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发 〔２０２１〕１７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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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

为推进上海市“一江一河”沿岸滨水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根据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

(一)“十三五”发展现状

“十三五”期间,“一江一河”开发建设成效显著.

１．滨水岸线实现基本贯通.２０１７年底,黄浦江沿岸基本实现

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４５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２０２０年

底,苏州河中心城段４２公里滨水岸线实现基本贯通开放.城市

“项链”越串越长,为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夯实了基础.

２．公共开放空间持续优化.到２０２０年底,黄浦江滨江累计建

成１２００公顷公共空间,漫步、跑步、骑行等休闲道长度约１５０公

里,苏州河沿岸同步推进滨水岸线贯通和提升改造,城市形象和市

民满意度大幅提升.“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品质得到有效提升,服

务功能更加丰富多元,逐步形成开放共享的公共休闲空间体系.

３．产业能级得到逐步提升.“一江一河”滨水地区逐渐实现由

生产型空间向生活型和服务型空间转变.黄浦江沿岸金融、贸易、

航运、文化、科创等核心功能集聚效应初步显现,苏州河沿岸持续

加快文化、创新、生活服务功能建设.

４．历史文化遗产有效传承.黄浦江沿岸以上海船厂、国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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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厂、老码头创意园区等为代表的历史建筑和工业遗存得以保留、

修复、改造和利用.苏州河沿岸以四行仓库为代表的红色遗存,以

M５０园区、创享塔园区等为代表的工业遗存更新利用形成特色.

５．滨水空间管理更加高效.有序推进“一江一河”公共空间系

统性规划设计和建设,陆续制订出台相关标准,明确贯通开放、慢

行系统、标识系统、配套设施、景观照明等建设要求.市、区两级建

立相对完善的建设协同推进机制,研究出台滨江公共空间养护管

理标准,有效提升了公共空间服务能级.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已经成为承载上海国际大都市核心功能

的重要空间载体,但对标世界级滨水区的更高标准,在统筹协调、

错位发展、动能释放、人文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二)“十四五”展望

“十四五”时期,是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对“一江一河”开发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一是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对“一江一河”滨水地区建

设提出的更高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推进“一

江一河”沿岸规划建设,坚持着眼长远强化规划引领,坚持生态优

先强化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功能品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

二是破解优化市域空间格局对“一江一河”滨水地区发展提出

的新命题.“十四五”时期,上海将着力优化“中心辐射、两翼齐飞、

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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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主导功能能级,发挥对于国际大都市功能发展的引领作用.

三是牢牢把握强化城市核心功能对“一江一河”滨水地区功能

提升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上海着力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

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布局,对“一江一

河”滨水地区整体能级提升带来历史性机遇.

四是应对好“一江一河”滨水地区进入深度开发新阶段对统筹

协调机制提出的新要求.“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已进入到深度开发

新阶段,需要从产业发展全链条、城市管理全生命周期出发来系统

谋划体制机制,这对更好发挥市“一江一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统筹协调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十四五”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坚持发展为要、人民为

本、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以高品质公共空间为引领,推动深度开

发,优化功能布局,培育核心产业,打造城市地标,努力将黄浦江沿

岸打造成为彰显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黄金水岸和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世界级城市会客厅,将苏州河沿岸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

宜乐的现代生活示范水岸,实现“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

带”的转变,将“一江一河”滨水地区打造成为人民共建、共享、共治

的世界级滨水区.

(二)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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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拓展提升公共空间.坚持还江与民、还河于民,结合区域产

业转型,加快推进滨江贯通岸线向南北延伸、向腹地拓展,推进“一

江一河”上游及主要支流的蓝绿生态走廊体系建设,为市民提供更

多的公共休闲、生态绿色空间.聚焦提升活力,完善体育休闲、文

化设施、综合交通等功能配套.坚持高品质建设,体现高标准市

容,打造滨水地区精细化治理示范区.

２．聚焦重点板块建设.继续聚焦中心城区各功能板块,重点

推进外滩－陆家嘴－北外滩、世博－前滩－徐汇滨江、杨浦滨江、

宝山滨江及苏河湾、长风等地区的开发建设与功能提升,凸显重点

功能板块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３．突出核心功能集聚.围绕“五大中心”核心功能承载,聚焦

金融、航运、商务、科创、商业、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增强科技创

新功能集聚,实施智能制造功能再造.围绕建设高品质世界著名

旅游城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深入挖掘“一江一河”文化内

涵,激发文旅融合新动能.

４．加强整体统筹协调.根据滨水不同区段的发展基础及发展

特色,整体统筹产业布局,深化细化区段功能发展导向,加强主导

功能的能级提升,实现错位互补.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统筹滨水和腹地一体发展,统筹功能、空间、风貌、生态、交通等专

项规划编制及实施,实现空间品质和功能产业的全面提升.

