥１０６街
坊、１１８街坊、１１６街坊北块、１０７街坊、定海１５４街坊D块项目等

开工 平凉７街坊、８街坊、９街坊、定海１２６街坊项目等

社会
事业

竣工

政蓝幼儿园、同济一附中新疆班配套工程、鞍山初级中学教学楼加固
(校安工程)、区控江医院门诊楼改扩建工程、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
程、区中心医院信息化整体升级改造工程、安图医院公共卫生分院迁
建工程、延吉图书馆及周边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改扩建工程、区体育场
改扩建工程项目等

在建 惠民中学迁建、上理工附中教学楼重建项目等

开工
控江二村小学分部教学楼重建、杨浦图书馆(旧上海图书馆)修缮扩
建一期工程项目等

行政
设施

竣工 隋塘河绿化管理用房、区环境监测站业务用房装修项目等

在建 区市民中心(企业法人服务中心)新建工程、区委党校迁建项目等

房地产
项目

功能性
房产

竣工
湾谷科技园一期、中航科技园、紫荆广场、文通集团总部大楼、市政院
改扩建工程、百联杨浦滨江购物中心改扩建项目等

在建

合生广场、保利２２、２３街坊商住办综合、上城广场、３１１街坊商办、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３３４街坊商办、国正中心、旭辉商业广场、君汇广
场、中悦商住办综合、嘉誉广场、新江湾城２２－１、２地块商办、泰宝大
厦、新江湾城２２－３、４地块商办、君欣时代广场、凯迪商办楼、中天上
海总部大厦、创智科技中心二期、同博大厦项目等,推进２、３街坊项
目建设

开工

１６街坊商办、１４９街坊商办、五角场镇３４０街坊商办、１街坊商办、中
国联通互联网产业基地、延吉２２２街坊商办、新江湾城２４－１１地块
商办、百联杨浦滨江购物中心改扩建、新江湾城２４－３地块商办项
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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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小类
项目
状态

主要项目

房地产
项目

商品
住宅

竣工
香榭臻邸、保利香槟苑、绿地新江湾名邸、新江湾城０２－２地块住宅、
新江湾南D地块旭辉江湾墅项目等

在建
新江湾城F２地块住宅、新江湾城２０号地块住宅(嘉苑)、新江湾城

２４－１、２、４地块住宅项目等,推进１５１街坊项目建设

开工
延吉２２２街坊住宅、新江湾城E３－０７地块、新江湾城０２－１地块(金
浩园)项目等

保障性
住房

竣工 １５４街坊二期

在建
１０９街坊、１５２街坊、１１２街坊二期 A 块、１１６街坊北块、１１８街坊一
期、１０６街坊、３５８街坊一期、２２９街坊二期、１１６街坊南块、２３２街坊
项目等

开工 ２９６街坊、１１２街坊二期B、C块、１５２街坊(果品仓库)项目等

更新
和

技术
改造

知识型
现代

服务业

竣工
上海睿智城市概念软件信息服务园、上海荣臣博士蛙电子商务智能
服务中心项目等

在建
上海邮电设计i－exhibition智慧会展服务平台、美琦浦悦智慧社区
信息化服务平台、上海联创建筑设计知识管理系统(UDGKM)项
目等

开工 海立集团长阳路２５５５号综合改造、湾谷科技园功能改造项目等

高新技
术及战
略性新
兴产业

竣工
上海大亚高速数字宽带接入终端及数字机顶盒研发测试技术改造项
目等

在建
上海电缆研究所提升能源电线电缆评定能力建设、上海电控研究所
兼容型北斗车载智能信息系统与个人智能位置服务终端项目等

开工 复旦微电子千万门级FPGA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等

都市型
工业

竣工
中纺机新型剑杆织机技术改造、上海柴油机船电产品技术改造项
目等

在建
上海柴油机中轻型柴油机开发制造项目、上海柴油机开发制造轻型
柴油机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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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２０１４年重大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备注

正式项目共计５９项 ５５２７４４５

一、功能性项目(３６项)

(一)五大功能区项目(３３项)

１五角场功能区(５项)

１ 五角场镇３４０街坊商办项目 １１７５５６ 开工

２ 合生广场 ７６５６００ 续建

３ ３１１街坊南块综合项目 １９０８００ 续建

４ ３１１街坊北块综合项目 １７２０９３ 续建

５ ３３４街坊商办项目 １６５４７７ 续建

２滨江发展带(５项)

６ 滨江公共岸线示范段 开工

７ ９６街坊商办项目 开工

８ １街坊商办项目 １４１１５０ 开工

９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四期(十七棉) ３００１０ 续建

１０ 丹东路轮渡站 续建

３环同济知识经济圈(６项)

