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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llenges,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Shanghai's New Town: A Case Study of Fengxian New Town

上海新城建设的现实挑战、发展模式与实施策略
探讨——以奉贤新城为例

唐诗雨    TANG Shiyu

基于上海新城建设的背景和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瓶颈及挑战，剖析五个新城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主导产业发展、内

在发展动力、人力资源和人口发展规模等问题。对上海新城建设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辨析，提出要从城市发展的本

质出发，以建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为目标，以紧凑型城市为发展方向。最后以奉贤新城为例，阐述了功能聚核、串

珠成链、生态营造等新城建设策略。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ackground of Shanghai's new town construction and the main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t fac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cluding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spatial layout,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ternal 
development power, human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cale. Then, the paper makes some analyses on the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modes of Shanghai's new town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that it should start from the ess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aim at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node city, and take compact city as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paper takes Fengxian New Tow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strategies of new town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function agglomeration, pattern layou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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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思路，包括兼顾城市职能和区域职能、

高效发展和能力培育、激活内生动力和营造特

色等。陈琳等[3]对新一轮新城规划建设中低碳

城市理念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探讨。徐素等[4]提

出在新时代的规划中，要主动谋划和引导新城

功能迭代，发挥新城作为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与

区域节点城市的双重作用。周晓娟等[5]则以奉

贤新城为例，研究了新城发展方向、产业发展

和特色塑造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从城市发展的本质出发，围绕紧凑

型城市的发展理念，以建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和公共服务新高地”

为目标，通过对奉贤新城的分析，深入探讨和

分析上海新城建设的现实瓶颈、发展模式与实

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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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2020年8月上海市委提出把建设五个

新城①作为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的重大战

略任务以来，经过近5年的谋划、推进、发展，

上海五个新城建设迈入加快发展的新阶段。但

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

城镇化发展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人口生

育率下降、国际贸易和科技竞争加剧等挑战。

在此背景下，上海五个新城建设面临的不确定

性也有所增强，发展的瓶颈不断凸现。

学者们针对上海新城发展建设面临的问

题，对发展思路和对策进行了探讨。如宁越敏

等[1]分析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上海人口增长态

势，并提出通过建设新城来引导人口空间有序

迁移和合理分布。张捷等[2]提出上海新城建设

① 指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贤新城、南汇新城，在国务院2017年12月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7—2035年）》中首次提出五个新城，2020年8月上海市委提出要把五个新城作为上海优化

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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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新城发展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上海市对五个新城的定位是建成具有相

对独立性、能承担区域辐射功能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并明确“一城一中心”“一城一名园”“一

城一枢纽”“一城一绿环”的发展策略，同步聚

焦空间规划、支撑政策和行动方案，编制空间

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相关规划，助力新

城发展独立的城市功能以及形成综合性的服

务能力。但随着当前经济形势、产业结构、人口

数量的变化，上海新城建设仍面临一定挑战。

1.1  关于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特色

从五个新城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看

（见表1），一是各新城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

的关系应进一步明晰和特色化。如松江的“一

廊”“一轴”“两核”、青浦的“三轴”“六片”“四

中心”、奉贤的“双轴”“五中心”“七片区”等，

应有与地区功能定位差异化的功能业态和具

体的任务指标；二是各新城辐射带动力需进一

步强化，部分新城内部功能布局交叉重叠、空

间边界不清晰；三是产业同质化竞争仍存在，

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生态。如南汇新城的

“一核”定位为国际创新协同区，“一带”定位

为现代服务业开放区，需进一步强化“一核一

带”与其他3个片区之间的错位发展关系。

1.2  关于对主导产业的支撑力度

2021年3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本

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五个新城要高起点布局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浓度集聚各类创新要

素（见表2）。根据2023年各区公布的统计数

据，除嘉定新城、南汇新城的汽车产业和松江

新城的电子产业（各完成工业总产值551.8亿

元、2 565.1亿元和1 160亿元）形成了规模效

应，分别占其规上工业产值的32.3%、72.4%和

42.5%，嘉定新城的医疗设备、青浦新城的通用

设备、松江新城的智能制造装备、奉贤新城的生

物医药、南汇新城的集成电路等产业规模和产

值都偏小、规模化效应尚未形成。同时，在主导

产业选择上，五个新城中4个均布局通用设备和

电气产业，汽车产业有3个， “一城一名园”格

局尚未真正成型。

1.3  关于新城的内在发展活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活力取决于“2E3T要

素”，即环境、生态和技术、人才、包容性。根据数

据统计（见表3），五个新城的公共事业（教育、

卫生）和生态环境、空气质量（AQI）均有明

显改善，而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是：一是五个新

城现状轨道交通均只有一条，较难有效承接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和溢出效应。二是专精特新

企业数虽稳步增加，但总量还相对偏少，独角兽

企业数量更少。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为

2.1%，低于全市0.7个百分点。战新产业产值占

比中，嘉定、青浦、奉贤等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有待增强。三是实到外资

情况不容乐观，除奉贤有较大增长外（18%，基

数较低），嘉定、青浦和临港新片区都出现大幅

下降（降幅超20%）。由于受美国贸易制裁导致

订单减少、上海总体生产成本过高等因素制约，

近5年上海净迁出企业2.23万家[7]，对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产教融合提出了现实要求。

1.4  关于人力资源和人口规模发展的举措

2021年3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本

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

表2 五个新城的主导产业指引与产值指标(单位：亿元)

Tab.2  Key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dentified in five "new towns" (in billions of yuan)

