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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第一条（目的） 

为适应新形势下上海城市发展需要，抓好人居环境和城

市空间建设，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

要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

理，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

营商环境要求，结合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践，制定

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定位） 

建设项目规划实施平台管理，是为确保落实国土空间规

划要求，以推动实施为导向，以地区总图和建设项目设计方

案审查为支撑，整合开发、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力量，

通过规划实施平台协同服务，充分发挥实施主体能动性，实

现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 

规划实施平台管理的关键是综合实施主体的责任落实，

核心是对基础性、公益性、公共性要素的管控，目标是推动

建设项目高品质、高效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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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工作原则） 

规划实施平台管理以“围绕重点、市区一体、协同推进、

主动服务、便捷高效”为原则，以塑造富有人情味、体现高

颜值、增强便利性、极具吸引力、洋溢文化味的高品质城市

空间为导向，重点关注区域性的空间形态、基础性的开发条

件、公共性的功能配置、动态性的建设时序、程序性的机制

保障。通过规划实施平台项目策划、功能研究，充分提升建

设项目使用价值和设计、建设品质。通过地区总图专项研究、

统筹协调，分区、分级、分类落实规划、建设、管理各项要

求。 

第四条（适用范围） 

针对城市开发和城市更新中多主体、小街区、区域广、

周期长等情况，结合“一江一河”等重点区域以及嘉定、青

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的重点地区先行开展规划实

施平台管理工作。 

已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附加图则管控的重点地区，可在

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参照执行。 

二、工作框架 

第五条（选定综合实施主体） 

开展规划实施平台管理工作的地区，由市或区政府选定

综合实施主体，明确统筹、协调、管理、服务职责。综合实

施主体一般为区域内整体性、基础性开发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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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施主体搭建规划实施平台，精选专业服务团队，

组建专家委员会，根据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以《建

设项目规划实施平台工作计划书》形式明确平台管理、服务

任务。 

综合实施主体应加强专业技术、运营管理等人才力量，

落实资金保障，提升项目策划、功能研究、基础开发、设计

服务、协调推进、运营管理等统筹能力。 

综合实施主体应建立工作机制，加强工作协调，做好主

动服务，推动项目实施，对建设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要

求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条（管理业务赋能） 

各区政府或管委会应夯实综合实施主体工作责任，由综

合实施主体组织开展项目策划、功能研究、综合约定编制、

方案技术校核等服务事项，对具备条件的项目开展设计方案

公示。 

各区政府或管委会应加强组织保障，明确住建、绿化、

交通、交警、民防等管理部门配合综合实施主体，指导、协

助、推动项目有序实施。电力、燃气、给排水、审图等专业

机构，应加强对综合实施主体的技术支撑服务。 

各区政府或管委会应对综合实施主体的责任落实情况

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第七条（专业团队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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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施主体精选专业服务团队，一般应包括规划、建

筑、景观、生态、交通、市政、商务、运营等领域专业团队。

专业服务团队全程参与设计研究、建设实施、运营使用等建

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不同阶段设计任务落实情况进行

核对、指导。 

第八条（专家团队引领） 

综合实施主体应聘请在相关行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搭建多领域专家工作架构，提供

引领性、专业性、独立性意见和建议。 

三、工作内容 

第九条（项目实施库管理） 

综合实施主体汇总区域内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公共配

套、连通设施、公共空间等基础性、公益性、公共性项目，

纳入项目实施库管理，形成项目清单。专业服务团队根据项

目清单对功能研究、项目策划、设计要求、开发条件进行梳

理并形成问题清单。针对关键性、综合性问题开展专项研究，

形成专项研究清单。 

综合实施主体可在项目策划、功能研究阶段加强对潜在

项目开发主体投资、建设、管理能力的评估，保障实现“好

项目、好方案、好人家”目标。 

第十条（确定地区总图） 

综合实施主体根据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部门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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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施主体需求，组织专业服务团队编制地区总图。地区

总图编制完成并经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综合实施主体

提交市或区规划资源部门。符合相关管理要求的，市或区规

划资源部门核发审核意见、审定地区总图。 

综合实施主体应根据后续项目推进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地区总图。 

第十一条（制定管理手册） 

针对建设周期较长或情况较为复杂的地区，综合实施主

体在地区总图基础上可制定地区规划建设管理手册，作为地

区总图说明文件，对规划实施要素进行全面引导和管控。 

第十二条（研究综合约定） 

土地出让前，综合实施主体依托规划实施平台，根据批

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地区总图编制综合约定草案，也可结

合项目情况提出地块设计建议方案。规划资源部门将审定后

的综合约定作为附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项目开发主体在获取土地后应与综合实施主体签订规

划实施平台工作备忘录，共同推进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开展技术服务） 

综合实施主体依托规划实施平台，对区域内各项目设计

水准进行管控，确保各项目设计质量。 

专业服务团队可对建设项目设计方案中涉及公共空间

形态、公共功能配置、地块出入口、地上地下连通条件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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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要素的落实情况提供技术服务，出具《建设项目设计方案

技术服务意见》。 

四、实施保障 

第十四条（信息化建设） 

做好地区总图、管理手册等技术文件编制标准与规划资

源信息系统数据标准的对接。技术文件成果应及时纳入规划

资源信息系统，并做好数据的实时更新。 

结合数字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化场景应用，将技术文件

成果纳入规划资源城市三维平台，开展周边现状环境模拟、

城市公共空间影响评估等工作，提升数字治理、科学决策水

平。 

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统筹、提升区域内智能化设施应用

水平，保障项目智能设施与城市智能管理一体化对接。 

第十五条（实施标准管控） 

综合实施主体应统筹区域开发建设进度，统一场地内外

铺装、地上地下联通、市政道路、智能化设施等建设实施标

准，根据需要先行开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后续

项目应按照统一的建设实施标准，开展建设、运营和管理工

作，确保区域开发整体性。 

第十六条（优化营商环境） 

规划实施平台完成方案市区共同研究、专家评审或相关

技术论证的项目，可简化方案市区会审流程。已开展行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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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征询的项目，相关部门回复意见可作为正式意见，规划资

源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方案时不再重复征询。 

第十七条（实施评估） 

结合规划实施推进情况开展规划实施平台管理试行评

估。评估的成果应报市规划资源局，根据实施情况完善规划

实施平台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施行）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