(三)规划范围

黄浦江沿岸地区规划范围为闵浦二桥至吴淞口,长度约６１公

里,进深约２－５公里,总面积约２０１平方公里;统筹范围包括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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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桥至淀山湖、太浦河流域,长度约５５公里,面积约３００平方公

里.苏州河沿岸地区规划范围为苏州河－黄浦江河口至外环高

速,长度约２１公里,进深约１－３公里,面积约２７平方公里;统筹

范围为外环高速至上海行政边界,长度约２９公里,进深约２－８公

里,面积约１１１平方公里.中长期开发建设,将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和流域系统性出发,把“一江一河”骨干支流河道及滨水区域纳入

研究范围.

“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范围(示意图)

(四)发展目标

至“十四五”期末,黄浦江沿岸地区基本建成体现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展示区,文化内涵丰富的城

市公共客厅和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滨水生态走廊.苏州河沿岸地

区通过城市更新、人文建设和生态修复,初步建成超大城市宜居生

—６—



活典型示范区,基本建成多元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尺度宜人有温

度的人文城区、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城区.

———努力打造高品质的滨水公共空间.结合区域功能转型,

持续推进滨水公共空间向上下游和腹地拓展延伸,进一步优化完

善文体、商业和休憩设施布局.作为推进公园城市体系建设的重

点区域,“十四五”期间,黄浦江沿岸实现新增滨水贯通岸线约２０

公里,新建滨水大型绿地及公共空间约４００公顷,沿岸建成示范型

“美丽街区”,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休闲空间;苏州河沿岸持续推

进中心城区４２公里岸线全面贯通开放,新建滨水绿地及公共空间

约８０公顷,打造区域亮点,形成公共空间新格局.

———努力打造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公共客厅.“十四五”期

间,加快推进近２０处高等级公共设施建设,彰显黄浦江国际文化

交流和窗口展示功能,打造苏州河海派文化展示带.推进“一江一

河”沿岸约３３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和工业遗存的保护和更新利用,

着力增强城市文化地标的辨识度.加快空间更新和文旅赋能,打

造以世界级城市会客厅为核心的“一江一河”旅游休闲带.

———努力打造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充分发挥黄浦江

黄金水岸和公共空间配套优势,加快核心产业集聚.“十四五”期

间,黄浦江沿岸地区推进总量约７００万平方米商业、商办楼宇建设

及核心产业功能入驻;积极培育壮大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新兴产

业,进一步开发旅游功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集聚带、总

部经济汇集的高端商贸集聚区、文创活动活跃的休闲目的地.

———努力打造功能复合的蓝绿生态走廊.全面开展沿江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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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整治及生态环境建设,推进沿岸约４平方公里产业区块的产

业转型;加快建设上游地区及主要支流生态走廊,重点推进苏州河

上游地区(统筹范围)约３５公里及黄浦江－大治河沿线生态走廊

建设,推进滨水地区的森林城市体系建设,构建形成生态绿色滨水

区的骨干网络.

———努力打造滨水地区精细化治理示范区.推进“一江一河”

滨水公共空间综合管理立法,为实施高标准建设治理提供法治保

障.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的滨水公

共空间治理体系,打造体现人文关怀的滨水地区精细化治理示

范区.

“十四五”时期“一江一河”地区建设主要指标表

分区 序号 指标 指标属性 ２０２５年目标

黄
浦
江

１ 新增滨江贯通岸线长度 约束性 约２０公里

２ 新增滨江绿地及公共空间面积 约束性 约４００公顷

３ 滨江岸线品质提升长度(中心城区) 约束性 约２．５公里

４ 新增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建筑体量 预期性 约５５万平方米

５
新增工业遗存及历史建筑改造体量
(中心城区) 预期性 约３３万平方米

苏
州
河

６
新增滨河绿地及公共空间面积(中
心城区) 约束性 约８０公顷

７
新增滨水生态走廊建设长度(统筹
范围) 预期性 约３５公里

８ 新增亲水性岸线长度(中心城区) 约束性 约７公里

９ 新建跨河桥梁数(中心城区) 约束性 ６座左右

　　三、黄浦江沿岸地区的主要任务

(一)错位协同,构建世界级滨水区基本空间格局

黄浦江沿岸地区规划形成“两核多节点”的空间发展格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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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段错位协同,重点区段以集群方式布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

创新、文化等核心引领功能.核心段(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集中

承载国际大都市金融、商务、文化、商业、游憩等核心功能,提供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活动空间;下游段(吴淞口至杨浦大桥)基于

区域转型升级,提供创新功能的发展空间,并强化生态与公共功

能、生活功能的融合;上游段(徐浦大桥至淀山湖)强化战略性的生

态保育功能基底,适当融入生活、游憩、文化与创新产业功能.

“十四五”期末,“外滩－陆家嘴－北外滩”“世博－前滩－徐汇

滨江”两个“黄金三角”核心功能区基本形成,杨浦滨江南段、新民

洋－沪东船厂、宝山滨江、紫竹等重点板块功能凸显.

