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市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安

排，根据《江苏省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苏建计〔2024〕87号）和《南通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通政发〔2024〕17号），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扩投资、促消费，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

展重要增长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鼓励先进、淘汰落

后，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原则，以住宅电梯、供水、供气、污

水处理、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筑节能改造、环卫设施设备

更新等为重点，分类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着力

扩内需、惠民生、保安全，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绿色、智

慧运行。到2027年，对技术落后、不满足有关标准规范、节能

环保不达标的设备，按计划完成更新改造。

二、重点工作任务

（一）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督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落



实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的电梯使用安全主体责任，在安全评估

机构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开展安全评估及隐患整

治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更新

不符合标准、运行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的住宅电梯，更新

后须满足经济适用、安全耐久、运行平稳、绿色环保和通信畅

通等要求。至2027年累计更新（含整机和零部件更新）老旧住

宅电梯4000台。

（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

适应老龄化需要，坚持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属地管理、规范

安全的原则，充分考虑居民意愿、住宅结构条件、使用功能、

安全经济等因素，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引导居民

达成共识，共同商定电梯加装实施方案，工程施工不能对原结

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加装电梯，实现

无障碍通行。

（三）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实施自来水厂及居民

小区二次供水（加压调蓄）设施设备更新改造，重点改造存在

影响水质达标、老旧破损、国家明令淘汰、能耗高、运行效率

低等问题的自来水厂及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加压调蓄）设施设

备。2027年底前，更新改造4座自来水厂、83个居民小区二次

供水设施设备。

（四）污水处理设施设备更新。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更新改造存在不满足标准规定、国家明令淘汰、节能降碳不达

标等问题的设施设备，包括水泵、鼓风机、污泥处理设备、加

药设备、监测及自控设备、除臭设备、闸阀及各类专用机械设

备等。协同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增效，建设一批能源资源高

效循环利用的城镇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2027年底前，实

施设备更新的污水处理厂15座、泵站40座。

（五）燃气、供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按照各地燃气管道等

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和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工作

要求，对燃气厂站、市政管道、庭院管道、立管（含引入管、

水平干管）、进户表前管道、管道沿线附属设施等城市燃气管道

和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改造治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管道及

附属设施老化腐蚀、管道违章占压、安全间距不足、穿越密闭

空间等18类“带病运行”问题。对老旧、运行环境存在安全隐

患、不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市政和庭院供排水管道实施更新改

造。2025年底前，推进改造城镇燃气市政管道7.76公里、庭院

管道52.33公里、立管201.6公里，供排水管道245公里。

（六）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标准化更新建设。结合燃气安全

专项整治，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更新改造检验不合格、

超出使用寿命、主要部件严重受损、老化腐蚀严重、存在安全

隐患且无维修价值的设备，更新不符合现行标准要求的钢瓶。

推进瓶装液化气场站更新建设，对安全条件不达标的场站，坚



决予以关停或转为供应站点，对具备改造条件的场站按照相关

程序实施提档升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选址新建合规场站。推

动在更新改造基础上实施智能化提升建设，提高液化石油气领

域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运营水平。2027年底前，实施设施

设备更新的液化石油气充装站7座，智能化提升建设项目7个。

（七）城市生命线更新改造。全面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

程建设，围绕燃气、供水、排水、道路、桥梁、第三方施工、

地下管线交互等7个场景，建设市县两级监管系统，有序推动

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灯杆等配套物联感知设备建设，配套

搭建监测物联网，逐步实现对城市生命线工程运行数据的全面

感知、自动采集、监测分析、预警上报。积极推进新建城市基

础设施物联感知设备与主体设备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燃气

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统筹推进老旧设施智能化改造和通

信基础设施改造。2027年底前，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项目9个。

（八）推进环卫设施设备更新。按照国家和省设备节能、

环境保护、环卫行业等标准规范，更新改造高耗能、技术落后、

故障频繁、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加快生活垃圾中转压缩及处

理设施设备、环卫车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收运、分选、

破碎、再生产品生产）设施设备、可回收物分拣（分选、压缩、



打包）设备等更新，完成10条既有生活垃圾焚烧厂生产线超低

排放改造，推进填埋场规范封场和生态修复。到2027年，完成

17座以上生活垃圾转运站、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渗滤液处理等

环卫设施设备提升改造，基本完成城乡装修垃圾收运处置设施

设备体系密闭化、规范化提档，基本完成生活垃圾桶清运点问

题整治，进一步完善园林绿化垃圾、厨余垃圾处理设施体系及

小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区域统筹型垃圾收集房（箱）设施体

系。鼓励更新购置新能源车辆装备，增配城区主次干道的慢车

道、人行道和背街后巷的机械保洁设备，积极更新国四及以下

环卫车、非标环卫车、经专家鉴定已无使用价值的环卫车等老

旧环卫车，到2027年市区更新环卫车137辆以上。

（九）建筑施工设备更新。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禁

止使用超出设计使用年限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及时淘汰存在

高污染、高能耗、老化磨损严重、性能下降明显、技术落后等

问题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鼓励购置利用新能源、采用新材料、

运用智能化等相关技术且性能成熟可靠的机械设备。

（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加快对使用年限长、能效低、

节能潜力大、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能源设备（包含供暖、通风

与空调系统冷热源设备、输配系统、末端空气处理设备等）、外

门窗（幕墙）、外墙（屋顶）保温、照明设备等进行更新改造。

到2027年完成公共机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70万平方米左右。



（十一）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

工作，通过政府支持、企业促销等多种方式，支持居民开展旧

房装修、局部升级改造、加装采暖设备等，促进居住社区品质

提升。持续推进家居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促进智能家居

消费，释放家居消费潜力。持续推进工厂化生产、装配式安装

的快装墙地板、整体厨卫、整体橱柜等在家装改造中的应用。

推行《江苏省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三、配套政策

（一）加强资金保障。加强综合资金保障，根据更新需求，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国家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等项目，

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政府专项债券。鼓励企业采用绿

色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手段，依法依规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支持提取住房公

积金用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二）优化金融支持。争取更多中央、省级资金对我市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积极

争取“城新贷”支持。综合运用再贷款等金融工具和政策措施，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信贷投放力度，合

理确定贷款利率。

（三）健全费价机制。建立健全供水、污水与垃圾处理等



价格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快推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

动机制建设，稳妥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四）提升实施标准。坚持标准引领，结合我市行业发展

实际，实施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标准提升行动，推动实施

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领域相关标准，

编制相关技术指导文件，加快制定《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建设和

运行管理技术规范》《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评价规范》等市地

方标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加快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补齐短板、升级换代、提质增效，

提升设备整体水平，进一步释放投资和消费潜力。各地要高度

重视，强化部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及城管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梳理确定

更新改造需求清单，制定工作方案，出台配套政策，推动各项

任务落实落细。

（二）加大宣传解读。充分运用多种渠道、各种形式，持

续开展各类活动，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政策知晓度，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做好政策解读和答疑，对相关设施设备的建议使用

年限、超期使用安全隐患等信息开展宣传介绍。

（三）加快督促落实。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城管部门



要根据本方案细化任务分工，全面梳理辖区内各类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领域更新改造项目，建立项目库，分年度明确任务清

单，并做好信息统计，及时报送进展情况。

本方案根据国家和省级层面政策规定调整进行动态完善。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