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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Method of Sub-centers in Global Cit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ventor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inqiao, Shanghai

存量发展时代全球城市副中心规划编制方法思考
——基于上海市金桥城市副中心规划实践

马  倩    MA Qian

存量发展时代全球城市中心区的持续更新或将成为常态，存量视角下公共中心的规划编制更趋于尊重产权现状，提前

锁定开发机制；尊重人本需求，确保公共利益优先；尊重市场规律，复合高效利用土地；尊重多方协同，联动重大基础设

施。基于上海市金桥城市副中心从概念方案至控详规划全过程参与的工作经验，总结提炼存量视角下城市副中心规划

编制特有的内容构架，并提出：机制先行、分类引导；强控公利，预留弹性；轨交之上、高效复合；前置协调，总控机制等方

面的思考。

In the era of inventory development, the renewal of global city centers is likely to be normalcy. The planning of public cen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ntory development tends to respect the property and highlight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spect the human 
capital and ensure the priority of public interests, respect the market and make efficient use of land, and respect the cooperation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working experience from conceptual plan to detailed planning in Jinqiao, Shanghai,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unique content framework of urban sub-center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ntory developm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thought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ut development mechanism first and provide classified guidance", "regulate 
public interests and reserve flexibility", "focus on rail transit and efficient combination", and "pre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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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

海2035”）提出建设用地“负增长”目标，上

海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这些都意味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增量向

存量转型，但规划行业是否为这一转变做好准

备？存量发展时代下如何既平衡多方利益，又

推进高品质城市建设？既需要机制创新，也需

要实践探索。

1 城市中心区的持续更新或将成为常态

1.1   国际趋势和中国实践

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

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

对全球的城市更新工作提出可持续的要求[1]；加

快培育城市副中心已成为当前全球城市空间格

局演变的主导方向[2]。例如英国大伦敦城市规划

尤其强调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改造，伦敦东区从

制造到文化再到科创，从20世纪末至今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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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着有机更新；又如21世纪以来日本往往在城

市节点区域进行的城市更新，既满足自身的升

级换代，又能最大限度承担城市公共功能，如新

宿副都心、日本桥、大丸有等地区等，在长达几

十年的跨度中，实现持续更新提升[3]。

在资源紧约束背景下，我国北京、上海、

深圳近年来也进行了许多更新实践。北京首钢

老工业区提出通过动态更新，逐步推进全面城

市复兴；上海黄浦江两岸地区由世博会大事件

驱动再开发，而后又实现城市最佳实践区可持

续利用；《深圳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6—

2020）》提出加大龙华中心、龙岗中心、空港中

心、光明中心、坪山新城中心、盐田中心等副中

心的更新力度。

基于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实践，全球城市

公共中心持续迭代更新，或将成为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内的常态。

1.2   理论研究和政策探索

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学界对于存量规划

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更新发展阶段[4]、制度和

政策变革[5]23、基于制度经济学[6]或租隙理论视

角[7]40，[8]的存量更新顶层制度设计、规划编制

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存量再开发的规划指

引与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实践性探讨较少[9]。

在政策探索方面，上海、广州、深圳等城

市结合各地情况，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和举措。值得关注的是，传统“强势”政府在

新形势下放权，土地政策中对于更新的让渡空

间也在博弈中逐步调整[10]，上海还通过土地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方式对更新后的产能、税收等

