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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xian New City Practice for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an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Node City"

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目标的奉贤
新城实践

周晓娟   张璐璐   陆  渊   张  灏   梅家靖    ZHOU Xiaojuan, ZHANG Lulu, LU Yuan, ZHANG Hao, MEI Jiajing

新城作为上海市域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在长三角城市群格局中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卫

星城—郊区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演变。2021年，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的上海市域总体空间发展新格局，要求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五个新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首先总结国外新城的相关发展经验，其次以奉贤新城为例，剖析新城发展方向、交通支撑、产业发展和特色塑造等

方面的现状问题，最后以提升新城吸引力（首位度）、驱动力（发展动能）和辐射力（开放度）为目标，结合总体城市

设计实践，提出相应规划策略与空间应对方法。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system in Shanghai, the new city has generally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of "satellite city-

suburban new city-comprehensive node c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and the pattern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21, Shanghai'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Long-term Vision for 2035 outlines a new spatial 

pattern of Shanghai with "leverag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owntown area, fostering fast growth of two wings, bolster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towns, and facilitating transformation in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and requires the five major new cities of 

Jiading, Qingpu, Songjiang, Fengxian and Nanhui to become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node cities.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new towns, and then takes Fengxian New Cit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town's development direction, transportation suppor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shaping. To enhance the new city's attractiveness (primary degree), driving forc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radiation effect (opennes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overall urban design practi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spatial responses.

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奉贤新城

 independence; comprehensiveness; node city; Fengxian N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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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上海新城发展近20年来，各新城已形

成良好的城市功能和产业基础，但对照“独

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定位差距明显。一

是“独立”方面，新城尚未充分实现分流中

心城人口的目标，且公共服务配置标准较低。

“1966”城乡规划体系下，新城“反磁力”作

用并不显著，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不强。根据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2000—2010年间，郊区新城（原宝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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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闵行新城除外）常住人口共增加56万人，

远低于中心城的149万人及中心城周边地区的

244万人；且新城对中心城人口吸纳作用不强，

新增人口中68%为外来人口[1]。新城建设缺乏

有力的政策统筹，在现行“两级政府，三级管

理”体系下，新城规划和建设管理权限下放至

区，新城建设以区为主要推手。除了临港新城

是上海市级统筹规划、建设以外，各新城均各

自为政，在城市功能定位、建设发展等各个方

面深受区管理层次的局限[2]，有的新城过于强

调房地产开发[3]，其公共服务配置标准与百万

人口城市的标准仍有差距。二是“综合”方面，

新城发展动力不足，在近沪地区中处于发展洼

地，产业绩效跟上海周边城市相比偏低。从经

济发展水平来看，上海各新城与近沪城市相

比并无优势，昆山、太仓、常熟、宁波等市人均

GDP都超出上海各新城，奉贤新城在杭州湾区

域，产业与其他城市高度同构，GDP能级无显

著优势，且新城工业用地产出效益的增长速率

低于土地价值的增长速率，出现“高土地价值，

低产出水平”的现象，导致土地闲置问题突出[4]，

低效工业企业主不愿通过改造提升效益，而是希

望利用自身企业土地增值待价而沽。三是“节

点城市”方面，廊道引导不足，面临新城乏力

与近域蔓延窘境[5]。嘉定、松江、青浦、奉贤新城

虽在区域发展廊道上，但难以强化廊道地区集

聚发展的空间格局，反而导致遍地开花、缺乏

重点的空间拓展态势。对内而言，中心城边缘

新城和新市镇快速崛起，对人口的吸聚能力甚

至超过新城，例如江桥镇2000—2010年新增

常住人口20万人，而同时段所有新城平均新增

常住人口仅11.2万人；在郊区有限的资源和政

策供给下，新城面临着与新市镇抢夺资源，在

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处于被动境地。

“十四五”期间，五个新城将力争成为

上海未来发展具有活力的重要增长极和发动

机，与中心城区一起构建上海大都市圈的“核

心内圈”。因此，如何定义新城“独立的综合

性节点城市”内涵，明确新城在区域中的战

略价值、转型发展与提升路径，成为亟待破解

的命题。

1   国外新城发展经验

新城理论受19世纪末英国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理论启发而来，最早以卫星城的形式出现，经

