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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Practice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ountry Park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A Case Study of Heqing Country Park

基于综合环境整治的生态修复型郊野公园规划实践
——以上海合庆郊野公园为例

徐  丹   张  妍   赵  昀    XU Dan, ZHANG Yan, ZHAO Yun

2013年至今，上海市委市政府连续推进了两批共10个郊野公园规划建设，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野趣的好去处。第

二批郊野公园推进时，适逢全市“五违四必”综合环境整治和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行动深入推进，在规划方法上进一

步强化了生态修复等理念。以综合环境整治背景下合庆郊野公园的规划实践为例，对其在生态修复、风貌重塑、滨海特

色彰显、城乡跨域联动等方面的规划方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存量时代背景下超大城市大型生态绿色游

憩空间的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

Since 2013,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parks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 good place to get close to nature and enjoy the wilderness. The promotion of the second batch of 
country parks coincided with the city's "Five Violations and Four Necessities" comprehensive remediation and inefficient land 
use reduction campaign, which further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batch of 
country parks with a better natural background. Under the premise of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his paper 
takes Heqing Country Park, one of the second batch of country parks in the city, as an example, and compiles and summariz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yle remodeling, coastal characteristics, urban-rural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etc.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lanning of large-scale ecological green open space in mega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ock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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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庆郊野公园是上海市第二批推进的郊

野公园之一。与第一批郊野公园“自然资源禀

赋突出、生态功能影响较大、位处重大区域生态

节点、毗邻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且交通条件较

好”[3]29，[4]103等特征不同，合庆郊野公园所在的

合庆镇位于浦东新区滨海郊野地区，生态本底

薄弱，环境问题突出，是2016年上海市开展“五

违四必”综合环境整治的首发地。但同时，面沙

临海的特定生态区位和市级沿海生态屏障的

功能定位，也使合庆镇地区拥有异于其他郊野

公园的、宏观尺度下的滨海风貌特质。因此，结

合已批合庆镇总体规划明确的“滨海生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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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于上海市规划和土地管理机构合并后

“两规合一”的规划实践，呼应“生态文明建

设”要求，2013年起，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

推进以郊野公园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和大型生

态游憩空间建设[1]19，[2]，有力推动了超大城市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

处。2013—2023年的10年间，两批共10个郊

野公园已全部建成并开园运营，进一步满足了

全市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游憩活动需求，也创

新探索了上海郊野地区基于生态保育、文化传

承、乡村振兴等综合发展目标的规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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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全市生态网络布局的两批郊野公园
Fig.1  Two batches of country parks based on the 
layout of the city's ecological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

整理绘制。

森林郊野公园”功能导向，在综合环境整治的

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合庆郊野公园规划。

合庆郊野公园聚焦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

后的生态修复、空间重构、乡村振兴、城乡联动

等问题。在存量发展和综合环境整治背景下，

这些问题将是上海未来郊野公园规划建设以

及全域土地整治工作不可回避的共性问题，也

是超大城市国土空间综合治理的重要议题。基

于合庆郊野公园的规划实践，本文在系统回顾

上海郊野公园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

并总结了合庆郊野公园在生态修复、风貌重

塑、滨海特色彰显、城乡跨域联动等方面的规

划方法和路径，以期为未来超大城市大型生态

绿色游憩空间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1 上海郊野公园发展历程及特点

上海郊野公园已经历了10年发展历程。

郊野公园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超大城市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响应与规划实践，另一方面

基于生态典型区的特点，从郊野公园的角度，

反映了“两规合一”后上海在乡村地区的规

划探索和政策设计实践。合庆郊野公园的规划

实践是上海郊野公园与时俱进发展历程中的

一个缩影。系统回顾上海郊野公园的发展历程

及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合庆郊野公园的规划

方法、理念及策略。

1.1  发展历程

响应党的十八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要求，201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复《上

