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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沪规划资源政〔2023〕184 号

————————————————————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品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区规划资源局、各派出机构:

现将《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品质的指导

意见》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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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品质的指导意见

为加快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率先探索中国式城市现代

化，落实《“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上海 2035”

总体规划，聚焦基础设施品质提升，持续优化城市空间，不断增

强城市综合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适用对象

基础设施是保障城市健康运行和韧性发展的的物质基础，是

提升城市功能和空间景观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

支撑、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防范安全风险的重要保障，对城市

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本意见适用于交

通、水、能源、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信息通信等传统和新型基

础设施。

（二）主要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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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成一批品质卓越、文化彰显、高效实用、低碳韧性、数字

智能的新时代基础设施示范工程，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体系高质

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三）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美好生活营造和高品质人居环

境要求，提升优质市政服务供给能力，积极回应人民多元化、个

性化、品质化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人与城市积极互动，完善地

区功能、提升社区活力，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建设目标从单一功能向集约复合转变。

规划先行、设计赋能，推动超大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内涵

提升转变。推动系统集成、功能复合、空间开放，促进地区协同

发展，助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坚持设计引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倡导“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促进设计思路从工程设计向空间设计转变。

鼓励多专业联创众创设计，通过优秀设计作品彰显城市个性，弘

扬城市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

——坚持管理创新。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促进

管理理念从底线管控向品质提升转变。坚持品质、明确标准、创

新机制、强化保障，促进基础设施系统谋划、整体协同、有序推

进，不断优化规划建设管理全流程，努力形成超大城市基础设施

精细化管理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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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品质提升，推进基础设施多层次设计引领

（四）聚焦整体城市空间，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谋划

充分发挥城市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注重风貌整体性和空间

系统性，统筹谋划、协同设计，科学确定各类基础设施的布局和

规模。重点关注主城区、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五个新城、一江一

河、崇明生态岛等区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定位，深入挖掘所在地

区的城市文化底蕴，提炼符合地区形象的独特内涵和色彩基调，

确保基础设施风格定位既要有国际风范又要有东方神韵。

（五）聚焦设施场地特征，倡导建筑景观融合设计

关注基础设施空间形象，杜绝单一建筑方案的简单照搬和重

复使用。根据周边空间环境特征，采取“显性”或“隐性”设计

策略，确定合适体量、高度、轮廓线等，降低邻避效应。合理组

织基础设施场地内空间布局、交通流线，优化立面造型、生态景

观、公共通道、灰空间、第五立面、色彩材质等设计元素，促进

基础设施有机融入城市景观，丰富场地记忆，体现城市精神。在

满足使用功能和工艺要求基础上，对城市重要空间节点的基础设

施进行艺术化创造，充分展现设计感、时尚潮、文化味。

（六）聚焦公共服务需求，拓展高品质生活功能

充分考虑市民的生活需求、行为特征、空间感受，以人的尺

度、人的视角、人的体验为着眼点，利用基础设施网络化空间布

局，完善惠民生、暖民心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通过集约用

地，为市民提供生态宜人的开放空间和休憩场所；通过功能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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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提供开放共享的基础供给型、应急保障型、便民服务类、

休闲活动类等“美好生活盒子”，增添城市温度，激发街区活力，

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七）聚焦城市安全韧性，强化绿色低碳环保

发展通达高效、降碳降噪的交通路网，建设源头减排、蓄排

并举的防洪排涝网络，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供给系统，

打造蓝绿交织、灰绿相融的生态环境，推进集约节约、安全长效

的地下综合管廊等，为城市的安全韧性提供底线保障。积极采用

风电光伏、通风遮阳、生态屋顶、立体绿化等低碳技术，大力推

广污泥无害化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和转型

改造等环保措施，实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八）聚焦数字智能升级，创新发展智慧城市

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加快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运行、维护、更新等各环节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重点推广 BIM

