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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杨冬）上海新一轮城市总
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已全面启动。在昨天举行
的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议上，市规划国土
资源局副局长史家明解读《关于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强本市耕地保护
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稿"）等相关文件时表示，“增效”和“减
量”将是上海土地管理的两大主题词。
“意见稿”中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锁

定城市发展边界，确立生态保护红线。史家明
指出，从上海土地利用的大结构看，城乡建设
用地占比已明显高于大伦敦、大巴黎和东京
圈等国际大都市的比例，重要的生态结构空
间仍然面临被进一步蚕食的压力；从建设用
地内部的小结构看，上海工业用地规模占比
明显高于巴黎、东京等城市，而公共绿地规模
占比仅为发达国家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左右；从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看，本市目前地
均 !"#产出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东京的九
分之一。
在郊区集中建设区外，目前建设用地绝

大部分为农民宅基地和低效工业用地，布局
零星分散，基础设施配套不全，环境状况不
佳；土地权属和实际使用情况复杂，利用效率
较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存在一定隐患。
史家明还透露，按照规划明确的本市建

设用地总量规模，若按照以往年均 $%平方
公里以上的新增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将提前
触及建设用地的“天花板”，必须按照规划
空间严格控制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数量 #年均

约 !"平方公里$。
“未来上海的新增空间不能仅依靠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更多地必须从建设用地布
局调整、结构优化上寻找出路。”史家明表示。

! ! !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

专家陈杰教授!

上海要严守建设用地总量% 新增建设用地

的数量逐年下降% 这一精神符合前不久国土资

源部关于特大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要求& 这实际

上就是一种!倒逼"%要求上海内部挖潜& 过去%

上海土地的利用率一直不高& 今后必然要将一

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迁移出去% 加快原先被占

用的存量土地转换用途% 从而使上海产业结构

更加轻型化'金融化& 本报记者 杨冬 整理

! !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规划发展处处长

管群飞!

要在评估上一轮绿化系统规划' 森林规划

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本市绿'林'湿

地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现状布局'存在问题等%

对各类生态空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研究% 确定

市域生态空间中的重要生态资源& 明确划示林

地建设保护控制线'重要湿地保护控制线'野生

动植物重要栖息地控制线'城市绿线&

本报记者 沈敏岚 整理

! !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孙立坚教授!

上海作为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排头兵%应

有所取舍%不做全而做精&上海的金融在服务业

中的占比%和全国相比具有突出的位置&上海有

资源瓶颈压力%拆旧建新成本大&通过软实力的

提高%发展高附加值行业%可充分发挥上海在制

度'人才'教育'财富管理中心等优势&上海要主

动以开放包容心态与全国各地更好地进行产业

链合作& 本报记者 谈璎 整理

建设用地!天花板"将提前触顶
上海将按规划严控数量 每年新增约!"平方公里

这是一种!倒逼"

确定重要生态资源

不做全而做精

细化博物馆规划管理

! ! ! !上海未来城市发展面临哪些困难、哪些
瓶颈？在昨天举行的第六次规划土地工作会
议，市规土局有关负责人指出，随着城市发展
和人口、空间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未来上海
城市发展面临着城市功能转型、人口持续增
长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多重压力。

! 城市规模 全市现状人口和用地规模
已超过总体规划确定的 &%&%年指标。各类资
源、各项市政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设施等供应
能力有限，难以应对城市规模的持续增长。人
口分布和建设用地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集
中了全市约 '%(的人口，人口密度居高不下，
全市工业用地比重偏高，绿地、公共设施等用
地比重偏低。

! 空间布局 上海与周边地区城镇、产
业已呈现连绵发展的态势，但在空间、产业、
生态、交通等方面仍缺乏区域协调，整体联动
不够。中心城向外蔓延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
遏制，郊区发展较为滞后，全市生态空间接近
底线。

! 产业发展 上海在金融、航运等核心
服务功能的能级有待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还不足，现代服务业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工业用地布局分散、绩效偏低，高新技术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有待进一步发展和能级提升。