(二)重点聚焦,加快各区段主导功能的能级提升

聚焦黄浦江沿岸地区重点区块,明确不同发展导向,强化主导

功能集聚和能级提升,推动各区段协调发展.

１．建设提升重点区块

———虹口北外滩区块:打造黄浦江金三角重要一角,形成“一

心两片、新旧融合”总体格局,强化滨江航运金融及高能级商务、商

业等核心功能.新增约２００万平方米商务及商办楼宇,提升北外

滩地区发展能级.完成北外滩贯通和综合改造提升、国客中心码

头改造提升工程,推动上海音乐谷的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转型升级,

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新地标.

———杨浦滨江南段区块:杨浦滨江南段将持续推进城区建设

和品质提升,创建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公园城

市先行示范区,建设生活秀带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加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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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博物馆、杨浦大桥公共空间等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约６万平方

米历史建筑修缮及改造利用.引进科技创新、在线新经济、文化创

意类头部企业,打造在线新经济总部集聚区.

———浦东世博－前滩区块:世博地区加快形成财富管理、财务

公司、科技金融、航运金融等集聚地,提升金融服务能级.前滩区

段继续加强总部商务、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主体功能培育,实现

功能辐射引领.完成世博文化公园及上海大歌剧院建设,进一步

丰富标志性公共活动中心的功能内涵.加快推进世博园区 A 片

区“绿谷”以及前滩地区企业总部集聚区等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

商务环境.加强友城公园、休闲公园、体育公园等的联动,提升公

共空间品质,形成宜居宜业的综合功能城市社区.

———徐汇滨江区块:以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引领力的

文化、科创水岸为目标,加快传媒港、智慧谷、金融城、创艺仓、枫林

湾等项目建设,打造创新创意产业集群.完成沿江剧场群落、星美

术馆等建设,扩大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规模,做实上海国际艺术

品交易中心,持续发挥文化艺术辐射效应.推进南部延伸段滨江

岸线贯通及西岸“梦中心”岸线改造提升,增设商业及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加快研究并适时启动龙腾大道南延伸、龙吴路快速化改

造、沿江中运量交通等建设,为提升区域发展能级提供保障.

———浦东新民洋－沪东船厂地区:依托民生码头、上海船厂等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拓展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金融功能,打造

东岸滨江文化创意、商务办公、休闲旅游走廊.加快推进民生码头

区域１２栋工业遗存整体功能策划及分期建设,加快启动沪东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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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转型开发,以滨水公共空间贯通带动区域品质提升.

２．功能完善重点区块

———浦东陆家嘴区块:持续推进陆家嘴金融城建设,集聚总部

型、功能性、国际性金融机构,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功能.

引导金融功能向东部滨江延伸,加快陆家嘴金融二期(上海船厂地

区)和新民洋地区(杨浦大桥至东方路滨江地区)建设.完成浦东

美术馆建设和开放,推进港务大厦迁建,提升小陆家嘴区域综合商

务观光休闲功能,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黄浦外滩区块: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服务能级,提

高“外滩金融”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进外滩第二立面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挖掘文旅、文创等复合功能.加快董家渡金融城建设,释

放核心功能集聚空间.

———宝山滨江区块:建设世界一流邮轮母港和邮轮旅游目的

地,提升滨江邮轮功能.重点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

管理中心、智慧邮轮港等建设.推动生产型滨江岸线转型,加快宝

杨路客运站地块、上港九区、十区等区域调整转型研究和协调工

作.加快滨江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完成吴淞示范段贯通开放及长

滩音乐厅等公共设施建设.启动以水上运动为特色的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

３．前期储备重点区块

———杨浦滨江中北段区块:大力推进存量工业更新和企业技

术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向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转型.完成

滨江中北段产业功能定位研究,完善城市设计,推进规划编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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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推进土地收储、产业转型,加快推动复兴岛－共青森林公园沿线

约６公里滨江岸线贯通开放.

———浦东杨浦大桥以北区域:开展相关地块功能和规划研究,

优化产业布局.有序推进高化地区转型升级,加快高桥港以南及

居家桥路以西区域土地收储,启动沪东船厂搬迁,开展环境治理和

生态修复.

———闵行滨江区块:结合吴泾电厂、吴泾化工区等区域产业转

型,加强滨江区域环境整治,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浦江、江川等人

口集中地区的滨江公共空间贯通,推进紫竹等成熟区段功能提升.

(三)还江于民,拓展提升开放共享的滨水空间

进一步拓展延伸滨江开放区域,提升滨江公共空间服务品质,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样、更丰富的活动空间和活动体验,提升黄浦

江沿岸公共空间的品质与魅力.

持续推进滨江公共空间南拓北延.结合产业区块和岸线功能

转型,推进滨江贯通岸线向核心段南北两侧延伸,新增约２０公里

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岸线.重点推进吴淞滨江示范段约５公里岸

线,高桥港南片区、沪东船厂、中海三林船厂等区域约７．３公里岸

线,徐浦大桥以南区域３公里岸线,杨浦滨江中北段约６公里岸

线,浦江、紫竹、江川滨江约５公里岸线等滨江公共空间的贯通

开放.

