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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张尚武表示，这次规划出台的
背景是基于目前上海空间增长特点
和矛盾。自1990年代国家提出浦东
开放开发战略以来，上海经历了近
2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正进入结构
调整的关键阶段。从空间格局来
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空间持续扩
张，既带来空间蔓延的压力，也使传
统的中心城与郊区的概念发生转
变，逐渐由特大城市演化为特大都
市地区。

“所以不能简单的从中心、外围
这样一个二元划分的方式谈上海的
空间。要当成一个整体看待。”张尚

武表示，上海大都市地区是一个整
体，甚至与长三角地区也发生着紧密
联系，这是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
特征，也是面向2040研究上海未来
发展空间格局的基本要求。

他表示，目前，上海全市建设用
地超过3100平方千米，可利用土地
资源已趋近极限。空间结构面临的
调整的要求也非常迫切，诸如中心城
过度集聚，新城发育滞缓，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的矛盾突出，交通系统
难以支撑大都市地区的整体发展等
许多方面，构成了当前需要面对的
挑战。

应技大与信息技术学校召开贯通培养新生家长会答疑解惑

学习方法差异大，注重两条腿走路

“上海2040系列专题讲座”举行 专家解读未来发展四个关键词

沪要保护好生态基底从而更宜居

家长正在向校长提问。 受访者供图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近日
正式面向公众展开公示，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作为
系列讲座之一，上周六下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张尚武教授在上海市规划展示馆以题为“上海大都
市区空间规划”的讲座，作为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专家
之一，他为市民解读《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40）》中空间规划的内容。据悉，这样的讲座还将连
办3期。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大都
市地区的空间结构组织，如何形成一
个更加宜居的环境？张尚武提出，首
先要保护好生态基底。

“不仅仅是崇明岛，我们西部的
淀山湖，南部的杭州湾，东部的沿海
滩涂，其实都有非常强的生态功能。
所以首先要确立好四大战略性的生
态空间，包括‘滩、湾、湖、岛’四大战
略性生态空间。”

同时要构建跟上海大都市地区
相适应的多中心、网络化的结构，形
成以轨道交通为支撑、大都市地区

“多心、多廊、紧凑、开放”的空间组织
模式。

“上海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大都
市地区，而且这个大都市地区不是
完全扁平化的，既有多中心的关系，

又有一个功能网络化的关系。所以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这里面既
包含了城乡体系，也包含了公共活
动中心，各级公共中心。”公共活动
中心体系包括中央活动区、城市副
中心（主城和郊区）、地区中心（30
万-80万人）、社区中心（5万-10万
人）。

他介绍说，未来上海还将重构
大都市地区的交通-空间体系，要走
向“公交为主导”。形成“三个一千
公里”覆盖大都市地区。强化城乡统
筹、生活圈战略。“这其实是针对中心
城和外围地区面对的实际问题和矛
盾提出来的，也是从未来目标提出
的。”而针对郊区来讲，则是要改变
过去空间破碎化、功能破碎化的基
本局面。

上海的城市发展所发生的转
型，对规划来讲，也面临着一些转
变。也要适应“新常态”。上海的发
展，不是一种扩张型的模式，而是一
种结构性调整、结构优化的过程。
张尚武表示，对上海来讲，未来发展
有四个关键词：生态、文化、宜居、创
新。

上海这轮的发展一个核心目标，
就是“迈向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
市”。接下来上海的发展，仍然要强
化两个扇面的作用，加强与长三角协
同发展，这是大都市战略调整的重要
依据。

“这轮规划特别强调很重要的一
个思路，要强化新城，强调的是差异
化发展。”

在讲座后回答观众提问时，张
尚武再次强调了规划中的这一特点：

“这轮上海的发展，一定是强调差异

化发展的。接下来的调整，更强调结
构优化问题。所以一定不是均质化
的。”

