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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核定并公布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沪府发〔２０１４〕２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政府核定市文物局提出的新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８５处,归并入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３
处,将纪念地点、保护地点、抗日战争纪念地调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４７处,现予公布.

各区县政府、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既注重

有效保护、夯实基础,又注意合理利用、发挥效益,努力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

附件:１．新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２．归并入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３．纪念地点、保护地点、抗日战争纪念地调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附件１

新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黄浦区(１２)

１ 外滩信号台
中山东二路１号

(甲)
１９０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 小桃园清真寺 小桃园街５２号 １９１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 清心堂 大昌街３０号 １９２３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 中国记协成立大会会址
山西南路１８２－

２００号
１９２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 江南制造总局旧址 浦西世博园区内 清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会址
淡水路３３２弄１号 １９３０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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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７ 中国科学社暨明复图书馆旧址 陕西南路２３５号 １９２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８ 清心女子中学旧址 陆家浜路６５０号 １９２１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９ 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建国中路

２０号、２２号
１９１５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０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新昌路９９号 １９３１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１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 浙江中路１１２号 １９２８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２ 世春堂 梧桐路１３７号 １６４０年 古建筑

徐汇区(１３)

１３ 黄家花园旧址 桂林路１２８号 １９３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４ 上海特别市政府旧址 平江路４８号 １９２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５ 丁香花园
华山路８４９号

１号楼
１８６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６ 东平路９号住宅 东平路９号 １９３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７ 新乐路东正教堂 新乐路５５号 １９３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８ 蒲石公馆旧址 太原路１６０号 １９２８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１９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建筑群 华山路１９５４号
１８９８－
１９３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０ 巴金旧居 武康路１１３号 １９５５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１ 张澜旧居 永嘉路３２１弄８号 １９４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２ 夏衍旧居
乌鲁木齐南路

１７８号２号楼
１９４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３ 江南弹药厂旧址
龙华路２５７７号

(烈士陵园北部)
１８７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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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２４
徐家汇天主教

历史建筑群

徐家汇观象台旧址 蒲西路１６６号 １８９９年

徐家汇藏书楼旧址 漕溪北路８０号
１８９６－
１８９７年

徐汇中学崇思楼旧址
虹桥路６８号

(原５０号)
１９２０年

徐家汇圣母院旧址 漕溪北路２０１号 １９２９年

土山湾孤儿院旧址 蒲汇塘路５５号 １８６４年

天主教大修院 漕溪北路３３６号 １９２８年

启明女校旧址 天钥桥路１００号 １９１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５ 黄兴旧居 武康路３９３号 １９１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静安区(５)

２６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武定路９３０弄１４号 １９２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７ 陕西北路宋家老宅旧址 陕西北路３６９号 １９１８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８ 铜仁路史量才旧居 铜仁路２５７号 １９２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２９ 南京西路１４００－１４１８号住宅
南京西路１４００－

１４１８号
１９２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０ 荣宗敬旧居 陕西北路１８６号 １９１８年前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长宁区(６)

３１ 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 万航渡路１５７５号
１８９４－
１９０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２ 息焉堂 可乐路１号 １９２５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３ 万国公墓旧址
长宁区虹桥路

１２９０号
１９０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４ 上钢十厂冷轧带钢车间旧址 淮海西路５７０号 １９５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５ 李鸿章祠堂 华山路１６２６号 １９０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６ 中西女塾旧址 江苏路１５５号 １９１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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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普陀区(１)

３７ 中央造币厂旧址 光复西路１７号 １９２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闸北区(５)

３８ 浙江路桥
浙江中路与

浙江北路连接处
１９０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３９ 上海总商会旧址 北苏州路４７０号 １９１５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０ 钱氏宗祠
共和新路１５５５号

闸北公园内
民国初期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１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浙江北路１９１号
１８９９－
１９３１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２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
临山路

２０２－２０４号处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虹口区(５)

４３ 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四川北路１９５３弄

永安里４４号
１９２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４ 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旧址 沙泾路１０号、２９号 １９３３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５ 沈尹默旧居 海伦路５０４号 １９４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６ 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
四川北路１９５３弄

１３５号
１９２８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７ 摩西会堂旧址 长阳路６２号 １９０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杨浦区(８)

４８ 飞机楼 长海路１７４号 １９３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４９ 沪江大学历史建筑群 军工路５１６号
１９０６－
１９４８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０ 陈望道旧居 国福路５１号 １９５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１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 杨树浦路２８００号 １９１３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２ 上海煤气公司杨树浦工场旧址 杨树浦路２５２４号 １９３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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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５３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 杨树浦路２８６６号 １９２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４ 东区污水处理厂旧址 河间路１２８３号 １９２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５ 密丰绒线厂旧址 波阳路４００号 １９３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浦东新区(６)