（建筑信息模型）、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技术，打造基础

设施城市管理智能体，建立全要素感知的基础设施底座和城市级

实景三维数据库，探索交通、水、能源、信息、综合管线等方面

的智慧化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监测感

知网络化、运营管理智能化，支撑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平台，

助力建设数字孪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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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实施机制，加强品质提升全过程管理

（九）完善专项规划，强化整体空间景观风貌

对需要与周边空间进行统筹谋划的基础设施，由行业主管部

门或各区政府组织规划编制单位，在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详细规

划层次）中增设空间景观风貌规划专篇，从空间布局、功能复合、

文化风貌、生态景观、色彩体系等方面明确规划策略，科学推进

基础设施与周边空间一体化发展。

（十）关注规划落地，明确品质提升规划设计要求

由规划资源部门牵头研究基础设施用地布局、周边环境、功

能配置、风貌色彩、集群设计、竖向衔接、第五立面等设计要素，

兼顾优化交通换乘、提升绿化景观、贯通滨水空间、强化地上地

下空间联通、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开放共享公共空间等内容，

提炼规划设计条件。

（十一）聚焦方案设计，创新联创众创设计模式

由建设主体组织开展多专业联合创作设计或设计方案征集

活动。鼓励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新能源，因

地制宜采用系列化、组团化、生态化等设计手法，避免风格单调、

造型突兀、外观冰冷的建筑设计，利用三维数字模型开展建筑空

间关系和整体形态体量比选研究，强化基础设施与周边空间景观

协调融合、功能复合互补，营造更有温度、更为雅致、更富韵味

的功能必备品和耐看艺术品。

（十二）优化方案审查，组织专家评审辅助决策

发挥专家在设计方案审查中的智库作用，建立规范透明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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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评审机制，由规划资源部门组织开展专家评审，鼓励多专业领

域专家、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落实规划管理要求，把

关设计品质、提出优化意见、辅助政府决策。

（十三）确保方案实施，鼓励全过程跟踪品质落地

由建设主体对基础设施品质提升进行全过程管理，鼓励主创

设计团队从设计到建造进行全过程跟踪。主创设计团队依据合同

约定，协助建设主体开展咨询与管理服务，包括采购选取适宜的

建筑材料，监督指导施工工序和质量，推动设计方案落地，促进

施工质量的全面提升。

（十四）强化闭环管理，提升设计品质实现度

由规划资源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在满足上海市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各专业验收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对照规划设计方

案批复要求，检验基础设施设计品质提升相关要素的实现度、设

计创意和实施效果的契合度，完善规划建设成果闭环管控。

四、形成发展合力，保障品质提升成果共建共享

（十五）搭建推进平台，创新多方联动工作机制

由规划资源部门搭建推进平台，组织市区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建设主体、设计机构、专家团队、社会公众等多方共同参与，

不断提高认识，探索有效模式。加强行政协同，统筹协调资金、

规划、土地、配套等要素保障。加强市区联动，促进协同建设，

合力解决方案实施的各类难题。

（十六）依托专业人才，扩大设计品牌影响力

转变思路、开放视野，推广规划、市政、建筑、景观等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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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无界、相融共生”的合作模式，鼓励设计师跨界交流、

协同合作、分享借鉴，打响上海基础设施设计品牌。依托丰富优

质的人才资源，建立上海基础设施品质提升专家库，在总体策划、

规划指引、方案设计、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为基础设

施品质提升赋能。

（十七）开展专项行动，推动品质提升守正创新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案例，提出基础

设施设计指南，制定各类基础设施设计系列导则。以市重大工程

为抓手，开展设计灯塔示范行动，逐步推广至区重大工程。结合

重大工程实践的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创新方法和举措，带动全市

基础设施品质提升向纵深发展。

（十八）加强宣传推广，促进人民城市共建共享

定期开展上海市基础设施优秀作品评选，对基础设施品质提

升有积极贡献的建设主体和设计团队及个人予以表扬表彰，支持

以新闻媒体、展示展览、交流分享等形式开展基础设施创新设计理

念和优秀作品的公众宣传，提升公众对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的参

与度和关注度，不断促进人民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开放共享。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信息

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

市绿化市容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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