历了4个发展阶段：附属型、半独立型、独立型和

网络型，并不断迭代。其中较为成熟与典型的新

城有英国米尔顿凯恩斯新城和日本横滨新城。

1.1   英国米尔顿凯恩斯新城

米尔顿凯恩斯新城是英国规模最大且最

晚开发建设的新城，位于伦敦西北72 km处，毗

邻连接伦敦和伯明翰的M1 高速公路，处在两

个城市的中点。米尔顿凯恩斯新城于1967年

开始规划设计，总面积约309 km²，人口约28万

人。其所属的剑桥—米尔顿凯恩斯—牛津走廊

被英国政府视为培育英国创新性产业非常重

要的发展走廊，米尔顿凯恩斯于2015年成为伦

敦以外首个初创企业的最佳发展城市，形成强

有力的反磁力中心。

米尔顿凯恩斯新城规划非常注重环境、配

套设施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在空间环境方

面，从一开始就注重生态环境与城市风貌保护，

严格限制建筑高度，不断增加绿色空间；在产业

发展方面，聚焦知识密集型产业，以绿色、可持续

的发展理念为支撑，与周边地区世界领先的大学

和研究机构进行积极互动，成为智慧城市、绿色

交通、生物医药等产业的聚集地；在交通方面，通

过网格道路系统奠定早期的空间格局，并在城区

设计了200 km的步行、自行车共享道，近些年推

广新型交通技术，鼓励可持续通行方式与低碳交

通设施建设；在配套设施方面，为了吸引和留住

人才，以创新人才的需求为导向，配套丰富的休

闲娱乐设施、不同类型的住宅与保障房等[6]。

1.2   日本横滨新城

日本横滨在第4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中被定

位为业务核都市，位于东京都市圈30—50 km

范围内，对疏解东京都市区功能起到一定作

用。横滨和千叶承担了部分商业、商务和会展

等功能。横滨作为距离东京中心50 km以上的

远距离新城，在区域一体化影响下，逐渐成为

都市圈外围的“反磁力”中心，功能相对独立，

在东京2040总规中与川崎和木更津组成南部

的广域据点。

横滨成为独立的新城，经历了若干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横滨作为东京大都市圈的

组成部分，由于与东京相距较近，独立性很难

体现，甚至成为东京的“卧城”。因此1965年，

横滨围绕市中心强化、提高横滨独立性的目

标，提出未来发展的6大项目，包括新城建设、

基础设施等内容。

2006年，横滨制定《横滨业务核都市基

本构想》，强化横滨业务都市的主体性，在增加

国际交流、商业、文化等功能的同时，做好对东

京各项业务功能的承接，尤其是在增强功能节

点之间的交通网络联系、完善公共服务和住宅

供给方面。横滨还联合川崎推动首都圈广域据

点建设，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7]。

为了吸引东京产业转移，横滨在市中

心临海地区更新规划建设了港湾未来21区

（MM21）。2015年，横滨编制了最新的市中心

临海地区更新规划，提出先进、交流、创造、感动、

舒适和活力6大原则，以及3大基本战略和5项政

策方针，重点关注有世界吸引力的空间据点、

多样化的交通方式、世界领先的智能环境、韧

性城市，以及参与机制等。

1.3   借鉴与启示

总结国外新城的发展经验，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提升吸引力（首位度）。新城需

要在人口、经济等方面达到一定能级，结合新

城的优惠政策才能有效引导人口和吸引产业

流入，同时提供高品质文化、教育、娱乐等公共

服务和基础教育设施，特别关注可持续的生态

平衡，注重生态廊道、城市公园、街道等的规划

建设，打造优质的自然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环

境，强化新城相较于母城以及所处区域腹地中

的比较优势。二是提升驱动力（发展动能）。新

城在产业发展上不能仅依靠母城的溢出，而是

需要发展自身特色产业，形成长效造血机制，

通过布局国家战略重点产业集群，以“高精尖”

产业为主导，辅以在地研究、教育、中介等机构

的支撑，通过重大事件（会议、博览、赛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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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施建设提升新城影响力，营造城市品牌与