５６ 翊园
康桥镇川周公路

２６０７号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４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７ 陈桂春住宅 陆家嘴东路１５号 １９１７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８ 高桥仰贤堂
高桥镇

义王路１号
１９３３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５９ 民生码头 民生路３号
２０世纪

１０年代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０ 新场第一楼书场
新场镇新场大街

４２４号
清 古建筑

６１ 新场信隆典当
新场大街

３６７－３７１号
清 古建筑

闵行区(４)

６２ 民国上海县政府旧址
颛桥镇沪闵路

２５５０号大院内
１９３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３ 漕宝路七号桥碉堡
七宝镇漕宝路

七号桥东堍北侧
民国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４ 上海普慈疗养院旧址
颛桥镇沪闵路

３２１０号
１９３５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５ 南张天主堂
莘庄镇秀文路

４８５弄５０号
１９０１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奉贤区(１)

６６ 沈家花园 解放路５０２号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金山区(４)

６７ 枫泾消防纪念塔及东区火政会

枫泾镇枫思路５１号

北侧;枫泾镇生产街

１２２－１２４号

１９２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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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６８ 人民公社旧址 枫泾镇和平街８５号 １９５９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６９ 姚光故居
张堰镇新华中路

１３９号
１８９１年 古建筑

７０ 朱学范故居及墓
枫泾镇新街１１号;

枫泾公墓内

１９０５年

前后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松江区(５)

７１ 颐园 松汇西路１１７２号内 明、清 古建筑

７２ 醉白池 人民南路６４号内 清 古建筑

７３ 大仓桥
永丰街道中山西路

仓桥弄南
１６２６年 古建筑

７４ 辰山古遗址 辰山南麓市河两侧 商、周 古文化遗址

７５ 中泾圣母领报堂
松江工业区新兴村

南新２２４号
１９３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青浦区(３)

７６ 万寿塔 夏阳街道塔湾村 １７４３年 古建筑

７７ 曲水园 公园路６１２号
１８８４－
１９１０年

古建筑

７８ 迎祥桥 金泽镇金溪居委会 １４６２年 古建筑

嘉定区(６)

７９ 嘉定城墙遗址

北水关遗址 嘉定镇北大街 明

南水关 嘉定镇南城河东街 清

西水关 嘉定镇人民街 清

南城墙 嘉定镇南大街 明

西城墙 嘉定镇西大街 明

古建筑

８０ 古猗园 沪宜公路２１８号 明至民国 古建筑

８１ 钱大昕墓
嘉松北路６３３号

清竹园内
１８０５年 古墓葬

８２ 印家住宅 娄塘南新路１６９号
清末

至民初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８３ 娄塘天主堂
娄塘人民街

１４２－１５８号
清 古建筑

８４ 沈家祠堂 江桥镇星火村 １９１６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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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地　址 年　代 类　别

宝山区(１)

８５ 大中华纱厂及华丰纱厂旧址 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１９１９－
１９３２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附件２

归并入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序号 总名称 单体名称 区县 地　址 年代 类　别 备　注

１

“大 上 海 计

划”公 共 建

筑群

旧上海市图

书馆

旧上海市博

物馆

旧上海市立

医 院、市 卫

生试验所

杨浦

黑山路１８１号 １９３６年

长海路１７４号 １９３６年

长海路１７４号、

中原路３２弄
１９３６年

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与原市级文物保护

单 位 “江 湾 体 育

场”、“旧 上 海 市 政

府 大 楼 ”合 并 为

“‘大 上 海 计 划’公

共建筑群”

２ 松江方塔园

兰瑞堂

天妃宫

陈化成祠

望仙桥

松江

中山东路

２３５号内
明

中山东路

２３５号内
１８８４年

中山东路

２３５号内
１８９８年

中山东路

２３５号内
南宋

古建筑

与原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砖刻照壁”合
并为“松江方塔园”

３ 南翔寺山门遗址及古井 嘉定
南翔镇解放街

南翔砖塔前
宋 古建筑 归入“南翔寺砖塔”

附件３

纪念地点、保护地点、抗日战争纪念地
调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序号 名　　称 区县 时　间 地　　点

１
五 四 以 来 上 海 革 命 群 众 集 会 场

所———南市公共体育场
黄浦

１９１９－
１９３７年

黄浦区大吉路２０８号(方斜路５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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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区县 时　间 地　　点