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集中

推进以郊野公园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和大型游

憩空间建设。2013年，在生态网络规划布局

的21个郊野公园中进一步遴选出5个郊野公

园开展试点①。2014年，增加另外2个试点②。

至2017年，第一批7个郊野公园一期工程全部

建成并开园。

2018年，为进一步响应党的十九大乡村

振兴战略总体部署，上海市委、市政府推进第

二批郊野公园规划建设。期间适逢上海市低效

建设用地减量化深入推进、“五违四必”综合

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开展，推动了以综合环境整

治为背景的合庆郊野公园规划编制。结合“推

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时

代要求，陆续推进奉贤区庄行郊野公园、金山

区漕泾郊野公园规划建设。截至2023年，两批

10个郊野公园全部建成开园（见图1）。

1.2  选址布局

第一批公园以2012年批复的《上海市基

本生态网络规划》为基础，综合考虑生态功能

影响、公共交通条件、服务腹地人口等因素，聚

焦自然资源较好且具有一定规模、对生态功能

有影响的重要节点地区，优先选择毗邻新城和

大型居住社区且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确定首

批5个公园选址。第二批郊野公园进一步呼应

新时期综合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等发展背景和

要求，并充分结合所在区规划建设意愿，确定

公园选址。

郊野公园的规模及范围划示借鉴了国内外

相关经验。上海郊野公园平均用地面积约21 km²，

与香港郊野公园平均面积18 km²相当。香港郊野

公园中面积最小的龙虎山郊野公园仅47 hm²，最

大的南大屿郊野公园约56 km²[5]。上海郊野公园

中最小的广富林郊野公园约4 km²，最大的漕泾

郊野公园约37 km²。

公园范围的划定需根据公园现状资源要

素布局、服务范围，以及道路、水域、行政边界

等因素综合考虑。如涉及特色自然生态资源跨

镇的情况，则可跨域划定范围，以确保自然要

素及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如嘉定郊野公园（涉

及外冈镇、菊园新区和嘉定工业区）、合庆郊野

公园（涉及合庆镇、祝桥镇）。

1.3  规划与建设实施

上海郊野公园建设是在上海土地综合整

治由“增地提等”转向锚固城乡生态空间等

综合目标背景下开展的[1]19，它不仅仅是生态

景观专项规划或土地整治项目，更是对土地

整治方法的进一步升级，从“强调全要素整

治”到“体现生态保育和综合效益”的思路

转变，也是贯穿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一次机制

创新[6]。在依托市级土地整治项目管理制度体

系基础上，郊野公园的规划方法、管理机制、政

策支持体系等也逐步完善，保障了郊野公园规

划建设顺利推进。

规划方法方面，针对郊野地区田、水、路、

林、村、厂等要素综合施策，在突出景观生态型

土地整治项目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镇域

统筹和“多规合一”，形成生态保育、景观设

计、产业发展、城乡联动等一体化推进的总体

思路。规划体系方面，以详细规划层次的郊野

单元规划作为法定规划，保障郊野公园空间方

案有效落地。政策支撑方面，以减量化为核心，

推进增减挂钩等配套激励性国土政策。资金

保障方面，以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及村庄改造、

公益林建设、农田水利、河道整治等专项资金

推动实施建设。管理与保障机制方面，由市级

层面统筹领导，建立上海市郊野公园建设联席

会议，由分管市领导担任召集人，全市各委办

局参加，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上海市规划资源

局。建设实施方面，以区为主，市、区合力推进

建设管理[1]20，[3]30，[7]。

2021年，上海市郊野公园建设联席会议

办公室发布《上海市郊野公园功能提升三年

① 青浦区青西郊野公园、嘉定区嘉北郊野公园、闵行区浦江郊野公园、松江区松南郊野公园、崇明区长兴岛郊野公园。

② 金山区廊下郊野公园、松江区广富林郊野公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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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践 | 51 

图4 现状滨海地区缺少可达性路网
Fig.4  The coastal area lacks an accessible road netwo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

规划项目组。

行动计划（2021—2023年）》，以充分发挥相

关区政府主体作用，扎实推进郊野公园建设。

2022年，伴随全域土地整治工作的开展，上海

市郊野公园建设联席会议撤销，成立上海市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席会议，负责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和郊野公园功能提升领导协调工作。