打造滨江沿岸公共空间标志性节点.加快推进大型绿地公园

建设,改造提升现有公共空间及滨江岸线,打造集自然生态、亲水

互动、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活力节点.重点推进世博文化公园、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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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绿地、滨江森林公园二期、杨浦大桥绿地、董家渡景观花桥、兰

香湖等大型生态绿地和公共空间建设,实现新增公共空间及绿地

约４００公顷.启动三岔港楔形绿地建设研究.

推进公共空间网络向腹地延伸.推进滨江公共空间沿景观道

路和河道向腹地拓展,形成系统、完整、丰富的公共空间和生态体

系,带动沿岸区域城市更新和功能重塑.建设垂江慢行通道,优化

滨江空间慢行路网与腹地路网的联系.完成杨树浦路、江浦路、黄

浦路、公平路等道路改造,加快推进杨树浦港、虹口港、川杨河等支

流河道滨水步道和绿地建设.

构建高标准的滨江景观体系.强化全要素设计,全面提升滨

江核心段公共空间景观品质.开展街区和建筑景观整治,策划景

观主题,提升景观照明,实现景观空间和功能的和谐统一.完成中

心城区约２．５公里滨江岸线品质提升,重点推进杨浦滨江南段、陆

家嘴北滨江、国客中心、西岸“梦中心”等区段岸线改造提升,持续

推进黄浦江沿线景观照明提升、建设示范“美丽街区”等项目.

提升滨江公共空间服务能级.以便民惠民为原则,形成兼顾

游憩与生活功能的服务设施体系.整合滨江区段内的公共服务资

源,开展文体休闲、零售餐饮、旅游咨询、公共卫生等游憩服务设施

的一体化升级.推动座椅、灯具等城市家具的品质提升,丰富实

用、便利、亲民的活动场所.提升完善驿站网络布局和功能,形成

游客、市民共享的服务设施体系.结合城市更新和空间改造,完善

滨江沿岸十五分钟生活圈.

(四)特色彰显,打造具有水岸魅力的世界级城市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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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并举,加快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有力推进公共文化新地标建设,强化滨江沿线文化功能和特征形

象,做强文化旅游体育功能,激发滨江文化旅游发展活力.

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新地标.聚焦外滩－陆家嘴－北外滩

区域,打造浦江两岸中央活动区新地标.完成虹口北外滩贯通和

综合改造提升工程,加快推进黄浦外滩源及外滩后街区域城市

更新.

打造历史遗产风貌展示区.串联滨江沿岸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打造若干有特色、差异化的风貌展示区,打响新时代海派文化

品牌.在外滩、北外滩、杨浦滨江、浦西世博、徐汇滨江等历史建筑

和工业遗产分布集中的核心区段加强多样功能植入.

设立水岸特色历史地标.推动文化元素为滨江空间赋能,打

造历史遗存更新地标.重点推进永安栈房、原国棉九厂仓库等历

史建筑改造与活化利用.民生码头充分挖掘和展示上海工业文明

史,构建多元体验功能的城市综合体.上海船厂区域打造具有复

合功能的地标节点.推进上粮六库改造利用,打造体验式生活性

美学街区.积极推动浦西世博区域历史建筑改造利用.

营造高品质文化旅游体验.串联滨江各类工业遗存、里弄住

宅等历史文化资源,拓展滨江文旅线路,打造世界级精品文旅项

目.重点推进外滩－陆家嘴－北外滩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围绕

吴淞口、复兴岛－共青森林公园、杨浦滨江、民生滨江文化城－船

厂、北外滩、外滩－南外滩、陆家嘴、世博－前滩、徐汇滨江、吴泾

镇－浦江镇等板块,打造主题会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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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滨江体育休闲活动带.以黄浦江滨江公共空间为载体,

举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化、旅游、体育活动.推动上海国际马拉

松、上海杯帆船赛、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等系列活动落户滨江沿岸.重点打造前滩、徐浦

大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大型体育主题公园,因地制宜嵌入篮

球、排球、羽毛球等小型场地.推进浦东久事国际马术中心建设,

迁建徐汇滨江划船俱乐部.

(五)标杆引领,增强城市核心功能集群的辐射带动力

发挥黄浦江沿岸产业集聚和生态绿色优势,聚焦金融、航运、

商贸、科创、旅游、文创等主导产业,增强滨江空间城市核心功能的

引领示范作用.

推动金融功能拓展.推动滨江沿线金融功能错位、协同发展,

着力培育和引进科技金融、航运金融、贸易金融、产业金融等功能,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发展.巩固和提升陆家嘴金融城核

心功能区地位,支持外滩金融集聚带南北延伸和纵深拓展,北外滩

地区强化航运金融功能培育.加快建设北外滩金融港、上海金融

科技园区、董家渡金融城、西岸金融城等项目,释放更大金融集聚

空间.