提出要求，从一次性地价补缴转而关注引导区

域的长效发展。

城市更新是引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领域，国内规划界在对存量发展趋势达成一

定共识的同时，也反映出从理论到政策不断

摸索和试错的现实，需要在持续的规划实践

中逐步完善。

1.3   城市中心区存量规划编制面临挑战

与增量规划中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设计

过程不同，存量规划始终贯穿着多元主体的权

责重构的协调过程[11]，这对城市中心区常规的

规划编制方法提出不小的挑战。

首先，空间设计方案受到土地产权和交易

成本的制约。功能布局、城市形象等不再是衡

量方案的主要标准，存量规划的空间方案设计

与产权交易方式密不可分[12]12。常规设计机构

由于对各类主体参与更新的积极性、政府的让

渡空间等缺少整体统筹能力，尤其在租隙较高

的城市中心再开发区域，在增值利益分配机制

不明确的情形下，空间规划则很可能成为难以

落地实施的反面案例。

其次，公共要素布局缺乏整体层面的利益

统筹。当前的存量更新实践大多为更新意愿明

确且产权关系相对简单的局部地块，整体层面

的更新规划尚在试点和探索中。单个零散的更

新项目往往背离城市更新的宏观目标[13]70，单

纯从个体需求角度出发的城市更新无法实现

和落实整体区域的城市公共要素，甚至对周边

环境带来负面影响[14]59。因此在城市中心区域，

需从整体层面做好城市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

之间的统筹。

最后，还存在部门协同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专业机构未能满足更新服务等难点，为规划编

制过程增加了协调的时间及人员成本。虽然一

些城市新近成立了城市更新管理机构，但是相

关配套政策仍缺乏有机衔接。例如，上海市设立

了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而实际运作中发现

尚需理顺各部门的程序、标准、规范并形成一致

的合力[14]59。部门之间缺乏联动导致的信息不

对等将提高规划编制难度，加之副中心区域的

再开发往往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更增

加了部门协调的难度。而传统以设计院为主的

规划编制机构，其人员知识结构往往偏重空间

布局，缺乏沟通协调等方面训练，也需要在更

新规划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2 存量视角下的公共中心规划导向

城市副中心的常规规划视角旨在通过多中

心网络疏解优化特（超）大城市空间结构，在一

定区域内集聚特定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激发地区活力。规划编制中往往关注功能完善、产

业升级、产城融合、城市活力、公交优先等方面。

而在存量视角下，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

是否成功还取决于存量用地的转化是否能为

下一步城市的增长释放出最大的潜力。这一过

程中，规划编制则趋向对产权、人本、市场和协

同等方面的关注。

2.1   尊重产权现状， 提前锁定开发机制

产权是存量规划的核心问题[15]，基于制度

经济学，理想的规划模型在现实环境中实施时，

便应考虑交易成本。促使产权从低效率使用者

向高效率使用者转换，从低效益功能向高效益

功能转变，最终实现公共服务的不断提升[16]。规

划师不仅要进行空间设计，还需要考虑不同开

发机制下的交易成本变化，以及由此对规划方

案可操作性的影响。

国际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体现城市更新

组织由政府主导向公私合作，再到多方合作的

趋势[13]71。目前我国存量更新开发机制主要分

为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类：（1）政府主导的

方式。通过土地收储完成整体产权统一，再通

过土地招拍挂完成土地二次开发。此类方式适

宜于城市重点建设项目，在片区内整体改造升

级中发挥杠杆作用。（2）市场主导的方式。原

土地权利人按照更新规划自行转型提升，在获

得级差地租溢价的同时，通过补缴地价实现对

城市总体公共利益的平衡。此类方式避免招拍

挂流程，降低土地权转移的风险和时间成本，

有效激励市场主体活力。

总体而言，我国城市虽然希望引入多样更

新主体，但除深圳等少数城市重视政府引导下

的“市场运作”外，其他大部分城市对让渡权

利仍然有所保留，开发的机制相对比较谨慎。例

如，曾经放权给市场的广州目前强调要“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城市更新动力有所下降；上海

虽推崇“政府—市场双向并举”，但在当前的实

践中政府推进仍是根本动力[5]24。无论采取哪种

开发机制都将对交易成本产生决定性影响。因

此在规划编制前期就应尊重现状产权，前置开

展开发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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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尊重人本需求， 确保公共利益优先

