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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

转发省发改委《关于做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2016年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省发改委《关于做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重点领

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2016年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转发给你们，请按通知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做好申报工

作。对于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的项目，请于 3月 3日中

午下班前将项目申请及下达投资计划的请示报送我局（并填

报项目汇总表，表格另发）,并附具有甲级资质的咨询机构

编制的资金申请报告（一式三份）；对于申请先进制造产业

投资基金注资的项目（企业），请在每月 9日前以电子版形

式报送我局（表格另发）（邮箱：917702818@qq.com ）。

联系人：傅田辉， 电话：13989510007，89097093。

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6年 2月 29日

抄送：各镇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经信局，开发委，

环保装备高新区管委会，市纪委派出第八纪检组。

mailto:9177028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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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增强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2016年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发改委（局）：

为做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发改产业[2015]216号）的贯彻落实工作，根据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重点领域关键技

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2016年项目申报工作的要求，现就 2016年项

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以市场潜力大、关联程度高、带动能力强、产业基础好，且

符合产业发展趋势、掌握一定关键技术、有望短期内取得突破实

现产业化为标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聚焦轨道交通装

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

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 6个重点领域，力争突

破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建立一批具有持续创新发展能力的产业

联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中国制造

的知名品牌，创建一批国际公认的中国标准，使这些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上述重点领域的具体支持方向和有关指标

要求详见附件 1。

二、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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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支持行业骨干企业和产业联盟申报的项目，鼓励行业

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等单位整合资源、集中力量、联合攻关、重

点突破。对示范应用和研发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等具有较强外部

性、公益性的项目，主要采用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等政策性方式

支持；对产业化能力建设等具有营利性、竞争性的项目，主要

采用产业投资基金注资等市场化方式支持。

三、项目申报要求

（一）对于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的项目，请各地于 3

月 3日前将项目申请及下达投资计划的请示报送我委（并填报项

目汇总表，表格另发）,并附具有甲级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的资

金申请报告（一式三份）。

申报的项目必须符合相关领域规定的具体方向和指标要

求，相关前置手续完备（核准备案、环评能评、规划、土地等文

件齐全，并作为资金申请报告的附件），采用的工艺技术先进可

靠、知识产权归属明晰。原则上优先支持整装的大项目，共性关

键零部件研制、整机及关键配套设备（部件）示范（集成）应用、

检验检测能力建设项目，以及产品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的项

目。

申报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规性负责，

在上报文件中要注明所报项目对应的具体支持方向，如工业机器

人-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研制-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伺服驱

动器。同一企业在同一地点建设的项目可以合并申报。

项目申报、审查和投资计划下达程序以及有关管理监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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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附件 2）执行。

（二）对于申请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注资的项目（企业），

请在每月 10日前以电子版形式报送我委（表格另发）。

联系人：省发改委产业处施晓雨、余小艳

联系电话：0571-87057030、87056220

传真号码：0571-87056759

电子邮箱: cyc7028@163.com

附件：1、重点领域的支持方向和指标要求

2、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 2月 29日

mailto::cyc70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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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领域的支持方向和指标要求

一、轨道交通装备

（一）重大示范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示范工程。主要示范内容为：

适用于全自动运行的信号及综合监控系统、车辆系统、LTE车地

综合承载系统，适用于全自动运行系统应用的运营维护管理系

统，全自动运行的系统级测试验证综合平台等。

（二）关键部件和系统产业化

轨道交通牵引传动系统直流高速断路器。要求满足国标

GB2141.3的要求，通过直流大容量通断能力试验和 5万次机械

寿命试验，自主化率达到 90%以上。

（三）第三方检测能力建设

1、高速铁路轮轴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承担轮轴系统的全部

型式试验内容，材料疲劳性能试验能力达到 100千牛、150赫兹，

实物产品疲劳性能试验能力达到 30千牛米、50赫兹，可进行时

速 35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轮轴系统的综合评价，以及既有轮轴系

统的综合检测和失效分析。

2、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第三方检测试验验证平台。主要技术

指标为：正线数目：单线，局部双线。最高行车速度：140公里

/小时。最小曲线半径：环线 300米，局部测试线 50米。限制坡

度：环线 35‰，局部测试线 40‰。配套建设通信系统、乘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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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安全门系统等地面配套设施，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移动验