加快航运服务功能集聚.进一步拓展航运服务新空间新业

态,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运保险市场,积极打造海事纠纷

解决优选地.加快建设航运服务功能集聚区,吸引航运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和功能性机构集聚,建设陆家嘴－世博地区航运高端服

务集聚区,打造北外滩航运服务功能创新示范区,办好“北外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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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航运论坛”,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高端航运服务功能核心承载

区.宝山滨江聚焦建设国际一流邮轮港,加快完善邮轮港综合交

通体系.

促进高端商贸集聚.促进滨江高端商贸产业转型升级,拓展

壮大滨江商贸功能能级,形成代表上海商贸品牌和地标的滨江商

贸集聚带.依托外滩、陆家嘴等地区的区位优势,培育具有国际品

质的商业购物功能.积极推进北外滩地区的商务办公、公共文化、

商业服务等功能集聚.

加强科创产业培育.促进滨江沿线与腹地科研院所互动,结

合工业遗存更新改造,打造科创集聚高地.推动研发中心、高端制

造、智能车间、人工智能应用等在滨江地区布局发展.徐汇滨江依

托智慧谷项目,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杨浦滨江围绕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建设,加快互联网头部企业集聚.

加快推进枫林湾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沪东船厂科技型产业园区、闵

行大零号湾创新创业集聚区等重点项目建设.

加快旅游功能开发.加强水陆联动、多元体验的全域旅游空

间建设,提升邮轮、游船、水上运动等水上游憩功能.挖掘整合滨

江地区文旅资源,重点推进品牌旅游线路和大型文体活动设计,打

造旅游特色品牌.拓展黄浦江水上旅游功能,形成多点停靠水上

巴士、环形观光游船、特色游艇等水上旅游方式,打造黄浦江精品

文化主题游线.重点推进世博、北外滩酒店群和吴淞口国际邮轮

旅游休闲区建设.

提升文化产业能级.促进滨江文化产业与腹地空间产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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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渗透,结合历史遗存再利用,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推

进黄浦江文化创新带建设,打造黄浦江文化品牌.推进世博沿岸、

徐汇滨江－前滩、杨浦滨江南段、北外滩等重点区段文化设施建

设,打造文化标杆.重点推进上海大歌剧院、世界技能博物馆、西

岸“梦中心”剧场、宝山长滩音乐厅等高等级文化设施建设.整合

浦东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世博大舞台、上海当代艺术馆、龙美术

馆、余德耀美术馆等精品文化场馆资源,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

(六)全域共生,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绿生态网

努力增加滨江生态空间,坚持高标准全流域治理水环境,加强

生态空间互联互通,积极开展沿岸海绵城市和绿色建筑技术示范

区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绿生态网络.

加强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全面推进沿江污染项目整治,加快

工业岸线转型,严格管理污染源,开展上游段涵养林建设,提升滨

江空间生态环境.加强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多维度生物栖

息和生态群落培育,提升绿色空间品质.重点结合吴泾化工区、高

化地区的转型提升,有序推进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凸显滨江生态的辐射渗透效果.推动滨江生态空间沿河道及

路网向支流和腹地延伸,形成互联互通的生态网络结构.持续推

进川杨河、淀浦河、蕰藻浜、张家浜、虹口港、杨树浦港等支流滨水

廊道及绿道建设,形成滨水开放生态空间网络和景观游憩体系.

推进滨江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倡导用生态绿色技术引导滨水

空间生态绿色城区建设,推进滨江海绵社区建设与示范,大力应用

推广生态建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滨江生态能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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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杨浦滨江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推进北外滩、世博地区、徐汇

滨江、三林滨江等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推进全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体系建设.协同上游太湖流域推

进水环境治理,与上游水域形成连续的涵养林生态防护带.加强

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临港新片区的水域对接,实

现互联互通,建设高品质的滨水空间网络.重点推进太浦河清水

绿廊示范工程、黄浦江－大治河生态走廊建设,推进淀山湖环湖岸

线贯通,打造一体化的滨水、滨湖生态景观廊道.

(七)水陆联动,建设顺畅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

以水陆联动、集约低碳、注重体验为原则,在滨江及腹地范围

构建轨道交通、地面公交、水上交通、慢行交通、静态交通等统筹发

展的复合公共交通体系.

提升滨江地区可达性.完善滨江地区轨交线路站点和公交车

站、越江隧道出入口等规划控制,规划建设轨道交通１９号线北延

伸、２０号线东延伸等线路,加快推进江浦路、龙水南路、银都路等

越江隧道建设,改造提升杨树浦路、龙吴路等滨江骨干道路.结合

需求,在沿江大型公共设施、腹地功能建筑适度增设公共停车位,

在滨江支小马路设置机动车道路停车场.