城市各级公共中心是多样化公共活动的空

间载体，需从人的需求和感受出发，提升公共空

间品质，集聚地区活力。同样在存量地区，由于

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普遍不足，更要求通过更

新规划优先落实公共利益，通过持续更新释放

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宜人的开放空间。

然而在存量更新的过程中，政府不再完全掌

控所有土地资源，难以统一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市

场的逐利性往往导致“挑肥拣瘦”的状况，增值

收益较高的项目容易推进，而公益性项目却落地困

难，公共利益如何维护？上海通过建立“公共要素

清单”的方式，提前评估区域缺乏的公共要素。例

如在张江西北片区的整单元控规实践中就利用了

城市设计管控系统性公共要素[17]。在土地私有制的

日本，城市更新中往往利用再开发项目实现因公共

财政缺乏资金而不能开展的公共或者基础设施提

升。可见，即使土地及建设机制不同，城市更新背后

的经济运行逻辑也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再开发增量

收益的分配中，要确保优先预留公共要素。

因此，在公益优先的原则下，结合副中心

的功能特征，规划编制应强调优先完善高等级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升道路交通出行条件，

完善慢行网络和开放空间体系。

2.3   尊重市场规律， 复合高效土地利用

传统的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区位条件较好、

资本获利较高的城市中心区形成较高租金。在

存量规划中加入时间维度的考量，租隙理论

（rent gap theory）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全球不同

治理环境下的城市更新现象[7]39。在一个增长的

城市中，土地的潜在地租会持续增加，尤其在公

共中心区，土地权利人通过城市更新可获取更

高的增量收益。不可否认，经济驱动是持续更新

得以推进的内生动力，因此需要尊重市场客观

规律，充分挖掘土地潜在价值。

为了充分挖潜土地价值，全球城市核心区

都趋向高密度发展和高强度轨交配置。例如伦

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东京丸之内毛容积率

都在5.0以上，东京丸之内的轨交站点密度达

到10个/km²以上。从东京副中心的发展经验来

看，在高密度的轨交网络的支撑下，副中心地

区的毛容积率达到2.0以上，基本的开发规模

在400万km²以上[18]。与东京相比，上海副中心

地区的空间集聚度和交通承载能力均有待提升。

因此，在副中心地区规划编制中，应考虑提

高空间集聚度，鼓励高强度开发和空间复合利

用，引导TOD导向紧凑开发，构建与高强度开发

相匹配的交通承载条件。

2.4   尊重多方协同， 联动重大基础设施

副中心地区的更新是一个规划土地与基

础设施整体联动的系统工程。市政交通不是被

动的配套，而将成为土地规划调整的约束门

槛。基础设施的服务和承载能力是规划确定开

发功能和总量的前提条件[12]17。例如，北京市结

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适时提出“轨道+”的更

新模式，将单一的工程设施建设，转变为对重

点功能区的提升带动[19]。再如，日本东京品川

站东口、汐留地区整体开发及大崎站周边地区

开发等都强调地下空间的一体化开发，实现轨

道交通枢纽及周边区域大规模综合开发。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市政设施

的规划建设涉及规划资源局、发改委、建交委

等多个部门和相关单位，各部门项目推进程

序、考虑角度、成果深度也不尽相同；且由于设

计专业机构的细分，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的精

度，有赖于规划方案、市政工程方案、建筑概念

方案的同步推敲。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方

案设计可能陷入颠覆性的困境。

因此为了联动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带动地

区整体更新提升，规划编制应聚焦副中心地区

与轨道交通枢纽的整体开发。无论在部门协同

方面，还是专业技术的协作方面，都亟需搭建

合作平台，保持沟通渠道，提前预留空间。

3 上海市金桥城市副中心规划编制概况

3.1   编制背景

“上海2035”在建设用地“负增长”的前提

下，主城区规划新增金桥、张江、虹桥、川沙、吴淞、

莘庄等6大城市副中心，特别提出金桥在原有产业

区基础上进行存量更新。作为上海市中心城新增

的城市副中心，金桥历经30年产业区开发建设，在

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市首位的同时，也面临城市功

能欠缺、“产强城弱”的问题[20]。在存量用地占比