他表示，无论是上一版的11个
新城还是后来提出的9个新城，其实
更加强调均质化、行政化。这轮的发
展更强调要打破这个格局，优化格
局。比如这轮规划里对一些新城明
确提出，要更多的强化服务长三角，
比如嘉定、青浦、松江。这些新城跟
中心城没有连在一起，在外围，而且
未来的发展要向长三角去对接。而
有些新城，比如闵行、宝山，它的发展
是支撑中心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一
个独立的新城，向外服务，而是要变
成中心城的一部分，结构调整的一部
分。把“1966”格局打破，强调要分
类、差异化的处理它们的发展关系。
所以就提出了“分类指导外围地区
的发展”。

新城规划更强调差异化发展

保护好生态基底形成宜居环境

上海已演化为特大都市地区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上海信息技术
学校联合举行中职-应用本科贯通
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中高职贯通
专业“应用化工技术”新生家长会。
两所学校校长、教务负责人、相关专
业负责人，向两个班71名新生家长
详细介绍了专业贯通后的课程设置、
培养方向、师资安排等情况。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今年本市中
本贯通录取956人，完成率98.35%，
中高职贯通录取 5325 人，完成率
100.17%。中本贯通学生在普高线分
数上的4776人，中高职贯通学生在
普高线上的4128人，均比去年翻番，
生源质量与结构显著提升。

现象：
生源质量与结构显著提升

中本贯通“化学工程与工艺”新
生胡珺博今年中考考了541.5分，这
一成绩是可以进虹口区重点高中
的，但他最终却选择了读中本贯通，

“我一直比较喜欢化学专业，正好应
技大的中本贯通有这方面的专业，
而且家里人也支持我，所以就考
了。”同样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新生的陈依雯也是因为兴趣选择了
中本贯通，而她的中考成绩更是达
到了568分。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助理、教
务处主任王鹤介绍说，今年该校中高
职 贯 通 招 收 新 生 30 人 ，平 均 分
514.67分（最高分534分、最低分507
分），中本贯通招收新生41人，平均
分540.26分（最高分568分、最低分
528分），均远高于普通高中495分的
分数线。

市教委方面的数据显示，本市从
2010年开始启动首批中高职教育贯
通培养试点，2014年启动中本贯通
培养试点。截至今年，本市中高贯通

招生专业点 117 个，涉及中职学校
51所、高职院校28所；中本贯通专
业点26个，涉及中职学校 23 所、高
等学校 13 所。值得注意的是，今
年本市中本贯通录取 956 人，完成
率 98.35%，中高职贯通录取 5325
人，完成率 100.17%。中本贯通学
生在普高线分数上的4776人，中高
职贯通学生在普高线上的4128人，
均比去年翻番，生源质量与结构显
著提升。

解惑：
中本贯通仍需要努力学习

尽管孩子报考之前已经对贯通
培养进行了多方了解，但不少家长心
里仍有不少疑问和担心，其中担心最
多的就是文化课。胡珺博的妈妈张
女士表示，儿子报考之前家里已经做
了相关了解，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
职业的发展前途，她很支持儿子的选
择，“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文化课会
不会学的太浅，与高中学的内容差异
太大。”陈依雯的爸爸也担心，中本贯
通的文化课程会不会太轻，让女儿一
下子放松了。

对于家长们的疑虑，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教务处处长周小理给予了解
答，她表示，贯通培养采取的是“实
践+理论+再实践”的模式，学习方法
与高中差异很大，“普通高中是重理
论没实践，贯通培养是‘两条腿走
路’。”周小理介绍说，贯通培养三年
后会进行转段考试，包括文化课考试
和技能测试，如果考试不合格，同样
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所以，对学生来
说，读了中本贯通后课业并不会轻
松，仍需要努力学习。

据介绍，市教委去年首次提出了
召开贯通培养新生家长会的工作要
求，今年全市试点院校共计将召开
100余场贯通培养新生家长会，覆盖
了今年所有中高、中本贯通培养在招
生的试点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