! 综合交通 与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发
展目标相比，上海的国际“枢纽”功能有待进
一步加强。同时，长三角城镇群的区域交通系
统网络和运营有待整合，市域以轨道交通为
主的公共交通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服务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杨冬

! ! ! !本报讯（记者 杨冬）昨天召开的市
第六次规划土地会议透露，本市今年将
在有耕地保护任务的浦东、闵行区、宝山
区、嘉定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区、青
浦区和崇明县集中开展违法用地专项治
理行动，严格保护上海的土地资源。

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整治五类违法用
地：一是非法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违
法用地项目，加强上海耕地保护工作；二
是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违法用地项目，

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合理流
动；三是产业区块内违法用地项目，促进
低效产业用地二次开发和集建区外建设
用地减量化；四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
违法用地项目，促进相关违法建筑拆除；
五是新增违法用地项目，坚决制止违法
用地持续增长。按照专项治理行动工作
要求，有关区县要确定 )*&个重点区域
和重点项目进行挂牌督办，向社会公开
整改情况，对违法用地责任人进行问责。

! ! ! !本报讯（记者 杨冬）上海未来建设
用地的“终极规模”锁定。昨天召开的市
第六次规划土地会议上，市规土局透露
了这一规模：&%&%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平方公里。

会议还传出消息，全市新增建设用
地年度计划在 &%)+年的基础上逐年递
减，同时加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与集中

建设区外减量化规模的关联力度，确保
总量锁定目标的实现。

《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的指导意见》同样提出，在用地规模
上，本市未来应严守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天花板”，通过盘活存量、增加流量和提
高绩效等多种途径，力争实现全市建设
用地规划总量（#!!$平方公里）“零增长”。

治理违法用地问责相关责任人

! ! ! !功能转型!人口增长!

资源环境约束等压力重重

生态空间
接近底线

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

上海有必要强化博物馆#美术馆$的精细化

规划管理%包括选址'定位'策展等&隔江相望的

中华艺术宫与当代艺术博物馆可进一步加强关

联& 目前%上海拥有不少新建的博物馆设施%分

散在全市各地%博物馆群落还有待进一步形成%

让市民前往一个区域% 多看到一些博物馆和展

览&另外%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和管理离不开每

个区域的文化传统%建议由市领导综合布局%逐

步建成博物馆群&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整理

! ! ! !本报讯（记者 杨冬）上海新一轮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将全方位听取不同
利益群体的建议，特别是强调全过程的
公众参与，使得总体规划不仅体现政府
的发展意图，也能汇集城市各方的发展
愿景，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作为上海城市
未来发展的共同行动纲领。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将在基本
理念上实现“四个转变”———

! 价值取向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
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
展模式由外延发展型规划向内生增长型
规划转变；思维方式由愿景式终极目标
思维向底线型过程控制思维转变；工作
内涵由规定性技术文件向战略性空间政
策转变。

! 按照《城乡规划法》，上海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可确定为 &%$%年，
指导未来 &%年的城市发展、建设和管
理。在工作安排上，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将分为前期准备、战略研

究、成果制定、成果审议、规划报批五个
阶段，计划在 &%),年上报国务院。

!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将
加强对影响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重大战
略性、宏观性、创新性、关键性问题的研
究。研究将突出顶层设计，强调“针对
性”，不求面面俱到，重点解决上海在城
市发展中遇到的主要战略问题和瓶颈问
题。研究工作将于今年 '月启动，计划于
)&月起草形成战略研究总报告，夯实总
规编制研究基础。

!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将在
工作组织上充分体现全社会、全过程、全
方位参与的特点，使城市总体规划既体
现政府的发展意图，也凝聚全社会的共
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共同行动纲领。
在公众参与上，充分发动社会各界人士
以及相关社会组织，根据总体规划编制
各阶段的不同特征，确定各有侧重的公
众参与形式，建立全过程公众参与机制，
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新一轮总体规划后年上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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