达99%、增量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存

量更新完善城市功能，带动区域整体产业升级，是

全球城市中心区存量更新需要共同回答的核心议

题，具备一定典型性。其规划设计工作始终从存量

视角出发，将对产权、人本、市场和协同等方面融

入规划设计的价值考量，在面向规划实施管理、面

向精细化设计引导等方面开展了创新实践探索。

3.2   规划编制内容构架

从2017年启动研究到2021年核心区控规落

地，金桥副中心规划历经区域评估、方案征集、结

构规划和控详规划等多个阶段；在常规视角关注

城市功能、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城市活力、公交

优先等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既有权属、公共利益、

高效复合和重大设施等要点，分阶段形成副中心

存量规划编制特有的内容构架（见图1）。

（1）区域评估阶段。将上海市城市更新流

程中的区域评估前置，强调需求导向和问题导

向，重点开展区域土地资源梳理和公共要素评

估，并同步开展企业访谈和公众报告，初步框

定保留区域、更新区域和公共要素清单。

（2）方案征集阶段。开展城市设计国际方

案征集，在强调开放性发展策略、塑造特色城

市空间的同时，寻求存量用地更新改造建议。

（3）结构规划阶段。重点锚固征集阶段就

功能结构、开发规模、空间形态等达成的共识，

稳定方案深化的各项边界条件。着重对土地权

属、重大基础设施、开发机制、基于既有土地政

策的分类转型方案、中央公园复合开发方案等

对整体方案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议题开展深入

研究，考虑到地下空间的立体衔接，必要时开展

工程方案深度的方案论证，确保其可行性。

（4）控详规划阶段。强调方案落地可操作

性，并预留弹性。广泛征询市区两级部门、规委

专家及现状企业意见，对接近期意向性实施方

案，开展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并针对成片出

让土地整体更新开展土地供应路径研究。

由此，从概念方案到控详规划落地，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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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存量视角，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内容，确保

方案落地实施。

4 金桥城市副中心规划实践应对

为了确保更新规划落地实施，金桥副中心规

划编制始终秉持立足当下、整体引领的态度，出于

对产权现状、人本需求、市场规律和多方协同等的

尊重，探索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应对（见图2）。

4.1  应对产权： 机制先行， 分类引导

金桥副中心规划启动之初就先行开展土

地资源梳理工作。基于土地权属、出让年限、更

新意愿、产业门类、税收绩效、交通区位、建筑

质量、开发强度、环境影响等指征，明确与副中

心发展导向契合的保留土地，其余涉及产权变

更和产生交易的地区由规划组织编制主体牵

头协调引导，形成差异化开发机制（见表1）。

（1）政府主导的严控开发。主要包括轨交站

点周边、中央公园、文化体育设施等关乎副中心整

体发展格局或者整体公益利益的关键锚点。主要通

过征收、收储等方式归集产权，重新出让或划拨。

（2）政府主导的有条件开发。主要包括国

企开发平台权属用地、有明确收购计划及地标

建筑等地区。主要通过收购、控股等方式归集

产权后进行二次开发。

（3）规划引导下的市场主体开发。主要包

括市场主体权属用地，远期有更新意愿，但近期

尚未明确实施方案的地区。主要通过原土地权

利人自行更新转型方式实现存量盘活。

从规划土地全流程的视角出发，规划编制

过程中强调做好更新主体对接、集体决策对接

和土地政策对接等3方面重点工作。规划编制

团队积极对接发改委及更新主体的资金平衡

测算、产业发展策划、意向性更新实施方案等工

作；全程对接关键项目开发机制的部门协商，与

浦东新区规委全会集体决策及跨部门专题讨论

会议精神做好衔接。例如中央公园实施路径，由

专题会议讨论，明确土地征收路径、资金来源、

项目立项路径等；此外结合成片出让土地更新

政策和分类转型（一地一策）工作，做好与土

地出让方式的衔接。

4.2  应对人本： 强控公利， 预留弹性

金桥副中心规划启动之初就开展区域评估，

图1  金桥副中心分阶段规划编制内容构架

Fig.1  Content framework of Jinqiao by planning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桥城市副中心地区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金桥城市副中心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深化及