证平台。

二、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一）重大产品示范应用

示范应用的产品为国内用户在国内船厂订造、满足重大战略

需求的高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及关键配套设备和系统，为国内

首次自主设计（包括与国外联合设计）、建造。重点产品及其主

要技术参数如下：

1、第三代多功能经济型海洋风电安装船。工作水深 45米以

上，起吊能力 1000吨以上，单桩举力 3600吨以上，吊高 130米

以上，配备 DP2以上动力定位系统，最大可安装 7MW风机，具备

自航自升、海上平台维护等功能，主吊机、升降系统、推进系统、

主发电机组、动力定位系统等关键系统及设备国内自主配套，在

风电安装船上实现首台（套）应用，设备本土化装船率达到 90%

以上。

2、智能型特大集装箱船。22000TEU级以上，配置高效新型

主机、双燃料储存及供气系统，配置对转桨、节能导管等高效节

能装置，配置基于物联网的全船统一智能网络，配置船基数据中

心，具备船岸数据交互能力，服务航速（22.5节）油耗小于 195

吨/天，IMO EEDI低于参考线 30%，船用设备本土化装船率达到

90%以上。

3、极地船舶。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公约和航道管理机构

相关规则，适应极地高寒环境条件，冰区加强等级 PC4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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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设备本土化装船率达到 90%以上。

4、超大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VLGC）。总舱容为当前世界最

大的 85000立方米，船用主机国内配套，液货系统首次国内自主

集成，船用设备本土化装船率 70%以上，满足 IMO EEDI第二阶

段要求，单位油耗下降 15%以上。

5、新型极地轻量化多功能钻井船。可在巴伦支海域作业，

工作环境温度-25℃—45℃，工作水深 3000米以上，具备水下作

业安装、水下机器人操作、修井和试井等多种功能，满足全球所

有排放控制区域的排放要求。

6、极地冰区半潜式钻井平台。可在北海海域和巴伦支海域

作业，工作环境温度-25℃—35℃，工作水深 1000米以上，最大

钻井深度 8000米以上，甲板可变载荷 4000吨以上，具备冰区拖

航能力，配置电伴热或防风墙等防冰措施，配置 DP3动力定位系

统和 8点锚泊系统，能够抵御北海百年一遇风暴（有义波高 17.3

米）。

（二）关键系统和设备产业化

要求承担单位为国内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或其

与上下游相关企业和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已通过权威机构鉴定具备产业化条件。支持重点及其主要技

术参数如下：

1、大功率中速双燃料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16500千瓦以

上，燃气消耗率 7200千焦/千瓦时以下，转速 600-750转/分钟，

平均有效压力 20巴以上。



4

2、综合导航系统。包括操舵控制系统、电子海图显示与信

息系统、导航雷达、数据显示系统等，符合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电工委员会等的相关标准要求，配套我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电

罗经、磁罗经、计程仪、测深仪等核心设备，具备航线规划、航

线监控、避碰、航迹控制、数据显示及报警管理等功能，满足远

洋运输船、海洋工程船、公务执法船装船需求。

（三）重大产品研发和试验检测平台建设

满足未来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需要，重

点支持产品研发设计、试验检测、检验认证设施和能力建设。要

求承担单位或牵头单位为国内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建造、关

键配套骨干企业，海洋油气开发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拥有相关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或为国家级标准化委员会挂靠单

位，或为国家级检测、认证中心的依托单位，具有较强的产品研

发、试验、检测以及技术扩散和服务能力。

三、工业机器人

（一）整机系列化产品开发应用及数字化生产方式改造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生产线。项目机器人数量不少

于 40台套。其中采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占比不低于

60%，且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装配的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

及驱动器 3项关键零部件中有 2项及以上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内产品。

（二）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研制

1、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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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供电电压 220/380伏，功率 0.1-15千瓦，最大

