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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管理                         
上海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

沪府规划〔2023〕153号

————————————————————

关于同意《上海市青浦新城盈浦、夏阳等街
道部分单元规划》的批复 

青浦区人民政府、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报请审批《上海市青浦新城盈浦、夏阳等街道部分单元

规划》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上海市青浦新城盈浦、

夏阳等街道部分单元规划》）（以下简称“镇总规”）。请会同有关

部门据此开展下层次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工作，具体要求如

下：

一、严格落实底线约束要求

落实上海市建设用地“负增长”的总体要求，严守土地、人

口、环境、安全等底线，实现资源能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城镇的

可持续发展。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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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5年，规划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 2950.5公顷。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至 2020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759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08公顷。根据城镇建设用地集

中连片的原则，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总用地面积不大于 2828.4

公顷。

至 2035年，规划常住人口调控目标不超过 38.8万人。结合

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促进产城融合。提升城镇居

住水平，推进老旧住区改造，推进农村人口集中居住，规划城镇

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1359万平方米，城镇住宅组团用地不超过

926.75公顷。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至 2035 年，划定生态空间

面积 29.85 平方公里，规划公园绿地规模不小于 411.29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10.9 平方米。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

理 100%。

实现一体化的水资源、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体系，提

升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能力。不断完善防灾减灾系统规划与设

施建设，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

二、构建城乡统筹的空间格局 

发挥单元规划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新

城能级，打造综合性独立节点城市。盈浦、夏阳等街道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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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浦新城核心区域，打造以居住、生活、公共服务为主导的

综合性片区和新城功能核心承载区。

形成由“新城+特殊功能区+村庄”的镇村体系。围绕城市功

能优化、枢纽地位锚固、经济能级提升，完善上海东西两翼格局

的重点区域，实现与示范区联动协同发展，不断提升面向国际国

内“两个扇面”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形成“上字轴，双示范，多

心多片”的总体空间结构。

加强新城对农村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村庄规划落

地。鼓励农村居民点向新城、社区集中，实现设施共享集聚。保

留 4个行政村，农村人口不高 1.2万人。

坚持公交优先，强化公共交通系统，优化综合交通系统，

完善“六纵六横”的干路网格局。加强区域内部公共交通体系

建设与慢行交通体系建设，实现公共交通占全出行方式比重30%

左右。完善道路网络布局，实现城镇道路网密度不低于8公里/

平方公里。

三、优化提升空间品质和生活质量

注重历史文化保护，从整体层面保护区域内的河湖水系生态

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切实保护文物古迹及其周边历史环境，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继承和弘扬优秀的地方文化艺术，保护各类、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定文化保护红线用地面积 92 公顷，其

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控制线范围 78.5 公顷，自然景观保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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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范围 2.2公顷，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保护控制线范围 11.3公顷。

规划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镇风貌，保护乡野特色，保持文化传

承。

以绿色、生态、宜居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优先保障公共

性、公益性设施空间，大力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建设具有较高品

质公共服务的独立型小城市。

至 2035 年，回归滨水公共生活，打造水系、绿化、公共空

间复合的公共开放空间网络，设置 1处区域公园和 8处地区级公

园，打造沿滨水空间的慢行公共步道。

规划形成多层级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实现 15 分钟生

活圈均好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全面达标。规划公益性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面积 296.08 公顷，其中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35.95 公

顷，文化设施用地不低于 28.31 公顷，体育设施用地不低于

13.72公顷，医疗设施用地不低于 14.47公顷，福利及宗教设施

用地不低于 14.48公顷，基础教育设施用地不低于 119.99公顷。

规划确保公共租赁房供应。通过改善就业岗位供应，促进

大型居住社区功能完善，实现与城镇发展的有机融合。

四、处理好近远期的发展关系

强化近期建设规划，优先确保环境设施和基础设施，加强公

共绿地、公共空间、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推进减量化等工作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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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土地出让的同步协调。

至 2025 年，近期减量化面积为 40.82 公顷，近期着重推进

新城核心区、老城厢风貌保护片区和新城南站片区发展。至 2025

年，推进主要道路交通及设施建设，包括外青松公路（城中东路

-新科路）功能提升改造工程，青安路（盈港路—崧泽大道）段，

盈福路（漕盈路-淀湖路）段，青松路建设，完善片区道路网络。

落实 2处市政设施，青松路雨污水泵站和青浦区看守所。落实 2

处保障性住房，青浦新城四站大型居住社区 40 街坊保障房项

目和天桥新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合计 8.76 公顷。开展 8个

生态项目，其中 2项重点河道整治工程，分别为东大盈港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和西大盈港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河道总长度约 3.1 

公里；6 项中央商务区生态清洁小流域河道整治项目。

 “单元规划”是新城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的主要依据，盈

浦和夏阳等街道各项规划建设都必须服从“单元规划”安排。请

青浦区政府会同市规划资源局加快推进下层次的控详规划和专

项规划编制，落实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各单元用地控制、居住人口、

主导功能等主要内容，推进总体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单元规划”

综合协调作用，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加强对产业、住房、

绿化、交通等专项的指导。鼓励多方参与新城规划、实施和管理，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青浦区政府、街道要认真落实“单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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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施，确保规划目标实现。市、区规划资

源部门要加强对“单元规划”实施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工作。

特此批复。

                            ♂1                ♂2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3年 7月 6日

抄送: 青浦区规划资源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7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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