文化氛围。三是提升辐射力（开放度）。新城需

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心城“保持距离”，否则在

强大的虹吸效应下无法有效成长，而变成中心

城的蔓延地区。在交通联系上需要与中心城建

立快速轨道交通联系，但并不适宜作为新城主

要的通勤交通方式，新城应强调融入区域层面，

与其发展腹地间建立更加高效的交通联系。

2   奉贤新城发展制约与挑战

奉贤新城东邻临港新片区，西接长三角绿

色示范区，北连虹桥、浦东两大枢纽，南倚杭州

湾，是上海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锚点。作为

五个新城中环杭州湾区域的新城，其自身仍面

临发展制约与挑战。

2.1   区域战略支撑缺乏， 发展方向不清晰

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是决定一座新城发

展上限的重要因素。纵观上海五个新城，嘉定、

松江作为上海地区历史上县治所在地，拥有深

厚的历史底蕴和城市建设基础，同时受益于沪

宁、沪杭两大区域发展轴线，依托江苏、浙江

与上海之间的要素流动形成以安亭汽车城、

G60科创走廊为代表的重要产业空间，带动新

城近20年的快速发展。南汇新城作为上海践行

国家海洋战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

田，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新空间，虽然

开发较晚、基础相对薄弱，但依托临港新片区

自由贸易的政策优势，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青浦新城毗邻淀山湖，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后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相比之下，奉贤新城是五个新城中唯一的

“战略洼地”，当下唯一值得期盼的是杭州湾湾

区协同发展战略，但由于长期受制于当前杭州

湾湾区交通条件，在湾区层面尚未形成区域合

力，反映在新城空间发展上便是发展方向的摇

摆不定。从1990版南桥镇总体规划至2018版

奉贤区4版新城总体规划，新城的发展方向经

历了“北上、南下、东拓”多次变更，然而向北

缺乏融入主城区的功能锚点，向南缺乏融入杭

州湾和长三角的功能支撑，陷入“南北不靠”

的发展困境。 

2.2   先发优势缺失，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逐渐被边缘化

工业革命以来，长三角区域交通模式经历

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4次

重大飞跃。1932年，上海至杭州方向第一条公

路正式建成通车，命名为沪杭公路，奉贤县县

治也随之从奉城搬迁到南桥（今奉贤新城），

拉开了奉贤新城近代城镇发展序幕。1937年，

日军入侵上海后，进一步对沪杭公路进行改

造，成为当时杭州至上海机动交通联系的主要

通道。沪杭公路与当时海塘（今川南奉公路）

在南桥十字相交，是杭州方向进入上海去往浦

东和浦西方向重要的分叉点，奠定了奉贤的南

上海区域门户节点地位。在高速公路诞生之前，

沪杭公路与沪杭铁路沿线城镇带的发展呈现并

驾齐驱态势，以公路为纽带，奉贤新城在当时与

沿海城镇带上的海盐、海宁、平湖、金山、南汇、

川沙等城镇建立较强的功能联系。但1998年沪

杭高速的建成通车打破了这一平衡，沪杭公路

交通职能被高速公路替代，以沪杭公路为纽带

的沿海城镇带功能开始出现快速衰退，如海宁

县治从千年古镇盐官迁往硖石镇（今海宁市

区）。2010年，沪杭高速铁路建成，进一步强化

了“上海—松江—枫泾—嘉兴—海宁—杭州”

的沪杭主通道走廊，杭州湾北岸沿海通道及沿

线城镇发展进一步边缘化，奉贤新城也由原来

南上海枢纽门户变成区域交通末端，与沿海城

镇带城镇功能联系减弱，成为五个新城中对外

开放度和辐射能力最低的新城（见图1）。

2.3   区域产业格局中优势不足， 尚未占据

产业高价值区段 

独立新城发展核心功能离不开产业支撑，

从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来看，单一产业

或者过于分散的产业体系往往难以支撑新城长

远发展，需构建丰富的产业体系，吸引和培育龙

头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奉贤东方美谷美丽健康

产业正逐步成型，主要集中在化妆品和生物医

药，目前已吸引700多家实业型企业，3 000多

个美丽健康品牌，化妆品企业占全市的30%，

化妆品销售额占全市的40%，面膜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25%。东方美谷已经成为国内知名度

最高的化妆品集聚地之一，并开始向“世界化

妆品之都”迈进。

但在产业细分领域及产业链延伸方面，奉

贤美丽健康产业仍存在一定不足。从长三角区

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布局来看，生物医药产业正

走向细分领域差异化竞争，且逐步聚焦中上游

创新研发与先进制造环节。长三角地区逐步形

成包括上海集聚区、沿长江集聚区、海州湾集聚

区、杭州湾集聚区在内的4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区，其中杭州湾集聚区的强项主要在智慧医疗、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和保健品研发方