瞬时过载能力达到 4倍，过载持续时间达 1秒，最高转速 6000

转/分，额定输出扭矩 0.32-32牛米，峰值扭矩 1.6-160牛米，

采用国产编码器者优先。伺服驱动器：供电电压 220/380伏，最

大瞬时过载能力达到 3.5倍，过载持续时间达 0.5秒，空载速度

环带宽在 600赫兹以上，电流环带宽在 3000赫兹以上，具备参

数在线调节功能，支持两种以上高速现场总线接口。应用量在自

主品牌同类产品中居于领先水平。

2、工业用数字摄像机/智能像机研制

数字摄像机：符合 GigE Vision或 USB3 Vision标准，实现

分辨率可达 30万至 1500万像素，帧率 7-850帧/秒，模数转换

精度可达 14位，像素深度 8-12位，清晰度 400-3000线。逐步

应用自主可控的 CCD和 CMOS传感器，机械尺寸与世界先进水平

基本保持一致，实现基于低速相机的光场和光谱捕捉，提高工业

机器人对目标识别定位和材料类别的分析识别能力。提供二次开

发接口，满足必要的工业认证。产品应用量在自主品牌同类产品

中居于领先水平。产品达到或接近国际领先水平。智能像机：采

用低功耗多核并行处理等技术，实现分辨率可达 30万至 500万

像素， 帧率 7-850帧/秒，支持丰富的工业总线标准，对作业环

境中整体和局部光照的变化具有智能恒常能力，可以兼容先进的

第三方软件平台，提供丰富的二次开发接口，模数转换精度可达

14位, 像素深度 8-12位, 清晰度 400-2000线。逐步应用自主

可控的 CCD和 CMOS传感器，机械尺寸与世界先进水平基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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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满足必要的工业认证，通过配置可满足绝大部分机器视觉

应用需求，如正反/缺失检测、定位、测量、计数、字符识别、

条码识别、二维码识别、缺陷检测、任意形状物体识别和定位等，

并在识别率和测量精度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应用量在

自主品牌同类产品中居于领先水平。产品质量达到或接近国际领

先水平。

（三）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集成应用

重点支持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整机生产企业，年产销 6轴及

以上工业机器人不少于 500台，项目实施后采用自主品牌关键零

部件（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比例达到 50%以上

（按价值量计算）。支持整机生产企业为采用自主品牌关键零部

件进行制造和检测车间适应性改造，对于达到指标要求的整机生

产企业，按照年度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合同采用总价的 30%给予

补贴。

四、新能源汽车

（一）整车控制系统

1、产品实现在整车产品上的应用，整车控制器及相关零部

件产品生产纲领不低于 15万套/年。

2、实现整车、电池、电机等系统集成控制，产品至少实现

重量降低 20%、体积减小 25%、成本降低 30%。

3、产品具备能量管理、故障诊断、容错控制和主动安全控

制等方面的功能，可实现车辆智能化控制技术应用，控制精度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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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身和结构轻量化

1、实现轻质合金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车身、底盘及零部件

产品生产纲领不低于 20万套/年。

2、实现轻质合金材料在底盘核心零部件的应用，产品抗拉

强度、屈服强度等主要机械性能指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15%以上，

零部件减重 30%以上，汽车整车重量减重 15%以上，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三）插电式深度混合动力系统

1、项目承担企业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市场占有率在 20%

以上，或与两家以上整车生产企业组成联合体，产品实现在整车

产品上的产业化应用，乘用车深度混合动力系统产品生产纲领不

低于 15万套/年，商用车深度混合动力系统产品生产纲领不低于

2万套/年。

2、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全面提

升，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达到时速 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不超过

10秒，综合工况下油耗低于 2升/百公里；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

客车综合工况下油耗低于 20升/百公里（气耗 22标准立方米/

百公里）或节油节气率达到 50%以上。

3、产品机电耦合系统具有创新性设计，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和耐久性，乘用车耦合系统效率不低于 94%，总成质量小于 90