2 合庆郊野公园规划实践

2.1  总体概述

合庆郊野公园位于浦东新区滨海地区，

是上海超大城市边缘地区的大型生态空间，

毗邻浦东国际机场，横跨合庆、祝桥两镇，联动

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用地面积约

35 km²。公园直面东海，遥望九段沙，滨海区

位突出。独有9 km滨海岸线，是距离主城区最

近、城区市民能最快抵达的生态生活岸线。地

区拥有800年成陆史，具有盐塘、甲港、滩涂等

独特的空间基因。公园现状农用地面积占总用

地面积的29%，建设用地面积占47%，水域及

未利用地面积占24%。经综合环境整治后，地

区乡野风貌初步显现。

作为首个综合环境整治后的郊野公园，

规划面对诸多现实挑战，例如，需解决综合环

境整治后的一系列生态修复问题，包括土壤

治理、水治理、毗邻机场带来的噪声污染治理

等；需处理好滨海地区“临海不亲海”的末

梢交通问题，通过畅通交通体系以进一步优

化空间格局；需处理好既有功能设施与基于

公园定位的新功能体系策划，包括现状滨海

高尔夫球场等存量经营性设施，“喜来春”乡

村农业休闲设施、火龙果种植基地等地方经

济实体组织等，均需纳入公园规划方案一体

化考虑（见图2-图4）。

2.2  经验借鉴

合庆郊野公园由综合环境整治改造提升而

来，因此“生态修复”是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

之一。合庆郊野公园在规划编制中，学习借鉴了

国内外生态修复领域的规划手法与实践经验。

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为改善原砖瓦厂所在工

业废弃地的环境品质，通过保留黄黏土延续场

地记忆、基于原地形营造新空间、利用低洼区域

开湖引鸟、修复受损山及美化周边小环境等手

段将原工厂所在区域改造成为远近闻名的郊野

公园。德国鲁尔区的北杜伊斯堡风景公园在工

业废弃地基础上，通过水体净化循环、土壤分级

分类净化、原有场地多样化再利用等手段，实现

向工业景观型郊野公园的转型提升[4]105。

国内相关学者也开展了一系列规划实

践。张锦新等[9]针对深圳市马峦山郊野公园的

环境资源特征与现状问题，提出了山体、水土、

生物多样性恢复以及乔、灌、草立体生态型景

观群落构建等修复策略。孙译远等[10]针对济南

金星煤矿废弃地转型为郊野公园的实践，提出

从水体修复、植被修复、土壤修复与空气污染

治理等方面进行生态修复研究。谢明阳[11]在平

顶山工业遗产改造郊野公园项目中，基于工业

遗产价值保护，进一步探索空间风貌重塑、产

业结构转型、人居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等

综合性方法，整体提升工业区及周边地区的环

境品质和发展潜力。

合庆郊野公园的生态修复及提升之路，

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上述国内外工业废弃地或

环境整治地区的经验，同时也基于自身地处超

大城市边缘地区生态廊道和面沙临海的区位

特点，进一步对地旷风大、海水倒灌、机场噪声

等不利因素进行了更多优化方案探索。

2.3  空间方案

2.3.1   目标定位

基于合庆郊野公园的区位及基地总体特

征，将公园的规划目标定位为：服务主城区东

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锚固林田水网、江海

岸滩等自然风貌，以海滨度假、健身休闲、乡野

游憩为特色的滨海生态型郊野公园。规划重点

聚焦区域生态、滨海特色、江海联动3大领域，

未来着力建设为长江入海口生态门户区、滨海

功能示范区、江海联动启动区和市民休闲集聚

区（见图5）。

2.3.2   空间重塑

面对综合环境整治后大量零落散布的拆

违用地，合庆郊野公园所在区域的整体空间格

局与地区景观架构重塑显得尤其迫切与重要。

基于现状植被肌理、村庄布局等特征，规划提

出“一轴三带一心”的空间结构。

图2 合庆郊野公园区位
Fig.2  Location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

规划项目组。

图3 现状滨海地区功能板块布局
Fig.3  Status of functional plate layout in coastal area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

规划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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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公园3大景观风貌功能带
Fig.7  Three major landscap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一轴”为川杨河两岸连续的生态开放空