面，奉贤东方美谷在规模能级、龙头企业及细分

门类上尚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制造业准

入标准不高、产业辐射性不强、头部企业不多。

从长三角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开发区功能

导向来看，各区基本形成各自研发和生产基

地，均从单一细分领域强项走向生物医药产业

复合节点。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区域乃至我国

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中心，处

于产业链的研发环节；江苏省和浙江省研发和

生产并重，江苏省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制造业

领域的领军者，浙江省形成了以杭州国家生物

图1  主要区域交通廊道与奉贤新城发展关系示

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regional traffic corridors and Fengxian New 
Town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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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地和台州国家化学原料药基地为核心

的生物产业聚集带；大多数生物医药类园区不

论体量和发展水平，都将研发和生产作为目

标，已经呈现出较大的趋同性。

从周边省市产业发展经验来看，依据奉贤禀

赋资源，应放大美丽健康细分领域优势，重点聚焦

生物医药及保健品研发生产、医疗器械、健康医疗

服务核心产业，同时以打造“研发—制造—检测—

展示—平台”美丽健康全产业链为目标，实现区

域内产业的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见图2-图3）。

2.4   新城宜居宜业的比较优势不足， 特色

品牌不显著

新城的“独立”意味着应有其区别于中

心城母体的发展优势，从而吸引人来此居住就

业。奉贤新城在集聚人口与服务品质提升方面

有一定成效，但距离“独立新城”的目标仍

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较难承接中心

城的居住溢出。从交通OD出行情况来看，奉贤

新城90%的出行在周边10 km范围内，与中心

城联系相对较低，新城呈现内部“自给自足”

的低效独立（见图4）。二是公共服务有精品，

但主要面向本地人群。近年来，奉贤新城新建

了一批公共服务设施精品，包括九棵树未来艺

术中心、奉贤区博物馆、“海之花”市民活动中

心等。从现状公共中心热力分布情况来看，奉

贤新城在区域版图中尚未成为公共中心高地，

而自身的活动热点也依然在南桥老镇区，区总

规中新增的市级副中心（上海之鱼地区）培

育缓慢，可以说是五个新城中唯一市级副中心

尚未成型的新城（见图5-图6）。三是生态资源

本底优厚，但感知度不高。奉贤新城现状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 m²，公园绿地500 m²服