公斤。

4、设计满足模块化、系列化要求，可以开发出系列化的插

电式深度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



8

（四）先进动力电池和系统集成

1、产品实现在整车产品上的产业化应用，单体电池产品生

产纲领不低于 10亿瓦时/年；乘用车电池系统集成产品生产纲领

不低于 15万套/年；商用车电池系统集成产品生产纲领不低于 2

万套/年；动力电池产品市场占有率在 10%以上。

2、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超过 230瓦时/千克，循环寿命不

低于 1500次。实现动力电池产品的配方、生产工艺和制备技术

的突破。实现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关键原材料自主化。

3、动力电池系统集成效率大于 70%，安全性达到国家标准，

低温性能优于国家标准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轻量化设计，

箱体、上盖等采用轻量化材料，并采用主动安全、热均衡、热管

理技术。

（五）高性能纯电直驱和增程动力系统

1、产品实现在大型公交车、中轻型客车整车产品上产业化

应用，生产纲领不低于 2万套/年。

2、纯电直驱系统电机功率密度达到 2.7千瓦/千克以上，系

统效率不低于 94%；大型公交车用纯电直驱系统最大输出转矩不

低于 10000牛米，实现最高车速大于 85公里/小时、最大爬坡度

大于 26%、续航里程大于 250公里；中轻型客车用纯电直驱系统

最大输出转矩不低于 4000牛米，实现最高车速大于 130公里/

小时、最大爬坡度大于 30%、续航里程大于 250公里；电子差速

控制系统设计具有创新性，提高整车操纵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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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增程发动机、发电机及增程器系统集成技术突破，

产品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传统发动机增程器系统比功率不低

于 0.65千瓦/千克，发动机最低比油耗低于 230克/千瓦时、最

高效率不低于 95%；为燃料电池等新型发动机技术提供产业化平

台。

五、现代农业机械

（一）重点农机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

重点支持动力换挡拖拉机、高含水率玉米籽粒收获机、玉米

精密播种机、大型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采棉机及采棉头、

甘蔗收获机、大型自走式饲料收获机、大马力拖拉机转向驱动桥、

大型收获机液压转向驱动桥、大马力拖拉机电液提升器等产品，

主要技术参数见《现代农业机械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发

改办产业[2015]635号）；拖拉机驾驶室：覆盖功率达到 400马

力，具备防滚翻、隔热降噪等安全环保装置，驾驶室内压力高于

外部 70Pa以上，驾驶员耳旁噪声不高于 78dB(A)。要求承担单

位为国内农机整机、零部件制造骨干企业，设有独立的研发部门，

拥有稳定的研发投入，具备较完整的产品开发设计能力。

（二）重点农机装备示范应用

支持自主品牌重点农机装备示范应用。要求示范应用单位为

国内农场、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机作业服务企业；重点支持品种

及技术参数见《现代农业机械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发改

办产业[2015]635号）。其中动力换挡拖拉机、CVT无级变速拖拉

机要求 100马力及以上，高含水率玉米籽粒收获机要求喂入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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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秒及以上，采棉机要求行数 3行及以上。

（三）研发检测能力提升

支持骨干农机企业产品研发设施水平和能力提升，支持建设

面向行业服务的重点产品开发平台，支持产品检验检测平台和第

三方认证机构建设。要求承担单位或牵头单位为国内骨干农机制

造企业、骨干科研院所，或省级以上农机试验鉴定单位。其中骨

干农机制造企业、骨干科研院所要求拥有相关领域的国家级创新

平台，或为国家级标准化委员会挂靠单位，或为国家级检测、认

证中心的依托单位，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试验、检测以及技术

扩散和服务能力。省级以上农机试验鉴定单位要求具有国家授权

的相关产品鉴定资质。

六、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

（一）医疗器械关键零部件及整机开发项目

重点开发医学影像设备所需的数字化探测器、超声探头、超

导磁体、高热容量 X射线球管等关键部件。重点研制核医学影像

设备 PET-CT及 PET-MRI、超导磁共振成像系统（MRI）、多排螺

旋 CT、数字化 X射线机（DR）、彩色超声诊断设备、图像引导放

射治疗装置、手术机器人、高性能无创呼吸机、电子内窥镜等设

备。关键零部件项目主要依托产业联盟实施，产业联盟由骨干零

部件企业与整机生产企业通过股权合资、技术合作等形式组建，

每个产业联盟主攻一类关键零部件产品，上下游联动、协同推进

关键零部件研制及应用。整机开发项目主要依托骨干整机生产企

业，开展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具体产品指标要求，按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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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医疗器械和药品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发改办产业[2015]