２ 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旧址 普陀 １９２５年 普陀区原潘家湾三德里１９－２２号

３ “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黄浦
１９２５年

５月３０日
黄浦区南京东路７７２号

４ 上海总工会旧址 闸北 １９２７年 闸北区中兴路８２８号

５ 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 闸北 １９２７年 闸北区宝山路５８４号

６
“四一二”惨案革命群众流血牺牲

地点
闸北 １９２７年

闸北区宝山路鸿兴路口２２０－３００号

一带

７ “五卅”运动初期的上海总工会遗址 闸北 １９２５年 闸北区宝山路宝山里２号

８ 内山书店旧址 虹口 １９２７年 虹口区四川北路２０４８号

９ 上海大学遗址 闸北 １９２３年 闸北区青云路青云里

１０ “五卅”烈士墓遗址 虹口 １９２６年 虹口区新同心路１号处

１１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遗址 黄浦 １９２５年
黄浦区黄家阙路 ９９ 号(原庆安里 ２
号)

１２ 沪西工友俱乐部遗址 普陀 １９２５年 普陀区安远路２８０号、２８２号

１３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遗址
虹口 １９２５年 虹口区东宝兴路２５４弄２８支弄８号

１４ 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 黄浦 １９４９年 黄浦区中山东一路１３号

１５ 刘晓故居 静安
解放战争

时期
静安区愚园路５７９弄４４号

１６ 刘长胜故居 静安
解放战争

时期
静安区愚园路８１号

１７ 路易艾黎故居 长宁 １９３２年 长宁区愚园路１３１５弄４号

１８ 同盟会中部总会秘密接洽机关遗址 闸北 １９１１年 闸北区浙江北路(近天潼路)

１９ 吴淞炮台遗址 宝山 １８７４年
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塘后支

路２７号内

２０ 山海工学团遗址 宝山 １９３２年 宝山区沪太路行知路(大场镇)

２１ 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 宝山 １９３７年 宝山区友谊路１号临江公园内

２２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黄浦 明 黄浦区乔家路２３４－２４４号

２３
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

的斗争———四明公所血案地点
黄浦

１８７４年和

１８９８年
黄浦区人民路８５２号

２４ 上海总工会秘密办公机关旧址 虹口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年

虹口区四平路１２２弄２１号(原溧阳路

９６５弄２１号)

２５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

地点
黄浦

１９２７年

３月
黄浦区自忠路３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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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区县 时　间 地　　点

２６ 上海书店遗址 黄浦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６年

黄浦区人民路以东,万竹街以南

２７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遗址 静安 １９２２年 静安区大沽路４００号、４０２号

２８ 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 静安 １９２９年 静安区新闸路６１３弄１２号

２９ 鲁迅存书室 虹口 １９３３年 虹口区溧阳路１３５９号二楼

３０ 亭林古文化遗址 金山

新石器时

代和商周

时期

金山区亭林镇平南路以西、华亭路以

南(亭林公园及周边)

３１ 查山古文化遗址 金山

新石器时

代和商周

时期

金山区金山卫镇查山东麓

３２ 寺前村古文化遗址 青浦

新石器时

代和商周

时期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天一村

３３ 戚家墩古文化遗址 金山
春秋战国

和西汉
金山区石化街道临潮三村

３４ 平原村古文化遗址 松江 商、周时期 松江区佘山镇平原村东南

３５ 柘林古文化遗址 奉贤
新石器

时代
奉贤区柘林奉贤盐场

３６ 刘夏古文化遗址 青浦
西周至

战国时期
青浦区赵巷镇刘夏村

３７ 金山坟古文化遗址 青浦

新石器时

代和春秋

战国时期

青浦区练塘镇东厍村

３８ 汤庙村古文化遗址 松江

新石器

时代和

秦汉

松江区小昆山镇汤庙村西南

３９ 老宝山城遗址 浦东 清代 浦东新区高桥镇

４０ 招贤浜古文化遗址 金山

新石器时

代和商周

时期

金山区亭林镇松金公路与上海绕城高

速 G１５０１交叉口东南、桥港河两岸

４１ 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宝山 １９３６年 宝山区庙行镇东南

４２
侵华日军金山卫城登陆地点(金山

县金山卫城老南门)
金山 １９３７年

金山区石化街道南安路８７号(近学府

路)

４３ 吴淞炮台抗日遗址 宝山 １９３２年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山一村居委塘后

路１０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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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区县 时　间 地　　点