相关研究》《金桥副中心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项目内容整理。

a 开发机制示意图

b 公共要素布局示意图

c 开发强度布局示意图

d 地下空间一体化示意图

结合地区现状和发展需求，形成区域发展宏观目

标和公共要素清单，并结合各阶段城市设计工作，

稳定空间景观构架。基于此，控详规划编制将公共

服务设施、公共环境等主要公共要素作为强制性

要素纳入控规法定图则，在规划实施阶段严格落

实（见表2）；同时考虑到存量用地实施方案的不

确定性，在确保公共要素规模、系统衔接等刚性要

求的前提下，发挥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对公共要素

图2  金桥副中心存量规划设计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inven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in 
Jinqiao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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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预留一定弹性，在项目实施阶段进一步优化。

4.3  应对市场： 轨交之上， 高效复合

金桥开发区经过30年开发建设，由城市外

围产业区转变为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

桥副中心地区潜力地租不断提升，为存量用地

主要公共要素 预留弹性

公共服务
设施

市 区 级
公 共 服
务设施

金桥艺术中心
（涉及3处地块）

3个地块与中央公园一体化设计；
若为同一开发主体，在不突破用地和建筑规模的前提
下，用地边界可在项目实施阶段通过控规实施深化程
序优化；
可根据实施阶段整体方案，结合主管部门意见，统筹
平衡商业、文化建筑量

公共
环境

公共
空间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与文化设施整体开发设计；

中央公园内设弹性水面，满足规模下限
公共
通道

一层通道、二层连廊、地
下通道

公共通道在满足最小宽度、净高要求、标高衔接和端
口对接要求的前提下，线型走向可结合实施方案优化

关键系统 协同部门/单位 协作团队 衔接要素 衔接要点

轨交通道

建交委、
发改委、

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更新主体

综合交通、
隧道设计、
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

线路埋深 避让现状保留地下空间；
与地下道路、其他轨交通道错层布置

远期轨交选线
预控建议轨交通道；
塔楼控制范围避让预控通道；
预控周边用地开发建设条件

远期站点选址
预留建议站点；
预留换乘可能；
预留站厅与地下连通道连接

地下道路 建交委、
更新主体

综合交通、
地下空间、
城市设计

设计标高
避让轨交预控通道；
避让地下人行空间；
地下车库出入口与地下道路标高一致

通道线型

预留周边商办地块接入环路通道；
交通组织具备可行性；
线型可变，在实施阶段结合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深化确定方案