636号）执行。

（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化及应用示范项目。

支持自主品牌重点高端医疗器械产品示范应用（参照（一）

中产品）。主要依托产业联盟实施，产业联盟由骨干整机生产企

业与医疗机构通过产品合作、技术合作等形式组建，每个产业联

盟主攻一类高端医疗器械，开展自主品牌高端医疗器械应用示

范。

（三）高端药品开发项目

推动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创新和产业化，重点开发靶向性、高

选择性、新作用机理的抗肿瘤药物、心脑血管药物、糖尿病药物、

单克隆抗体等免疫系统药物、抗超级细菌感染药物。加快市场潜

力大、临床价值高的国外专利到期药品仿制，重点仿制治疗肿瘤、

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免疫系统、耐药性感染等重大疾病的药

物。重大创新药物产业化主要依托产业联盟实施，产业联盟由骨

干医药企业联合产品和技术相近的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科研院

所等组建，开展药物筛选、合成、临床应用等创新药物开发和产

业化。重大仿制药物产业化项目主要依托骨干医药企业实施，开

展重大专利到期药物的首次开发和产业化。具体产品指标要求，

按照《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发改办

产业[2015]636号）执行。

（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主要依托高端医疗器械或药品骨干企业与协会、科研院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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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等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实施，平台主要提供

医疗器械、药品的质量检测、标准制订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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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充分发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专项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投资项目管理，

根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3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专项资金是指

用于支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项目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资金。所称补助是指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投资给予的投资补助资

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安排方式以补助资金为主。单个项目的补

助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相关规划政策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对于共性关键零部件研制、整机及关键配套设备

（部件）示范（集成）应用以及检验检测能力建设项目，原则上

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或合同采购总价）的 30%予以中央预算内投

资补助；其余项目，原则上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 15%予以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

第四条 专项资金安排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

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

医疗器械和药品等领域符合支持方向的企业项目。项目单位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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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的经济规模，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信誉良好，企业

无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条 项目要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依法

办理备案（核准）、环评、能评、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前置条

件。根据《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需要国家核准的项目，

按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第二章 项目的组织申报、审查和投资计划下达

第六条 地方企业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发展改革

部门）组织，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报项目申请（含项目资

金申请报告）及申请下达投资计划的请示。中央企业项目，由中

央企业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报项目申请（含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及申请下达投资计划的请示。

第七条 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要委托国内具备相应资质的咨

询、设计单位编制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要包括以下

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内容、技

术工艺、总投资及资金来源，以及各项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等；

（三）申请专项资金支持的理由和政策依据；

（四）项目招标内容。

第八条 报送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时应附以下文件、资料：

（一）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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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贷款需求的项目须出具银行贷款承诺函；

（三）项目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的证明材料；

（四）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意见；

（五）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适用于城市

规划区域内的投资项目）；

（六）有新增土地的建设项目，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用

地预审意见；

（七）节能审查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八）项目开工建设的证明材料；

（九）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十）项目报批文件中须附有设备采购清单。

第九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到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和中

央企业上报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后，委托具有甲级资质的第三方

评估咨询机构对项目进行竞争性评审，评审内容为：

（一）符合《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发改

产业[2015]216号）及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

械和药品等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明确的支持方向；

（二）项目工艺技术先进性和适用性；

（三）项目单位经营能力和工程建设管理能力；

（四）项目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五）项目实施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六）提交的相关文件齐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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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对项目资金

申请报告进行批复，并下达投资计划。

第十一条 已按规定核准的中央企业或地方企业项目申请新

增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时，项目评审程序可适当简化。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加强项目的监督检查，

及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及中央企业，要依

据职责分工，指定专人加强项目管理，按要求向国家发展改革委

报告项目建设实施情况和重大事项。认真组织项目竣工验收。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要加强工程施工、财务、补助资金使用

的管理，不得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和目标。投资项目不能按计

划完成既定建设目标的，项目单位要及时报告情况，说明原因，

提出调整申请，由相关部门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

办理。项目审批部门要加强对设备招投标的监督和指导，确保设

备采购方案的落实。

第十四条 对弄虚作假骗取补助资金，截留、挪用、转移、

侵占补助资金，擅自改变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目标等行为，除按

国家有关规定对项目建设单位和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和经济处

罚外，还要进行以下处理：

（一）限期整改；

（二）停止拨付补助资金；

（三）限期回收已拨付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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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触犯法律的单位或个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