务范围覆盖率达到87.5%以上，同时拥有五

个新城中最大的生态绿心，新城中心尚保留

一处4.3 km²的生态片林，其尺度堪比纽约中

央公园。但从市民实际感知来看，由于新城的

生态绿地缺乏系统性和景观性，且功能单一、

可达性差，因此尚未充分体现生态效益和使

用价值。

3   奉贤新城发展路径与规划应对

3.1   根据城市发展阶段， 科学确定战略发展

方向

以往上海市域空间结构发展是以伦敦“单

中心、环路、环城绿带、卫星城”为代表的圈层

模式，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以奉贤新城为代表

的郊区新城并未如规划预期般地形成反磁力中

心，反而成为上海临沪地区的发展洼地。放眼全

球，随着城市分工的不断深入，轴带状多中心结

构正在成为超特大城市发展的主流。在新一轮

“新城发力”的大背景下，由单一的圈层结构向

“轴带+圈层”的复合结构转型将是上海建设卓

越全球城市的必由之路。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奉贤新城的发展格

局，作为五个新城中唯一没有区域发展廊道依

托的新城，杭州湾是奉贤新城唯一的出路。奉

贤新城的定位不是上海的后花园，而应依托上

海中心城，打造上海面向杭州湾的门户客厅，

其长远发展方向应是向湾发展。但若在现阶段

跨出这一步，存在极大风险[8]。以天津滨海新区

为例，当初为打通京津冀战略轴线的入海口，

天津从市区向东跨越40 km设立滨海新区，但

从实施情况来看，即使滨海新区拥有天津直辖

市能级的母体支撑，尚且无法快速消化跳跃式

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现状人口不足50万

的奉贤新城。因此，必须结合奉贤新城当前的

城市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审慎确定新城的战

略发展方向和发展时序。

首先，基于“轴带+圈层”的复合结构，应

以奉贤新城为中心，南北向打通黄浦江与杭州

湾战略联系，确立“向湾发展”的基本战略方

针。其次，结合新城发展实际，明确近远期的战

略实施路径。近期应聚焦奉贤新城70 km²的基

本盘，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

升城市空间魅力与空间品质，吸引人口导入，

着力提升新城能级。依托黄浦江生态走廊地区

良好的蓝绿生态基底，结合西渡街道更新实现

高品质低碳发展。远期面向杭州湾，当奉贤新城

达到一定规模和能级，区域交通廊道也逐渐形

成时，应将杭州湾战略上升为区域级发展战略，

当有重大事件作为触媒落地时，可依托南北向

轨道交通廊道，逐步打开战略留白及海湾滨海

战略机遇区，真正走向杭州湾时代（见图7）。

3.2   重拾南上海门户枢纽地位， 重塑杭州湾

北岸城镇发展新格局

回首历史，奉贤新城因公路时代的发展机

遇而崛起，也因错失了高速铁路时代的机遇而

在区域竞争中失去先机。展望未来，奉贤新城

应抓住高铁时代的良好机会，通过奉贤枢纽的

建设将高速铁路引入新城，融入区域一体化高

速铁路交通网络格局，实现与长三角区域互联

图2  2018年全市产业基地、产业社区工业用地产

出绩效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industrial land output perfor-
mance of industrial bases and industrial communities 
in 2018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国土

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评估. 2020年。

图3  奉贤新城主要产业用地地均产出强度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average output intensity 
of the main industrial land in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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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重拾南上海门户枢纽地位。

但门户枢纽地位的确立仅依靠高速铁路是

远远不够的。从区域高速铁路网络布局来看，沪

杭高铁主线地位稳固，奉贤枢纽的主要客群应来

自杭州湾区对岸沪甬方向，但考虑到规划沪甬铁

路通道将选址于金山区与奉贤区交界处，杭州湾

对岸沪甬方向客流可通过金山铁路直接进入虹

桥枢纽，或通过浦东铁路直接进入浦东枢纽。除

了以奉贤新城为到达目标的客流外，通过奉贤枢

纽转换进入上海中心城的客流较为有限。

因此，为重拾奉贤南部枢纽地位，规划提

出4方面交通设想：一是通过沪乍杭支线接入

沪乍杭通道，通过接入高速铁路网络，融入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1 h可达杭州

湾近沪城市、2 h可达长三角主要城市；二是

以奉贤枢纽为核心，以市域铁路和城际铁路为

纽带，重新组织断裂的沿海城镇带之间的功能

联系，整合沿线特色旅游资源，为沿线城镇提

供高等级的城市公共服务，有效激活带动整个

杭州湾北岸沿海城镇带发展；三是通过轨交快

线奉贤线快速通达三林枢纽，经过换乘可实现

新城与中心城CAZ及两大枢纽“45 min”的

快速联系，破解奉贤新城长期以来与中心城联

系不便的问题，通过灵活编组大站车和直达车

等方式实现新城与中心城的快速直达[9]；四是

通过轨道交通15号线向北衔接上海南北发展

轴上的重要板块，与已建成的轨道交通5号线

共同串联东方美谷、奉浦开发区、紫竹高新区、

闵行开发区、莘庄工业区、漕河泾等科技创新

区和其他城市的重要产业功能板块，促进新城

与中心城的产业互动与功能联系（见图8）。

3.3   产业发展补链转型， 为新城发展注入新

动能

以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为依托，加快推进

生命健康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立

足美丽健康产业链，联动临港、张江，以建设国

际知名美丽健康消费目的地为目标，构建以生

命健康为主导、特许医疗为特色、创新载体为

支撑的产学研创一体的千亿级美丽健康全产

业链集群。重点承载生物医药及保健品、医疗

器械、健康医疗等重点领域的国家级研发转化

功能平台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由生产制

造向生产性服务业延展升级，促进生命健康产

业融合式和平台化发展。

强化绩效导向提升产业能级，优化用地

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按照优于全市平均

水平制定新城产业准入标准，用好新增产业空

间。全面梳理新城存量产业用地，认定并转型

一批新城低效产业用地。针对奉贤新城“九宫

图4  奉贤新城出行OD分布

Fig.4  OD distribution of trips in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在百度慧眼基础上绘制。

图6  五个新城公共中心热力分布

Fig.6  Therm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enters in the five major new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在百度慧眼基础上绘制。

图7  奉贤新城空间发展战略布局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layout of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区域公共中心热力图
Fig. 5  Heat map of regional public centers

