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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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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2040”规划明确，为应
对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挑战和城
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上海将
以成为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典范城市为目标，探索超
大型城市“底线约束、内涵发展
和弹性适应”的创新发展模式，
明确牢牢守住建设用地、人口规
模、生态环境、城市安全 4 条发
展底线。

其中，在人口综合调控方面，
将严格落实中央严控超大城市人
口规模的要求，缓解人口快速增
长与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

盾，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
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
2500万人左右。同时，满足城市
实际服务人口的合理需求，包括
常住人口、半年以下暂住人口、跨
市域通勤人口、短期游客在内的
城市实际服务人口，对水资源、能
源、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
施供给以及就业岗位等要求配置
做弹性预留。

此外，应对上海日益明显的
老龄化、少子化和国际化趋势，明
确发展策略，进一步提升人口发
展质量，优化人口结构和布局。

【人口控制】
常住人口在25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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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2040”重点关注社区作
为网络化时代城市的基本社会生
活的空间单元，通过15分钟步行
生活圈的构件，让市民“住有所
居”，日常生活环境更加宜人，出
行更加方便，归属感和认同感更
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这次
规划的亮点。”庄少勤介绍说，社
区是城市基本单元，可以说是城
市的细胞，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
乃至于城市发展方式的改变，都
可以从这里开始。在互联网背景
下，社区作用不光是生活场景，也
可以作为工作场所，这次规划当

中从改变社区开始对外来城市持
续发展产生新的动力。

庄少勤表示，所谓的15分钟
社区生活圈主要包含几个方面：

一是意味着 15 分钟步行距
离，所以是低碳绿色的社区，通
过步行就能够解决居民在社区
里的基本生活，乃至于工作、休
闲、学习等需求。二是意味着这
个社区是一个复合社区，传统社
区以生活为主，面向未来的社区
则把工作、休闲包括学习、创新
需求都包括在里面，意味着土地
利用方式也要相应的转变。三
是这个社区也是一个不断成长

或者说有机更新的社区。未来
这座城市人口结构或者说城市
功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老龄化
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随着城
市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对
健康、对交往的需求也会增加，
所以设计的服务功能也要满足
这些需求。四是这个社区是一
个开放的共享社区，不是封闭
的，空间是按照上海已有的优
势，也就是阶梯式，构建一个小
的公共空间，不仅服务社区居民
也对市民开放，这样使社区成为
改善城市生活，提升这个城市竞
争力的基本载体。

【生活圈】
打造15分钟生活圈让市民“住有所居”

在 交 通 规 划 方 面 ，“ 上 海
2040”明确，上海将构筑“安全、便
捷、绿色、高效、经济”的综合交通
体系，突出公共交通主体地位，加
强市域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其
中，将提高中心城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至2040年，中心城公共交通
出行占全出行方式比重的50%以
上，绿色交通出行比重达到85%，
轨道交通站点600米面积覆盖率
达到60%以上。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徐毅
松介绍说，未来上海要形成快速、
绿色的交通体系，构建智慧友好
的绿色交通体系，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轨道交通网络。“目前上海
轨道交通网络相对比较单一，而
且公交的构筑以中心城为主，对

整个郊区的空间引导是不足的。”
徐毅松表示，立足以人为本

的角度，未来上海交通发展的模
式要突出三个导向：一是强化公
共交通主导的模式，要完善由区
域城际铁路、轨道快线、城市轨
道、中低运量轨道、中运量及辅助
公交构成的多模式公共交通体
系。二是建立枢纽型功能引领、
网络化设施支撑、多方式紧密衔
接的交通网络。三是进一步强调
以公共强调廊道引导空间布局来
带动重要节点城市的集聚发展。

具体措施有几个方面：一是
重构市域公共交通框架，按照一
张网、多模式、全覆盖、全集约的
理念，构建“三个1000公里以上”
由市域线、市区线、局域线组成的

交通网络。全市公共交通占全方
式的出行比重占到40%，全市平均
通勤时间不大于40分钟，“还有一
个目标是基本实现10万人口的
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全覆盖。”
二是提高主城区公共交通的便利
化，以提高轨道交通的覆盖水平
和可达性，加强轨道交通的支撑，
在规划里面在东部地区和北部地
区加密轨道交通网络。三是部分
城镇圈的骨干地位，像有轨电车，
构建以中运量轨道和中运量公交
为骨干的局域公共交通网络。在
城镇圈之间构建一些骨干的线路
来提高交通的联系和效率。

常规公交方面，主要将完善
公共交通的专用道系统，城镇圈
优先是发挥城镇公交网。

【交通】
全市平均通勤时间不大于40分钟

“上海2040”规划还涉及到了
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的住房，未来
住房仍然要坚持两个体系、三个
为主、四位一体。未来住房供应
中将增加更多的租赁房，一方面
使生活成本得到控制，同时也有
利于人口的流动。此外住房建设
中还要更加适应未来老龄化的需
求。

庄少勤表示，要建立可负担、
可持续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必
须坚持上海这些年很宝贵的经验
就是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居
住为主、以市民为主、以普通商品
房为主。“这意味着住房供应功能
定位问题，意味着应该对今后住
房的需求要加强管理，否则供给
和需求就很难达到健康的平衡。
也就是说房产不能当成是投资投

机的产品。”
在住宅用地的供应上，上海

有信心保证可持续，能可持续的
满足今后市民改善生活、改善居
住条件的要求。“可能今后家庭规
模会小一点，意味着同样人口的
套数会多一些，满足今后创新创
业人才不断交流的需要。所以，
这个容量在规划当中是留足的，
大家不用担心今后没有土地供应
了，住房用地是充足的。”

庄少勤介绍说，根据对人口
结构和特征的变化分析，未来结
构方面有这几个特点，一个是中
小套型的数量会增加。从今年年
底开始在增加中小套型的住房供
应；二是租赁房的需求要增加，这
也是符合国家要求，建立构筑并
举的住房体系。

【住房】
未来住房供应将增加更多租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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