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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年#$发布

上海基本建成卓越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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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玉红

! ! ! !每个新城、城市副中心至少有
一所大学，每个新城至少有一处三
甲综合医院……昨日，《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年）》（以下简
称!上海 !"#$"）发布，它将引领上
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
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确定目标愿景
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

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
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
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
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目标愿景确定为———
" 立足 !"!"年 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

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 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贡献上海力量%

" 展望 !"#$年 基本建成卓

越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 重要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进程中# 始终当好新时代改革

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 梦圆 !"$"年 全面建成卓

越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 各项发展指标全面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谱写

更美好的上海篇章%

转变发展模式
规划提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模

式。坚持“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
适应”，探索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新模式。牢牢守住人口规模、
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
底线。
缓解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

紧约束之间的矛盾，严格控制常住
人口规模，至 !(&'年常住人口控制
在 !')"万人左右。按照规划建设用
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锁定建设用
地总量，控制在 &!""平方公里以
内。把生态环境要求作为城市发展
的底线和红线，锚固城市生态基底，
确保生态用地只增不减。牢牢守住
城市生产安全和运行安全底线，提
高城市应急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加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坚持

“整体保护、积极保护、严格保护”的
原则，中心城区从拆改留转向留改
拆，以保护保留为主，不断拓展保护
对象体系。推动城市更新，更加关注
城市功能与空间品质，更加关注区

域协同与社区激活，更加关注历史
传承与魅力塑造，促进空间利用集
约紧凑、功能复合、低碳高效。应对
未来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的不确定
性，预留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建
立空间留白机制，调控土地使用供
应时序，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优化空间格局
规划提出，要优化城市空间格

局。在区域层面，主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主
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推动
上海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构建上
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市域层面，构建“一主、两轴、

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的空间结
构。“一主、两轴、四翼”，即：主城区
以中心城为主体，沿黄浦江、延安
路%世纪大道两条发展轴引导核心
功能集聚，并强化虹桥、川沙、宝山、
闵行 *个主城片区的支撑，提升主
城区功能能级，打造全球城市核心
区。“多廊、多核、多圈”，即强化沿
江、沿湾、沪宁、沪杭、沪湖等重点发
展廊道，完善嘉定、松江、青浦、奉
贤、南汇等 '个新城综合性节点城
市服务功能，培育功能集聚的重点
新市镇，构建公共服务设施共享的
城镇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
域协同、城乡统筹和空间优化。

结合城乡体系和市域空间布
局，完善由城市主中心（中央活动
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和社区
中心四个层次组成的公共活动中心
体系。中央活动区包括小陆家嘴、外
滩、人民广场、徐家汇等区域。城市
副中心共 #+个，包括 ,个主城副中
心、'个新城中心和金山滨海地区、
崇明城桥地区的核心镇中心。

探索治理方式
规划提出，要建设更具活力的

繁荣创新之城，建设更富魅力的幸
福人文之城，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
生态之城。创新、人文、生态的发展理
念贯穿着“上海 !)&'”，这三个维度
正是上海对“卓越”的期待与向往。

更具活力 繁荣创新之城

未来的上海将聚焦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
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全球城市核
心功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着力提高国际金融功能影响力

和国际贸易服务辐射能级，提升对
全球经济辐射能力，深入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探索
建设自由贸易港。以上海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核心，向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建
设浦东枢纽、虹桥枢纽和洋山深水
港区国际级枢纽，打造更开放的国
际枢纽门户。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发展

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营造更具吸
引力的就业创业环境，着力保障先
进制造业发展。塑造国际文化大都
市品牌和城市整体形象，打造国际
时尚设计之都和世界著名旅游目的
地城市。

强化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支
撑，形成城际线、市区线、局域线“三
个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基
本实现 -)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
通站点全覆盖。市规划国土资源局

局长徐毅松表示，未来，上海将继续
坚持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主要考
虑建立枢纽型功能引领，网络化支
撑，多方式紧密衔接的交通网络。重
构市域公共交通网络，全市公共交
通占全方式出行的比重达到 *).，
力争实现中心城平均通勤时间不超
过 *)分钟；提高主城区的公共交通
服务的便利性，提高轨道交通网络
覆盖水平；确定局域线在主城区和
部分城镇圈公共交通的骨干地位；
做好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的衔接和
完善；进一步提高慢行网络的连续
性和持续性，完善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慢行网络，鼓励步行、骑行等绿色
交通出行。

更富魅力 幸福人文之城

根据规划，上海将聚焦优良人
居环境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
舒心。打造 -'分钟社区生活圈，优
化社区生活、就业和出行环境，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 -'分钟步行可达覆
盖率将达到 ,,.左右。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多渠道增加租赁性住房比重。市
规划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岑福康介绍
道，上海鼓励科研院所、医院、产业
园区、大型国有企业等单位利用自
有土地建设公共租赁房，用于本单
位的人才安置，鼓励社会各类机构
代理经租闲置住房，盘活存量住房
资源，形成稳定的房源用于出租。从
去年 $月开始，上海率先在全国推
出两块公共租赁房地块，到 !)-$年
-!月 &)日已经推出 !,幅 /)公顷
用地、预计可建设 &万套左右，同时
在商品房中配建 +)万平方米、预计
可建 -万套左右。

构建高品质公共空间网络，增
加广场、公园等独立占地的公共开
放空间，推进“通江达海”的蓝网绿
道建设，建成 !!+条水绿交融的河
道空间，形成总长度 !)))公里左右
的骨干绿道。构建黄浦江两岸地区、
苏州河沿线地区滨水贯通并向腹地
延伸的公共开放空间，推进重大文
化集聚区建设。

建设高品质文教体卫设施，优
化高等教育设施功能布局，每个新
城、城市副中心至少有一所大学。推
进市级体育设施优化功能布局，打
造高品质国际化的健康休闲、医疗
服务和医学科创中心，每个新城至
少有一处三甲综合医院。

更可持续 韧性生态之城

上海还将聚焦城市生态安全和
运行安全，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放心。

构建“双环、九廊、十区”多层
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市域生态空
间体系，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至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

左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平
方米以上。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降低碳排放，加大海洋、大气、水、土
壤环境的保护力度，显著改善环境
质量，!)&'年 01!2'年均浓度控制
在 !'微克3立方米左右。

构建城市防灾减灾体系，强化
灾害预警防控和防灾减灾救援空
间保障，提升城市抵御洪涝、地面
沉降等自然灾害以及资源能源供
给、突发公共事件等城市运行风险
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