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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40”明确，上海将扩
大市域生态空间，优化生态格
局。对接区域生态系统，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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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5%以
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5平
方米，河湖睡眠率不低于10.5%。

徐毅松表示，生态是我们的
短板，未来上海将构建市域生态
大空间格局，主要加强生态保护，

“我们划实了生态保护控制线，有
水、田、林生态基地。这一块的生

态用地含广场绿化用地面积，占
了陆域面积的60%，森林覆盖率达
到25%以上。”

第二方面是构建多层次、成网
络、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体系，主城
区主要是形成市域近郊的绿环以
及16条生态间隔带，郊区是形成九
条市级的生态走廊。第三是加强
城乡的公园体系建设，主城区还要
设置若干个100公顷以上的大型公
园，郊区也要建设国家公园和将近
30片大型郊野公园，在每个郊区新
城要建成一个100公顷以上的大型
城市公园。到2040年，力争实现全

市3000平方公共绿地500平方米
全覆盖。四是把市域生态空间网
络和重要的生态要素划入生态保
护的控制线。此外，还将健全生态
保护的实施机制。

环境指标在“上海2040”规划
里也有考虑，其中，全市碳排放预
测在2025年达到峰值，规划里要
求到2040年要较峰值下降15%左
右；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供
应比重占20%以上；此外，2040年
PM2.5浓度要控制在20微克/立方
米左右；固废无害化处理和分类
处理到2040年要达到100%。

【生态】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5%以上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昨起公示 目标 2040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科创中心和文化大都市
你对2040年的上海有什么期待？昨天，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方面宣布，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以下简称
“上海2040”）已编制完成，于昨天起正式启动为期一
个月的社会公示。

这一新鲜出炉的规划，对上海城市性质“定性”：
至2040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同时，确立上
海到2040年的目标愿景：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
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上海2040”是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召开后第一个展望至2040年
并向国务院报批的超大城市总体
规划。规划紧紧围绕当好“改革
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
者”的要求，全面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强化五
个统筹”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基
本要求，将国家战略、民众期待、
上海实际结合在一起，积极探索
规划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引
领和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此
次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
门做规划”，强调专家把关、跨界
合作、多方协调、公众参与。

规划确立了上海至2040年的
发展新目标，提出建设“卓越的全
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
市”，以及三个重点领域的子目
标，即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同时，“上海2040”还探索超大
城市“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
应”的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开放协调
的空间新格局。此外，“上海2040”
还将打造更具活力的繁荣创新之
城、营造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
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并
建立“目标（指标）-策略-机制”的
成果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愿景】
2040年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对于上海的城市空间布局，
“上海2040”提出构建开放协调的
发展格局，控制中心城周边地区
蔓延，发挥新城、新市镇吸纳人口
和带动地区发展的作用，形成“网
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
空间体系。

首先是优化上海大都市圈格
局，构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
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
的上海大都市圈，形成90分钟交
通出行圈，突出同城效应；其次是
形成“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
村”组成的市域城乡体系，制定差
异化空间发展策略。第三，打破
传统城镇体系以行政层级配置公
共资源的方式，依托城镇圈发展
战略，实现郊区地区的城乡统筹
发展。城镇圈以一个或多个城市
（新城或新市镇）为核心，按照30-

40分钟交通出行时间配置公共服
务资源。规划形成23个城镇圈，
包括15个综合发展型城镇圈、4个
整合提升型城镇圈和4个生态主
导型城镇圈。

此外，将形成由“中央活动区、
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以及社区
中心”构成的公共活动中心体
系。其中，中央活动区包括小陆
家嘴、外滩、人民广场、南京路、淮
海中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豫
园商城、上海不夜城、世博-前滩-
徐汇滨江地区、徐家汇、衡山路-
复兴路地区、中山公园、苏河湾、
北外滩、杨浦滨江（内环以内）、张
杨路等区域，重点发展金融服务、
总部经济、商务办公、文化娱乐、
创新创意、旅游观光等功能。

城市副中心是面向市域的综
合服务中心，兼顾强化全球城市

的专业功能，包括 9 个主城副中
心和5个新城中心以及2个核心
镇中心。在中心城内继续提升五
角场、真如、花木3个副中心的功
能，并新增金桥、张江 2 个副中
心。在宝山、虹桥、莘庄、川沙 4
个主城片区内分别设置主城副中
心，实现主城区各片区的均衡发
展。在嘉定、松江、青浦、南桥、南
汇等5个新城内分别设置新城中
心，在金山滨海地区和崇明城桥
地区分别设置核心镇中心，强化
面向长三角和市域的综合服务功
能，承载全球城市部分核心功能。

地区中心包括主城区地区中
心、新城地区中心和新市镇中心，
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和枢纽设置，主
要服务地方。在每个社区生活圈
内，规划形成社区中心，强化15分
钟步行可达，服务人口5-10万人。

【空间规划】
构建开放协调的发展格局

对于新出炉的“上海2040”，很

多市民都很关注，但也有市民好

奇：为什么上海要制定2040城市总

体规划？和之前的几轮规划相比，

这次编制的规划有什么亮点？

对此，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副

局长徐毅松在昨天的市府发布会

上介绍说，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

是一个城市建设的总纲。改革开

放以后，国际化是上海发展的重

要方向，因此构建国际功能体系，

布局重大功能设施，拓展城市发

展成为上海的核心任务，这也是

成功奠定了上海近三十年发展的

格局。“1986 年有一版，2001 年有

一版。总体来说，回顾历版总规

也是坚持沿着区域发展和区域节

点城市进行空间布局，围绕形成

清晰的城镇体系进行研究和探

索。”

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立足

于机遇和挑战，上海就需要重新

审视城市的发展，为未来做好规

划蓝图，这既是实施国家战略的

需要，也是上海市民的期盼。当

今世界，深度全球化、市场化、信

息化影响深远，城市化步伐加快，

而城市向生态化、人文化、区域一

体化的发展态势日趋明显，全球

进入了转型新时期。上海在城市

功能转型、人口持续增长、环境资

源约束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凸显，

上海未来必须突破发展瓶颈，当

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

的先行者”，实现城市发展的模式

转型，因此“上海 2040”应运而生。

为何上海要制定2040城市总体规划？
[解析]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规划

国土资源局局长庄少勤介绍说，

卓越的全球城市是这次总的目

标，“从这次规划的初期提出这样

的设想以来，也得到了社会的认

可。”

那么，这一目标跟市民有什

么关系？庄少勤表示，传统的卓

越城市的定位比较强调的是经济

功能，一个城市在全球的经济影

响力。自从1990年提出这个词以

后，全世界都在不断地完善这个

概念。在近些年互联网发达以

后，极大的改变了全球城市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城市群的影

响力不光是经济，包括文化，乃至

环境方面都有关联。

这次在“卓越的全球城市”总

的定位当中，又分了三个子目标，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从原来比较多的注重经济向更

加体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

转变，很多指标要考虑人的需

求。我们总共有 32 项监测指标，

一大半都和市民有关，有的是直

接的生活相关，有的是未来发展

生产、生活相关的。”庄少勤说道。

“上海2040”规划和市民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