通道宽度 断面满足设计流量

匝道 出入口数量满足设计流量；
出入口位置符合交通安全

地下公共空间 建交委、
更新主体

地下空间、
城市设计

公共通道 预留最小宽度；
保证公共通道整体联通

净空要求 预留最小净空要求；
整体开发区域整体平缓联通

慢行网络
连接中央公园下沉广场和建议站点；
预留步行商业街；
连通道端口对齐

市政道路下方
空间 整体开发范围内与周边地块统一设计管理

的更新提供了内在推力。为了应对市场需求，

副中心规划编制工作着重开展产业规划、轨道

交通、城市设计和交通承载力等研究。

（1）产业规划先行。基于对区域内各产业

发展资源的梳理，针对地区发展需求，提前开

展产业规划，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明确区域主

导产业、规模容量、业态功能等。

（2）轨交专题支撑。加强轨道交通支撑，

在原规划站点均布局在副中心边缘的情况下，

重点提升核心区轨交覆盖水平，建议预留轨交

通道和站点，轨交站点600 m覆盖率由49.7%

提升到81.2%。

（3）城市设计研究。通过城市设计引导

容积率差异化管控，强化轨交与更新地块匹配

性，实现公园周边所有200 m以上超高层塔楼5

分钟内步行可达站点。

（4）交通承载力分析。通过交通承载力

分析，确保与高强度开发相匹配的交通承载条

件，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4.4   应对协同： 前置协调， 总控机制

为了确保公益民生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启动，集中塑造副中心城市形象，金桥副

中心规划明确了“轨交之上，整体开发”的理

念。然而与增量规划情形下轨交站点和周边地

区立体空间一次成型的情况不同，存量更新中

轨交及周边地区开发时序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规划编制中通过各部门前置协调，以及各专业

团队协作，稳定关键系统要素预控要求。

（1）发挥区级政府统筹协调作用。浦东新

区根据“金色中环发展带”①建设领导小组工

作部署，建设指挥部下设规划土地、建设生态、

产业功能等3个工作推进小组，全面负责各条线

面上协调工作。为确保重大项目实施落地，适时

召开具体工作推进会，搭建各部门共同参与的

常态化制度平台。例如，金桥副中心规划编制提

前开展关键轨交线路前期研究工作，与建交委、

发改委等部门专项规划持续对接，预留轨道交

通建设条件。

（2）开展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为加强部

门之间统筹协作及各专项系统的有效衔接，开

表1  金桥副中心分类引导开发机制

Tab.1  Classifi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Jinqiao

表2  主要公共要素的管控要求

Tab.2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main public e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桥副中心规划编制过程梳理。

表3  重大基础设施协同要点

Tab.3  Key points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coordina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桥副中心规划编制过程梳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金桥副中心规划编制过程梳理。

①“金色中环发展带”：上海市“十四五”期间加快构建的经济发展带，也是浦东新区“十四五”时期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发展带之一，未来将充分融合生产、生活、

生态，打造成为浦东城市形态、产业能级、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标杆，闪亮新名片。其中浦东段西起上中路隧道，北至军工路隧道，全长约29 km，两侧3—4 km
范围腹地合计约108 km²。

注释：

引导类型 实施路径 重点工作
更新主体对接 集体决策对接 土地政策对接

政府主导的严
控开发 征收、收储 资金平衡测算 跨部门专题讨论

一地一策
政府主导的有

条件开发 收购、控股
资金平衡测算
产业发展策划
更新实施方案

浦东新区规委全
会审议

规划引导下的
市场主体开发 自主更新 企业意愿征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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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提前论证地下空间交

通组织、设计流量、横纵断面布设方案等工程

阶段可行性，重点明确涉及轨道交通、地下道

路、地下公共空间等关键系统的衔接要素及衔

接要点。同时对具体线型、端口、标高等都预留

弹性，在实施方案阶段进一步优化（见表3）。

（3）建立团队协作的总控机制。采用总控

团队与专业团队组成联合团队的方式推进工

作。专业团队从综合交通、地下空间、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从概念设计到

控详规划，总控团队全程参与，负责总体技术统

筹和对外协调。总控团队既是各个专业技术团

队之间紧密配合的平台，同时也是编制团队与

更新主体、部门协商的桥梁，需要具备长时间跨

度的稳定性，保持长效沟通的在地性，以及持续

学习的开放性，确保规划编制的有序推进。

5 结语

在存量发展趋势达成普遍共识的同时，关

于副中心地区的存量规划是一个值得持续探

讨的话题。金桥副中心的规划编制历时4年，是

在上海市现行城市更新制度框架下的实践应

用，是存量视角下副中心规划编制及实践应对

中关于开发机制、公共要素、多方协同等方面

的经验总结，以期为更新规划编制和城市更新

机制优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感谢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浦东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指导。感谢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

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卜义洁、蔡萌，以及上海同济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等专业团队与笔者共同完成规划成果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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