优化综合交通网络.科学设计布点滨江及腹地区域水陆交通

枢纽,深化研究滨江地区中运量轨道交通规划,优化完善滨江地区

地面公交线网.提升公交服务设施与轨交站点换乘便捷性,实现

新建轨交站点５０米半径范围地面公交服务全覆盖,提高已建成轨

交站点公交配套服务水平.推进杨浦大桥、南码头、友城公园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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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枢纽建设,提升优化杨浦滨江公共交通组织,推进徐汇滨江、杨

浦滨江等区域中运量交通研究深化.

加强水岸联系.统筹规划码头及周边区域公共交通,推进综

合枢纽布局建设,实现水陆联动,构建兼顾休闲游憩与跨江通勤功

能的水岸交通体系.完善黄浦江水域货运码头布局,保留徐浦大

桥上游部分码头货运功能,推动形成上游大宗货物中转港区,引导

航行于黄浦江核心区的船舶结构优化.开展船只航运、水上活动

分时管理制度研究,提高水域利用效率.研究推进杨浦大桥、东方

明珠、世博 M１、世博公园、民生路、前滩、三林等码头规划和建设,

调整提升秦皇岛路码头、徐汇滨江客运码头等周边区域功能业态,

加快建设杨浦大桥公务码头和陆域配套工程,丰富国客中心客运

码头功能,推进徐汇滨江－世博文化公园等区间越江缆车方案

研究.

加快智慧交通应用.打造融合高效的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加

强滨江地区智慧枢纽建设,推动包括游船码头、停车等交通电子化

服务.助力智慧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５G 等技术的协

同应用,推进滨江在线地图的信息化和可视化.

(八)共建共治,打造精细化建设与治理的滨水示范区

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建立多方共治的社会治

理体系.充分运用城市大脑和“一网统管”建设成果,完善规划体

系、搭建综合地理信息平台、健全智慧网格化管理机制,打造精细

化建设与治理的示范区.

统筹优化滨江规划.结合区域转型及城市更新,加快规划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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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完善.加强产业规划研究及布局引导,优化用地结构,加快产

业集聚.提高滨江沿岸重点区域规划的精细度,加强滨江服务的

人性化设计.通过滨江既有岸线提升和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形成

滨江多样化天际线轮廓和城市色彩建设示范区.推进中运量交

通、慢行系统、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及绿地品质提升、既有建筑

改造利用、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布局、水上搜救基地站点布局等专

项规划研究,为高标准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规划指导.

构建智慧管理平台.结合５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构建滨江多网协同的无线网络.增设公共空间人工智能

互动设施,提升科技感和体验感.加强滨江存量和增量资源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据标准,建立滨江生态绿地、文旅资源、景观

设施、产业布局、用地资源、人流分布等多个场景应用单元,发挥

“一网统管”体系的综合效应.

加强精细化与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滨江地区“网格化管

理”能力和水平,建立面向公共安全与应急联动的空间信息智能平

台,实现主要道路、核心景点和重要活力节点的全覆盖.整合梳理

各类市容环境管理要素,健全滨江地区的市容市貌标准体系,推进

建立智能及时响应系统,实现市容管理服务保障的标准化、规范

化、智能化.

探索创新滨江地区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吸引人民群众

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滨江地区的管理和监督,坚持党建引领,持续

完善滨江服务体系,构建“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各领域融合”

的滨江党建和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人人参与、多方共治,将滨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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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打造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示范区.

四、苏州河沿岸地区的主要任务

进一步推进滨河沿岸城市功能建设,拓展和延伸滨河沿岸公

共空间,提升滨河生态环境与景观品质.深入挖掘并活化利用沿

岸丰富的文旅资源,完善滨河沿岸及水上交通网络,增强水陆联

动,构建魅力水岸.

(一)全面统筹,优化完善各区段功能布局

根据区位特点,将苏州河全域分为内环内东段、中心城区其他

区段和外环外三个区段,分别确定主题功能,明确发展导向.

内环内东段(长寿路桥以东)位于中央活动区范围内,以高端

商业、金融、文化、旅游等核心功能为主,同时带动配套居住功能,

强化功能的高度复合,打造苏州河的形象标志.中心城区其他区

段(外环高速至长寿路桥)以居住生活为主要功能,局部培育产业

功能,突出娱乐休闲、文化艺术、体育服务等功能.外环外区段以

生态保育功能为主导,融入游憩、休闲等功能,结合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虹桥商务区周边功能.

重点通过北京东路沿线为代表的城市更新,虹口苏州河以北

的商业商贸业态调整,苏河湾、长风、华东政法大学及中山公园等

地区的公共空间改造,进一步提升空间品质和商业商务发展能级,

重塑苏州河沿岸的功能、风貌和空间,开启苏州河发展新阶段.

(二)因地制宜,塑造步移景异的精致滨水空间景观

结合苏州河“河窄、湾紧、楼密”等空间特点,采用精细化设计,

优化公共空间品质,塑造步移景异的精致景观,打造标志性节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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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成滨水公共空间新格局.

