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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府规〔2021〕2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2 月 23 日 

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新城是上海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

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的重要战略空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以下简称“上海 2035 总

体规划”）明确，将位于重要区域廊道上、发展基础较好的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 5 个新城，培育成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必须把新城高水平规划建

设作为一项战略命题，抓住“十四五”关键窗口期，举全市之力

推动新城发展。为此，现提出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如下： 

一、提升站位，全面把握新城规划建设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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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

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

面发展出发，以“上海 2035 总体规划”为引领，着眼于谋划超

大城市整体战略布局和城乡空间新格局，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定位，统筹新城发展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

全需要，将新城建设成为引领高品质生活的未来之城，全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区、城市数字

化转型的示范区和上海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支撑点。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高点定位，落实新发展要求。按照产城融合、功能完

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要求，将新城

建设成为“最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具

特色”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

观指导下，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管理，借鉴现代城市发展的先

进理念和先进经验，面向未来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

市，使新城更健康、更安全、更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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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回应人民群众对

良好人居环境的向往和需求，重点关注人居品质提升，在公共服

务设施覆盖、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传承、生态环

境治理、城市特色空间营造等方面创新突破，破解制约发展、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优先推进显示度高、获得感明显的重大

民生项目。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新城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

理水平。 

3.坚持改革创新，增强系统观念。破除制约新城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通过管理创新、体制创新，持续增强新城发展动力和

活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统

筹好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形态和功能、战略

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坚持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重大社会事

业项目建设先行，坚持新城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坚持新城发展

与乡村振兴同步。 

4.坚持因地制宜，形成发展合力。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结合

新城自然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条件，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

展全局中找准定位和比较优势，聚焦重点地区建设和重大项目带

动，有序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强化“以区为主、市区联动”的工

作机制，落实各区政府和管委会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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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市级部门的支持保障作用，形成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的工

作合力。 

（三）建设目标 

到 2035 年，5 个新城各集聚 100 万左右常住人口，基本建

成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到 2025 年，

5 个新城常住人口总规模达到 360 万左右，新城所在区的 GDP 总

量达到 1.1 万亿元，基本形成独立的城市功能，在长三角城市网

络中初步具备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地位。具体表现为： 

一是城市产业能级大幅提升。高起点布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高浓度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实现新增一批千亿级产业集

群，新城中心初步具备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功能能级，新城成为上

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五型经济”的重要承载区和产城

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二是公共服务品质显著提高。拥有一批服务新城、辐射区域、

特色明显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高能级设施和优质资源，

形成保障有力的多样化住房供应体系，基本实现普惠性公共服务

优质均衡布局，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功能更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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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交通枢纽地位初步确立。形成支撑“30、45、60”出行

目标的综合交通体系基本框架，即 30 分钟实现内部通勤及联系周

边中心镇，45 分钟到达近沪城市、中心城和相邻新城，60 分钟

衔接国际级枢纽。 

四是人居环境质量不断优化。形成优于中心城的蓝绿交织、

开放贯通的“大生态”格局，骨干河道两侧和主要湖泊周边基本

实现公共空间贯通，率先确立绿色低碳、数字智慧、安全韧性的

空间治理新模式，新城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全面提

升。 

二、强化功能引领，全面提升新城城市综合竞争力 

（一）找准发展定位，集聚强化特色功能 

立足于服务全市发挥“四大功能”和建设“五个中心”大局，

挖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加快新城特色功能聚集。嘉定新城强化

沪宁发展轴上的枢纽节点作用，建设国家智慧交通先导试验区，

打造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传感器、高性能医疗设备等产

业集群，构筑科技创新高地。青浦新城承接支撑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大功能，积极发展数字

经济，形成创新研发、会展商贸、旅游休闲等具有竞争力的绿色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