间以及连通两岸的川杨绿道。“三带”为公园

自西向东纵向形成的3条风貌展示带，分别展

示田林、林湖和滨海风貌。田林风貌带整体复

原林田相间、林村共融的乡野风貌。林湖风貌

带由区域干道与贯通南北的随塘河围合形成

具有“山水林田湖”生态自然共同体特征的

河谷地区。滨海风貌带依托龙东大道海上段围

合形成的海域，形成两片独特的内海空间，营

造滨海特色风貌并导入滨海运动及相关设施。 

“一心”为川杨河入海口与九段沙生态湿地共

同构成的具有生态保育兼教育科普、公共开放

功能的区域生态绿心。通过新空间的引领、若

干标志性重点地区的打造，大幅提升地区风貌

价值及整体品质（见图6）。

2.3.3   功能导入

基于空间风貌的识别与锚固，规划对3类

风貌空间开展细化设计并导入适配功能。

田林风貌带依托现状连片耕地、特色果

林、现有文化宗教设施，分别规划田林游乐、田

野休闲、田园禅养等功能组团。

林湖风貌带由最美公路（海滨路）与最

美河塘（随塘河）相围合，通过微地形改造起

坡造林、局部扩宽水面、特色植物引入等，规划

形成可游憩、可露营的河谷地区，适度导入商

业、体育等设施。

作为首例滨海郊野公园，滨海沿线地区

重点突出“滨海之乐、旷地野趣”。两片内海各

具特色，北部内海依托陆域岸线现状高尔夫球

场，以“海上运动”为主题，引入帆船、冲浪、

游艇等滨海特色运动；南部内海依托现状华夏

文化旅游度假区，以“滨海度假”为主题，导

入文旅休闲、特色酒店、活动庆典等功能，从而

改变原来受运营主体、运营方式所限的、单一

且封闭的滨海休闲模式，充分激活人与海洋的

互动界面，增添人气与活力。同时，进一步发挥

河口地区海岸滩涂空间的节点作用，依托现状

九段沙湿地生态展示馆打造特色科普基地，构

建一处融生态保育、教育科普、公共开放功能

为一体的标志性区域生态绿心（见图7）。

在3类空间风貌带的基础上，合庆郊野公

园进一步串联乡村及滨海岸线多个功能节点，

以特色游憩网络为抓手，激活公园景观体系、

功能体系、交通体系，打造自然科普教育、生态

人文观光、滨海亲水体验3大游线，实现滨海

区域一体化发展（见图8）。

2.3.4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是保障合庆郊野公园设计方案落

地实施的重要支撑，主要涉及建设用地、农用地

等的调整优化。按照近远期规划有序推进，确

保规划方案引导下土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建设用地规划主要包括减量化及布局调

整、优化等。根据规划方案，近期减量化规模约

图5 合庆郊野公园规划设计方案总平面图
Fig.5  General plan of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合庆郊野公园规划设计方案》。

图6 合庆郊野公园空间结构图
Fig.6  Spatial structure map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

规划项目组。

a  黄金田野带                                                                       b  绿丘河谷带                                                                       c  滨海休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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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km²，远期进一步减量2.7 km²，主要涉及

低效工矿仓储用地减量、农村居民点搬迁等。

规划方案同步衔接在编的村庄布局规划，落实

村庄“留、改、拆”，并从农业生产、郊野生态、

农耕文化等方面对保留村的发展导向予以指

导。同时，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规划，部分为道

路、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部分为公园服

务中心、各类展示中心、商业文化等公园配套

服务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利用存量建

设用地落实，少量占用耕地的则同步做好占补

平衡方案。

农用地规划综合考虑上海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衔接所在区编制的农

业相关规划，确定以多功能都市现代农业与休

闲观光农业为主导功能，根据规划方案的3条

特色风貌带布局农业用地。农业生产主要以蔬

菜、粮食种植为主，集中分布在海滨路以西，局

部发展火龙果、水蜜桃等区域特色经济作物种

植以及农林苗圃、水产养殖等产业。海滨路以

东以林地建设为主。近期规划耕地约6.4 km²，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约1.3 km²，新增耕地主要