持续推进滨河岸线贯通开放.加快推进长寿路桥(静安段)、

乌镇路桥(黄浦段)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多策并举推进沿岸住宅小

区的滨水空间品质提升及开放工作,到２０２１年底实现中心城段全

面贯通开放.

推进公共空间网络向腹地延伸.整合利用滨河绿地和地块内

部空间,加强滨河空间与腹地范围的联通.推动苏州河垂河道路

整体提升,构筑公共活动空间系统网络.综合整治公共空间网络

断点,推进大统路、福建北路地下通道建设及路面整修,推进三泰

路(福建北路－山西北路)和国庆路(晋元路－乌镇路)等道路新建

工程.

开展滨河城市形态景观提升.充分挖掘视觉景观要素,采用

精细化设计,提升苏州河沿岸景观品质.加快推进中心城区约７

公里防汛墙改造,在南苏州路等区域探索试点防汛墙材质和形式

的多样化,加快推进光复西路沿线、浙北绿地等区域的防汛墙改

造.推进实施沿河空间绿化和景观照明提升、跨苏州河桥梁景观

整治、架空线入地与合杆、沿河建筑立面整治等工程.

雕琢滨河空间区域新地标.结合滨河道路功能调整、高架桥

下空间更新、防汛墙亲水性改造、公园及文化体育设施改造和开放

等,因地制宜打造亮点区域.加快推进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整

体功能提升和滨河空间优化,推动实现校园公共空间全面开放共

享,打造苏州河滨水空间高品质地标.推进上海大厦－邮政博物

馆－河滨大楼、西牢地块、泵站公园、蝴蝶湾绿地、“苏河之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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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路－曹杨路)、中环桥下体育公园等节点区域的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打造苏州河沿岸新的景观亮点.

(三)提升绿量,整体改善滨河沿岸的生态环境品质

进一步增加生态空间规模,提供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继续开展苏州河全线及其支流水质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推进污染

治理和生态修复,促进整体环境改善.

增加生态空间规模.中心城区段结合滨河步道串联公园绿

地,郊野段形成具有生态和休憩功能的郊区生态节点.推进浙北

绿地、长安路节点绿地、岸线公园、“一纺机”公共绿地、“南四块”公

共绿地等大型绿地空间的建设实施,新增公共绿地约８０公顷.推

进临空２号公园和滑板公园提升改造,实现全时段开放共享.加

快推进上游闵行段、青浦段、嘉定段生态廊道建设,实现吴淞江苏

申内港线段生态廊道及滨水空间贯通.

延伸腹地生态链接.将苏州河沿岸浅滩、湿地、郊野公园等蓝

绿斑块串联成网,完善绿化结构.推进打通腹地生态廊道,打造生

物多样化生存环境.加强新泾港、桃浦河－木渎港、东茭泾－彭越

浦、南泗塘－沙泾港等支流水系的沿岸绿化建设.

加强沿岸环境治理.推进郊区工业用地转型,推进沿岸生态

修复,形成连续完整的生态岸线.通过对全流域进行水体治理,结

合泵闸改扩建和污水治理工程,全面提升流域水体水质,打造人类

与动植物共融的优质活动场所.实施上游郊区段新槎浦泵闸改扩

建等支河闸(泵)工程,完成苏西闸建设.

(四)多元复合,丰富滨河沿岸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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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苏州河沿线城市更新、生态修复和历史文化等功能

重塑,围绕品质生活、休闲游憩、商贸服务、科创文创等功能,培育

新兴业态,丰富滨河沿岸城市功能.

优化品质生活功能.加强滨河沿线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拓

展滨河沿线城市功能承载空间.增设办公、商业、文化等复合功能

以及便民服务设施,增强滨河活力.加强生态景观及公共空间建

设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打造滨河宜居生活示范区.重点

推进东斯文里、苏河湾地区、“一纺机”区域、M５０园区－宜昌路特

色街区、北京东路沿线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提升休闲游憩功能.深入挖掘苏州河沿岸旅游文化资源,打

造更多具有亲民特质的区域性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重点开展苏

州河“城市文化生活休闲带”工程,推进长风都市运动中心、中环桥

下体育公园建设,打造苏州河水上运动中心,定期举办龙舟邀请

赛,拓展水上及陆域体育赛事.

拓展商贸服务功能.充分利用滨河沿岸生态绿色环境优势,

促进高端商贸进一步向苏州河沿岸集聚.提升滨河沿岸商业活

力,集聚人气,打造上海夜间经济的重要承载地.重点打造虹口苏

州河以北商业商贸中心,推进长风地区、中山公园、临空地区等商

业板块的整体提升,调整提升北京东路沿线商业业态,打造创享塔

园区夜间经济特色街区.

培育科创文创功能.依托滨河历史文化和工业遗存,进一步

布局或提升科创孵化、文化创意功能.苏河湾地区加强金融、文

化、人才孵化等功能注入,M５０园区优化文化创意功能,长风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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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育商务研发和智能制造,临空商务园区发展科创研发等功能.