１１ １７６街坊商办楼 ７５８１３ 开工

１２ 紫荆广场 １０００００ 竣工

１３ 市政院改扩建工程 ６００００ 竣工

１４ 君欣时代广场 ６７４５０ 续建

１５ 旭辉商业广场 ９１０００ 续建

１６ 中天上海总部大厦 ４０２００ 续建

４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５项)

１７ １６街坊商办项目 ４２２３９８ 开工

１８ 中国联通互联网产业基地 开工

—８２—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备注

１９ 文通集团总部大楼 ９３８２２ 竣工

２０ 保利２２、２３街坊商住办综合项目 ４７３９１３ 续建

２１ 通北路４００号改建项目(正广和项目) １４７８８ 续建

５新江湾城(１２项)

２２ 明昌大厦(２４－６) １１９０００ 开工

２３ 新江湾城F２地块二期 ２６５０００ 竣工

２４ 中航科技园(２４－１０) ２２１１４９ 竣工

２５ 国正中心 １２５４０９ 续建

２６ 新江湾城２２－１、２地块商办项目 ８３９５４ 续建

２７ 泰宝大厦(２３－１/２) ８３３７６ 续建

２８ 君汇广场 ９０８４４ 续建

２９ 凯迪商办楼(２４－５) ４２０００ 续建

３０ 中悦商住办综合项目(２１－１/２) ８８４３０ 续建

３１ 嘉誉广场 ８７７２６ 续建

３２ 创智科技中心二期(２４－８) ３９２４７ 续建

３３ 上城广场 ２０２０８２ 续建

(二)其他区域项目(３项)

３４ １４９街坊商办项目(文通国际) １９８９５４ 开工

３５ 百联杨浦滨江购物中心改扩建项目 １２６２１ 开工

３６ 延吉２２２街坊商住办综合项目 １５８１５０ 开工

二、高校项目(５项)

３７ 上海体院中国乒乓球学院训练馆、综合楼 ５５５０ 竣工

３８ 财经大学新建学生宿舍 ８４３３ 续建

３９ 上海理工大学创新基地先进制造技术大楼

４０ 上海理工大学创新基地分析测试中心
３３９７０

续建

续建

４１ 同济研究生公寓 ９９９２ 续建

三、社会事业性项目(８项)

４２ 杨浦图书馆(旧上海图书馆)修缮扩建工程 １３８５２ 开工

４３ 政蓝幼儿园 ５１４６ 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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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备注

４４ 安图医院公共卫生分院迁建 ６８７４ 竣工

４５ 区体育场改扩建工程 １８５００ 竣工

４６ 太平报恩寺 １２５００ 续建

４７ 区市民中心(企业法人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３０７１９ 续建

４８ 惠民中学迁建 ８０９８ 续建

４９ 区委党校迁建 １１７７８ 续建

四、市政配套项目(１０项)

５０ 周家嘴路越江隧道前期征收 ２９００００ 开工

５１ 长阳路拓宽工程(大连路－宁国路) ３９５３６ 开工

５２ 截污纳管工程 １６０００ 开工

５３ 江浦路拓宽工程(控江路－周家嘴路) ７４５０ 开工

５４ 五角场地下空间(淞沪路段) ２６０００ 竣工

５５ 双辽支路辟通工程 ４２６８６ 竣工

５６ 长阳路(内江路－军工路)道路新建工程 ５８２７ 竣工

５７ 隋塘河绿化管理用房 １０８８５ 竣工

５８ 大定海排水管网改造 ８３６３７ 续建

５９ 虹杨变电站 续建

预备项目共计１９项

一、功能性项目(１１项)

１五角场功能区(２项)

１ NS－２地块 预备

２ ３１３街坊 预备

２滨江发展带(３项)

３ ４０街坊 预备

４ １１９街坊(新益棉) 预备

５ 杨树浦发电厂综合开发 预备

３环同济知识经济圈(１项)

６ 国际设计一场三期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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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备注

４新江湾城(５项)

７ 新江湾城F３地块二期 预备

８ 新江湾城F１a,b,c,d,e地块 预备

９ 绿地商办楼(２２－５/６地块) 预备

１０ 博士蛙总部基地(２４－９) 预备

１１ 湾谷科技园二期 预备

二、高校项目(２项)

１２ 财经大学体育馆 预备

１３ 财大科研实验中心大楼 预备

三、社会事业性项目(３项)

１４ 复旦附中改扩建 预备

１５ 新江湾城D５地块(卫生中心、养老院) 预备

１６ 二师附小整体重建 预备

四、市政配套项目(３项)

１７ 北横通道 预备

１８ 中环线新增国定东路下匝道工程 预备

１９ 丹东、松潘排水系统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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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杨浦区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３日印

(共印１３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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