资料来源：笔者在百度慧眼基础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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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空间格局下长期存在产城空间割裂、产业

用地绩效偏低、与主导产业关联度不高等问

题，本次规划围绕美丽健康产业链，对“九宫

格”制造业及服务业发展提出针对性策略。对

奉贤经济开发区与江海经济区进行更新转型，

奉贤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提质增效，聚焦生物医

药研发、制造功能，江海经济区加快低效产业

用地转型升级，进一步向综合型城区功能转

变。同时以东方美谷大道为美丽健康产业发展

轴线，打造“东方美谷、未来空间”企业创新

平台，推进综保区、美U谷、南桥生命科技总部

园等项目落地，建设国家级水平的中小企业科

技创新活力区；围绕中央林地与上海之鱼所形

成的CAZ，未来将成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体验、

消费、展示与交流场所。通过“九宫格”内全

域的产业提升，做实做强“东方美谷”，将产业

品牌与城市品牌有机融合（见图9）。

3.4   注重空间“聚合”， 强化新城空间品质

与特色形象

发挥奉贤新城生态绿心的资源优势，改善

新城生态建设品质不高，城市中心培育缓慢以

及九宫板块功能分割、能级不够等问题。聚焦

奉贤新城中心区独一无二的生态林地资源，通

过聚合多元要素，将“中央森林”和“人民之

环”作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整体塑造“森林极

核、疏朗有致、九宫簇芯”的城市意象。

一是以中央森林、金海湖为基底，聚合功

能、交通、文化等要素，打造森林极核。奉贤新城

中心与中央森林相结合，在五个新城中独具特

色。保护中央森林的原生性和完整性，严控建设

用地比例。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创造林湖草相

图8  奉贤新城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示意图

Fig.8  Fengxian New Tow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sketc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奉贤新城“九宫格”产业提升示意图

Fig.9  Fengxian New Town industry upgrade schematic diagra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嵌的多样化生态空间，少量设置体育活动设施

和场地，确保中央森林内建设用地占比不超过

10%（含内部道路）。枢纽深入新城中心，强化

站城一体化开发。实现轨道交通5号线、15号线

等多线换乘，支撑新城中央活动区发展。加强中

央森林与周边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形成一体

化连续的公共开放空间网络，打造联系中央森

林与商业商务区高品质的连续的慢行系统。合

理引导林地周边界面形式，沿望园路生态商务

区打造连续建筑界面，展现地标建筑群形象，重

点设计底层公共开放界面，增强地区活力。美谷

大道南侧与金汇港沿线打造与自然相嵌的有机

界面，体现生态优势特色（见图10-图11）。

二是以“双十字”聚合公共服务功能与开

放空间系统，打造“人民之环”。以环城北路、沪

杭路十字路网及浦南运河、金汇港十字水网组成

图10  奉贤新城全域“公园+”体系框架

Fig.10  Fengxian New Town's global "park+" system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奉贤新城鸟瞰示意图

Fig.11  Aerial view of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推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奉贤新城总体城市设计印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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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功能丰富、生态、活力、文化的“人民之环”
Fig.12  Ring pattern with rich functions, ecology, vitality, and cul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老城地区中心鸟瞰图

Fig.13  Aerial view of the center of the old town
资料来源：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推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奉贤新城总体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

“双十字”骨架，串联新城中央活动区与地区级公

共活动中心（老城、奉浦、金海、金汇、城南及国际

服务地区中心等），聚合公共活动和公共服务功

能，做到高水平公共服务设施均衡覆盖。集中增加

沿线公园绿地与开放空间，兼顾市民文化、休闲、

交往和体育（如半程马拉松赛）等需求，引导全

线慢行贯通和沿线街坊开放（见图12-图13）。

4   结语

面向“十四五”，奉贤新城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经过经过多年发展，新城已然不新，现实

发展掣肘与惯性路径并存；另一方面，在“独立

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发展目标下，需深入探索

奉贤新城在上海大都市圈区域格局下的定位与

内涵。奉贤新城作为上海新城发力实践区，应通

过长远谋划、中期布局及近期聚焦，进一步关注

战略发展、交通网络、产业转型和空间品质，提升

奉贤新城的吸引力、驱动力和辐射力，重塑新城

发展新格局、新动能与新范式，支撑奉贤新城成

为杭州湾北岸独具魅力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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