(五)激发活力,打造具有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感的生活水岸

充分利用滨河工业遗产和历史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彰显

文化内涵,实现城市生活与人文情感回归水岸,打造展示城市活力

的舞台.

提升文化设施能级.依托苏州河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通过新建改造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提升文化能级,

打造创新活力文化氛围.完成上海少儿图书馆新馆建设,推进上

海海派文化中心在邮政大楼落地运营,改造提升苏州河工业文明

展示馆、造币博物馆、邮政博物馆、顾正红纪念馆等展览场馆.

更新沿岸历史遗产.在历史风貌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打造

若干凸显苏州河特色的风貌展示区.增强滨水历史文化遗产与人

民群众的互动性,发挥沿岸重要历史建筑、历史空间的文化影响

力.重点推进福新面粉厂、四行仓库、总商会旧址等历史遗存的改

造和文化元素发掘,推进上海大厦－河滨大楼－邮政大楼,梦清

园－天安阳光－M５０园区等区域的历史建筑利用及功能提升.

开发历史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围绕外滩源、苏河湾地区、M５０

园区、长风海洋世界等重要旅游节点,打造集聚城市历史、市民文

化、工业创意等特色的“母亲河”文化景观带.构建苏州河水上游

船与滨水空间联动的系统格局,适时启动开通苏州河水上巴士或

水上游线,依托水陆游线串联文旅资源,推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

探访微旅行线路.

推进上游文旅资源联动开发.外环外地区重点依托上海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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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公园、青北郊野公园、江桥滨江林地等,发展农林自然风光体

验及主题游乐等功能.深度挖掘青浦白鹤镇历史风貌区、青龙古

文化遗址的历史人文资源,打造江南水乡古镇文化生态新空间.

以滨水历史文化名镇为依托,与长三角区域古镇和湖域景观等有

机串联,推动上游地区水乡古镇文化休闲和旅游资源综合开发

利用.

(六)以人为本,建设舒适宜人的滨河步行空间

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推进跨河桥梁建设,提升滨河沿岸的可达

性.通过精细化设计,整合滨河绿地与街道空间,增加滨河及腹地

道路林荫,提升滨河步行体验.加强水陆联动,优化滨河码头

布局.

加快推进跨河桥梁建设.进一步完善跨苏州河桥梁规划并加

快建设,逐步加密中心城区跨河通道布局,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优

化亲水步道与桥梁的衔接处理,提升慢行过河的舒适度和便捷性.

加快推进 M５０、梦清园、长寿路、安远路、隆德路、白玉路、真光路、

云岭西路等桥梁和跨河通道新建;适时启动山西路、普济路等桥梁

改造.

提升滨河步行体验.改善滨河空间步行环境,开展滨河道路

慢行优先化改造和精细化设计.优化北苏州路、南苏州路、光复西

路等临河道路的交通组织,南北高架以东的苏州河北岸沿河道路

基本实现机动车禁行,其他区域因地制宜推进机动车单行、限行、

限速改造,全面改善滨河空间步行环境.

完善配套设施体系.注重以人为本,增加公共活动场地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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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活配套、休憩设施,建立多类型服务设施体系.充分利用滨河

空间及建筑资源,打造具有人文特色,功能复合的驿站系统.普陀

区段重点推进２０余处规划滨河驿站建设.

推进水上码头建设.统筹日常观光和通勤功能,合理规划新

增旅游码头.兼顾出勤半径及水上安全需要,进一步统筹优化沿

岸公务码头布局.加快推进莫干山路公务码头整治搬迁,研究推

进曹家渡、风铃绿地、朱家浜、纵泾港等游船码头建设.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统筹推进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市“一江一河”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和区各司其职,统筹推进共建共治,紧紧

围绕一张蓝图,加强“一江一河”沿岸的规划、建设和治理工作.相

关区要完善滨水区域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机构,做好滨水

区域规划、建设、开放和管理的统筹推进、组织落实、督促检查等工

作.市各相关部门要在市“一江一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

协调下,制定完善专项建设计划,并与各相关区做好协调工作.

(二)完善政策配套

加快推进战略预留区及产业转型区域的规划研究,为土地储

备和公共空间建设提供规划依据.积极推进滨水公共空间历史建

筑确权的政策配套研究.推进滨水土地混合利用,激发滨水地区

活力.开展法制研究和标准制订,更新制定“一江一河”滨水地区

的综合管理办法、公共开放空间运营管理相关制度等,形成滨水地

区的规划建设、公共服务设施业态、服务标识、物业管理、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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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等管理标准.

(三)加强资金保障

形成“市区联动、以区为主”的资金筹措和财政支持体系,鼓励

区域内各沿江、沿河单位、开发主体及社会资金参与滨水空间的开

发建设.探索各区滨水空间公益性和效益性相结合的资金平衡机

制,保障“一江一河”公共开放空间的日常运营维护,完善资金使用

标准,落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形成以管理养护为主的资金使用长

效机制.深化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资本经营的主题项

目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的多方共赢.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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