来自建设用地的减量复垦和畜禽养殖等农用

地整理。规划林地3.0 km²。此外，同步开展设

施农用地规划，包括水产养殖等生产设施，以

及仓库、场地、管理用房等设施粮田、设施菜田

所需的附属设施（见图9）。

2.3.5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是贯穿公园规划与建设始

终的重要议题，在公园规划编制过程中，从实

地调研方法到具体规划建设，都融入了生态修

复理念。

调研方法上，延续首批郊野公园全域、全

要素、全覆盖调研路径，并进一步从“生态修

复”角度增加对地区生态敏感性、环境污染源

治理等问题的调研。针对生态敏感性，增加对

生态景观指数的调查分析，主要包括斑块形状

指数③和分维数④两个指标。针对综合环境整治

后，拆违用地的水环境、土壤环境、空气环境及

毗邻进场的噪声影响等，开展综合影响评估。

尤其重点关注海水倒灌引起的内河水浊、水质

不达标、缺乏连通等问题（见图10-图12）。

规划设计中，基于现状调研发现的问题，

重点聚焦拆违用地复耕涉及的土壤生态化利

用、水污染治理后的水环境优化以及局部地区

微空间改造等方面。

土壤生态化利用主要针对未来用于复耕

的拆违用地修复问题。通过客土深翻、植物修

复等土地整治技术推进土地的生态化利用，以

林地种植为过渡逐步改良土壤（重点改善重

金属超标土壤）。充分考虑土壤污染修复与土

地整治的分期实施，经土地等级认定达标后，

再调整种植为农田[3]31。 

水环境优化主要通过理水净水手段逐步

实现农林水网有机融合。规划打通公园内东西

走向河道支流，集中疏浚合庆镇221条段水系，

实现内河水质逐级净化，构建内外联动的“生

态水肺”系统。针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海水倒

灌导致内地河湖水质下降的情况，创新提出复

原入海口地区湿地形态并设置水闸。通过复原

河口湿地，打开川杨河河口界面，使原本杂乱

的渔船停泊区变为生态绿色公共开放区域。入

图9 减量化建设用地及农业生产布局规划图
Fig.9  Reduc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yout plan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图8 合庆郊野公园特色游憩路线
Fig.8  The characteristic recreation route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③ 斑块形状指数是指用斑块周长除以同面积的圆周长所表示的指数，斑块数值越小，说明斑块越规整，人工化程度越高。

④ 分维数用来描述斑块边界形状随尺度而变化的方式，分维数越小，表明斑块形状越单一，受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大。

注释：

a  减量化建设用地                                                               b  农业生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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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水闸的设置有效防止了海水倒灌，有助于

内河水质的进一步净化提升（见图13）。

为规避滨海地区地旷风大以及机场噪声

等不利影响，创造性开展地形微塑造。合庆滨

海地区整体处在浦东机场70—75、75—80、

80以上分贝3个波段范围内，较难组织“类主

题乐园”集中式大型功能活动。荷兰史基浦

机场地景公园在规避噪声方面提供了相关经

验，以3 m高的堤状景观设施分散、减弱飞机

噪声，同时依托这种特殊的景观形态与周边

地区整齐的圩田肌理映衬，实现实用性与艺

术观赏性、休闲游憩价值的完美结合[13]。借鉴

相关经验，规划在合庆郊野公园靠近浦东机

场的南部地区，于飞机声波垂直方向布置小

坡、沟壑等堤状地形，对噪声形成反射驱散。

同步依托地形起伏增植绿化，构建森林自然

屏障以进一步消噪挡风，从而为其他功能性

项目的导入提供良好环境基础（见图14）。

2.4  建设实施

2.4.1   建设行动

合庆郊野公园单元规划获批后，在浦东新

区政府“统一规划、滚动实施”的要求下，开展

实施方案设计并分期建设。结合市级土地整治

区域，划定合庆郊野公园一期范围约1.67 km²。

2019年开始推进，2021年1月正式开园。

一期园区内的具体建设项目包括土地整

治项目、生态造林项目（生态林）、市政工程项

目（路、桥与水系建设）等。在公园一期方案

研究过程中，属地村民、农庄与郊野公园运营

公司共同参与研究，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并平衡

近远期投入收益。浦东新区农投公司负责合庆

郊野公园建成后的运营维护，并优化土地整治

区域生产功能。

目前，合庆郊野公园与全市其他郊野公

园共同聚焦已开园的一期园区，开展公园功能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

配套水平。合庆郊野公园二三期工程被列入远

期发展计划。

2.4.2   一期建设情况

在公园一期建设中，“田、水、路、林、村、

厂”等综合治理方案得到细化落实。具体包括

低效工业用地、宅基地等建设用地减量复垦，

农业配套设施提升完善等农地整治工程，生态

景观提升工程，以及公园配套设施建设、农地

复合利用探索等。

资金方面，公园近期项目区建设共投入

约3.6亿元，其中市级土地整治直接支持资金

约0.6亿元，包括土地平整、土地修复、灌溉与

排水、田间道路、生态环境整治工程等费用。区

级配套资金约3亿元，主要为搬迁补偿费，涉

及农户和企业搬迁补偿。此外，上海市农委、水

务等部门后续也以配套项目等形式投入资金，

为公园建设提供支持。

配套政策方面，作为郊野单元的特殊类

型，郊野公园享受郊野单元规划一系列配套

政策。对于郊野公园的一期工程，上海市政

府给予市级土地整治资金支持。区级配套资

金可根据本市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申请市级补

图10 合庆郊野公园调研扩展内容
Fig.10  The survey extension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图11 合庆郊野公园斑块形状指数
Fig.11  The patch shape index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合庆郊野公园调研成果。

图12 合庆郊野公园分维数
Fig.12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合庆郊野公园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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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合庆镇农户搬迁补偿可申请12万元/户补