４４ 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地点 宝山 １９３７年 宝山区罗泾工业园区川纪路１５８号

４５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宝山 １９４６年
宝山 区 罗 店 镇 罗 太 路 ３５２ 弄 １５ 号

陈伯吹中学内

４６ 金山卫城侵华日军杀人塘 金山 １９３７年
金山区金山卫镇老卫清路与古城路交

叉口东北２００米处

４７ 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 闸北 １９３７年 闸北区光复路２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

沪府发〔２０１４〕３０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全面推进覆盖本市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导原则)

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建
立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

接,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

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市户籍,年满１６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第四条　(管理部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农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区县政府应当做好本辖区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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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五条　(基金构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第六条　(个人缴费)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５００
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１５００元、１７００元、１９００元、２１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２８００元、３３００元１２个

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第七条　(集体补助)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或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成员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资范

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最高

缴费档次标准.

第八条　(政府补贴)

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区县政府对本辖区户籍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按照每年５００元、７００元、９００元、１１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１５００元、１７００元、１９００元、２１００元、２３００元、２８００元、３３００元缴费标准,对应的缴费补贴标准为每年２００
元、２５０元、３００元、３５０元、４００元、４２５元、４５０元、４７５元、５００元、５２５元、５５０元、５７５元.

区县政府为本辖区户籍的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的养老保险费.重度残疾人

的个人缴费标准按照每年１１００元确定,其中,个人按照缴费标准的５％缴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代缴

６００元,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代缴.重度残疾人中领取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人员,个人不缴费,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代缴６００元,区县财政代缴５００元.具体办法,由市残联和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另行

制定.

第九条　(标准调整)

个人缴费标准和缴费补贴标准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依据本市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等情况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　(建立个人账户)

本市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区县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

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

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第三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一条　(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年满６０周岁、累计缴费满１５年,且未领取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

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

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６０周岁且未领取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本办法

实施之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１５年的,不足年份应当

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补缴后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１５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１５年的,应当按年缴

费,累计缴费不少于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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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待遇构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第十三条　(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５４０元(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累计缴费超过１５年的参

保人员,每超过１年,其基础养老金增加１０元.

基础养老金由市财政(含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区县财政按照３０％和７０％的比例分担.其中,区县

财政对本辖区户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承担相应的基础养老金.

第十四条　(待遇调整)

本市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根据全国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以及本市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五条　(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１３９.参保人死亡,其个人账户资金余

额可以依法继承.

第十六条　(丧葬补助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养老金,其家属可以领取标准为３６００
元的丧葬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和区县财政按照３０％和７０％的比例分担.其中,区县财政对本辖

区户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承担相应的丧葬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标准的调整,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依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

情况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七条　(资格认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村(居)民委员

会应当协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社区)范围内对参保人员待遇领取资格进

行公示,并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比对,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第四章　转移接续与制度衔接

第十八条　(制度内转移接续)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省市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
以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照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

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已经按照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

第十九条　(相关制度衔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制度、优抚安置、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

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被征地人员、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精减退职回乡老职工配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办法,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新老制度衔接)

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后,新农保制度中原参加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原享受老年农民养

老金补贴人员,以及城居保制度中原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待遇人员,按照“锁定人群、待遇平稳过

渡”原则处理.
—４１— (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一)新农保制度中原参加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员按照规定可以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继续享

受,所需资金由新农保基金中的“原统筹基金”承担,使用完毕后由区县财政继续承担.
(二)新农保制度中原享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人员按照规定领取的过渡性养老金补贴继续享受,

所需资金由区县财政承担.
(三)城居保制度中原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待遇人员按照规定领取的高于基础养老金的１００

元继续享受,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和区县财政按照３０％和７０％的比例分担.

第五章　基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基金管理和运营)

将新农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管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市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

核算,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市财政和区县财政承担的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由市财政和区县财政分项目拨付至市社会保

障基金财政专户.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另行

制定.

第二十二条　(基金监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基金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

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积极探索有村

(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六章　经办管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

第二十三条　(经办机构)

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区县政府确定本区县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具体受理.

第二十四条　(经办管理服务)

区县政府应当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

管理资源,充实加强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为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专业培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各项

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认真记录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并按照规定妥善保存.

第二十五条　(工作经费)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

第二十六条　(信息化建设)

建立市级集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金保工程”)建设,

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将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市、区县、乡镇(街道)、社
区实时联网,有条件的区县可以延伸到行政村,方便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和参保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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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实施细则)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　(施行期限)

本办法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本市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２０１０〕３９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的实施意

见»(沪府发〔２０１１〕８８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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