贴，位于“198区域”⑤的企业拆除复垦可申

请20万元/亩补贴⑥。与郊野公园建设和管理

相关的村庄改造、产业结构调整、河道整治等

专项资金，也得到一定安排。

基于土地整治平台给予的政策及资金支

持，2021年初合庆郊野公园一期建成并正

式开园。公园一期共形成8大景区，包括田园

驿站、农乐果园、森林氧吧、田园客厅、村落文

化、桃园集市、百草园和科普主题园等，为游

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以及采摘等服务。此

外，遵循可达性和开放性的原则，公园一期区

域与合庆镇勤奋村有机融合，真正形成了美

丽乡村、植物游园、田林风情、水乡古韵的一

体化发展（见图15-图16）。

3 结论与讨论

合庆郊野公园是上海首个以综合环境整

治为背景推进建设的郊野公园，也是上海郊野

公园中首个以滨海风貌为特色的郊野公园，更

是浦东新区首个规划并建成运营的郊野公园。

在郊野公园中有一定特殊性，也形成了一些可

传导可借鉴的规划经验。

一是合庆郊野公园对综合环境整治之后

所在区域如何开展生态修复型郊野公园规划

进行了技术方法的深入探索，包括聚焦农、林、

水等生态自然要素的生态修复方法、注重风貌

格局重塑的空间结构谋划等。二是对滨海郊野

公园的规划方法进行了首次创新实践，针对

风大水浊、海水倒灌、鸟类迁徙等未来滨海地

区面临的共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合庆解决方

案”，为后续临港、老港、奉贤（海湾）等上海

其他滨海型郊野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三是作为上海市推进的第二批公园中的首发

项目，合庆郊野公园加强了对“跨镇联动”“乡

村振兴”的统筹谋划，充分考虑郊野公园的发

展与村民生产生活等内容相融合，推动“农文

旅”一体化发展。

从2013年至2023年，10年间两批共10

个郊野公园已经全部建成并开园，为上海的城

市空间增加了生态亮色，也为市民的假期出游

提供了好去处。但回顾与审视郊野公园的建设

发展历程，一些共性的问题和不足也在逐步显

现。如在运营维护方面，包括合庆郊野公园在

内的部分公园，实施主体、运营主体屡有变更，

图14 公园滨海地区规划鸟瞰图
Fig.14  The coastal area planning map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图15 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
Fig.15  The municipal land improvement project area 
scop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合庆郊野公园市级土地整治项目绘制。

⑤ 2009年，上海开展“两规合一”工作，将工业区分为104区块、195区域、198区域。其中198区域，指在规划工业区块外、集中建设区外的现状工业用地，约198 km²，
以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为主。

⑥ 合庆郊野公园市级整治项目情况汇报。

注释：

图13 合庆郊野公园水、林生态修复手法
Fig.13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actices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a  水质提升计划                                                                     b  防风造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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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案随之调整，导致公园建设周期延长、

经营费用落实滞后。如公园配套服务设施方

面，普遍存在一期公园“食、住、行、游、购、娱、

体、公”功能缺失的问题，尤其是节假日停车、

园内餐饮供给等短板突出，游客基本需求难以

充分满足[14]。此外，公益开放性设施定位下的

郊野公园，在运营过程中，部分公园的经费运

转不够通畅，亟待市、区进一步支持。部分郊野

公园内民宿、商业配套等经营性项目拟申请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相关政策通道尚未

畅通、推进缓慢⑦。基于上述公园现状评估问

题，上海市规划资源局已着手推进郊野公园

功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分类施策，

统筹郊野公园生产、生活、生态、游憩等多重

功能，进一步完善公园高品质、复合型配套设

施⑧，切实提升市民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伴随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推进，两批郊

野公园的规划实践，全域土地整治工作的全面

深入开展，上海超大城市郊野生态景观特定空

间的规划技术方法和地区治理思路也在不断

沉淀与明晰。期待在三年行动计划的引导下，

已建郊野公园一期加快功能提升、公园二三期

工程加快推进、未来新兴郊野公园加快策划，

以更好地回应广大市民对绿色生态游憩空间

的期盼，同时也为上海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

续提供创新实践和生动范例。

⑦ 2022 年度郊野公园功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跟踪报告。

⑧ 上海市郊野公园功能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注释：

图16 合庆郊野公园实景
Fig.16  The real scene of Heqing Country Park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郊野单元（郊野公园）规划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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