表1 五个新城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梳理

Tab.1  Functional spatial layout plan for five "new towns"

表3 五个新城发展活力的影响因素情况表

Tab.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five "new towns"

新城 功能空间布局

ク定新城 ⼬心区（䊬Ⱀ㾾㻱、㔤䇯Ⱙズ、㪛』㈴䓂、都市工业、㻷⫛服务），中心区（科技城自主创新产业
承䊹区、㚰㼉䔊㵦发展区、安㵅䔊㵦发展区）

㤁浦新城 ⮎㩞⽟大⭡、公园路、㎰㹘大䇐港的发展“三䑂”，Ⰼ、中、㹘、北、滨⽟、工业区“㒚片”，㎰城㩭
业、公共服务、䑍家角㔤䇯㾾㻱、创䅃研发的“㯥中心”

㯪江新城 一㎩�长三角*60科创䔀㎩�、一䑂（城乡㵔⨐发展䑂）、两⼬（㯪江㭁㝇⼬心功能区：综合交通、
科技影都、㻷⫛㩭务、文化㔤䇯、䐨㹐流，“双城㦻合”⼬心功能区：文化、ㅭ䈞、㔤䇯）

ⴏ㻮新城 “双䑂”（Ⰼ方㗡大⭡发展䑂、㆑海路』力䑂）、“㹆心”“㡀片”（中䂌』力、㗡㏗ㅂ㋖产业、城
㚰、㎰城䄬㈴、江海产城㦻合、ⴏ浦产业、杨㶖战略㒕➸区）

㚰〄新城 ⭯水⽟⼬心（一⼬）ᷜ沿海发展⫙（一⫙）ᷜ䂔㩞㲹㭃综保区、前沿科技产业区、综合产业区、新㾬
产业区（㯥区）

㏁⢑ ク定新城 㤁浦新城 㯪江新城 ⴏ㻮新城 㚰〄新城

主⭝产业
䐙䅞

打造新能源和䐨能
网联㡜⧖、䐨能传
ⶱ㡘、高性能䄞㑧
设备等产业ゐ㦛

积极发展㭞䓷经
イ ，形 成 创 新 研
发、会展㩭贸、㔤
䇯㾾㻱等㔭㩌产
业体系

䔗强䐨能制造䓑
备、电䓴信息等
产业㦛，发展文
创㔤䇯、影㬴传
㗞等㲹㩌功能

打响“Ⰼ方㗡”㠘
㝧 ，打 造 㗡 ㏗ 大 ㅂ
㋖、㔭㩌新能源、通
用新⤥㑰、㭞䐨新䓑
备等产业ゐ㦛

加㌍构建ゐ成电
路、人工䐨能、㪛
㹐䄞䄊、⼞空⼞
㳍、䐹大䓑备等
创新产业体系

规㚄工业
总产䐖 1708.21 1114.11 2729.99 725.57 3542.96

主⭝产业
产䐖ᴻ 256.2 157.1 238.9 119.0 180.0

㏁⢑ ク定新城 㤁浦新城 㯪江新城 ⴏ㻮新城 㚰〄新城
㻷有⺍交 地㳛11号㼀 地㳛17号㼀 地㳛9号㼀 地㳛5号㼀 地㳛16号㼀

战新产业产䐖�䄻䊋 633.75 337.58 1 760.8 280.87 3 085.91
专精㲹新㡔业� 1 211 667 1 219 837 385
研发Ⳳ用䍝⡩�� 3.7 2.1 2.0 3.8 0.8
实到外资�䄻㗡䊋 8.18 6.95 8.50 3.75 15.58

2023年Ⱙ㡔业㈜㣉⨗㭞量� 73 13 22 15 
资料来源：根据各区2023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整理。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关于新城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2021年3月2日发布），根据各区公布的2023年度统计数据

的测算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五个新城建设规划中有关内容整理。

② 主导产业产值是指各新城重点产业中一个产业的产值，分别为：嘉定新城的电气设备、青浦新城的通用设备、松江新城的智能制造装备、奉贤新城的生物医药、南

汇新城的集成电路。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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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五个新城

的常住人口总规模达到360万人左右，至2035

年五个新城各集聚常住人口100万人左右。

受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的影响，加上人口老

龄化、少子化加剧，五个新城的人口导入受到

根本性的制约。同时，全国各城市人才争夺也

非常激烈，2015年杭州首先出台人才新政，

2016年深圳、贵阳市和云南省也出台了引才

激励政策，2017年沈阳市出台“人才新政24

条”、武汉实施“双百万”计划。上海周边的城

市及全国强势崛起的核心二线城市都密集出

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使得本身人才竞争

激烈、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的上海在国内

城市人才争夺战中优势不突出。上述外部环境

的影响，加上五个新城各自的功能空间布局有

待完善，产业规模和产业生态仍未形成，发展

活力也还未完全激发，导致五个新城的人才集

聚效果难达预期。从2023年底的数据来看，五

个新城现有常住人口总量约265万人（见表

4），与预期目标值相差近100万人。

至“十四五”末，五个新城常住人口规划

目标为36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

基本形成独立的城市功能、成为全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上海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

支撑点。从前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五个新城

的发展现状与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2  上海新城建设的理念与发展模式辨析

上海五个新城要建设成为辐射带动长三

角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不仅需要优化上海中

心城区的功能布局，打造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

构；也需要加强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培育

专业化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构建区域辐射的

综合交通枢纽，增强与周边城市的链接能力和

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更需要加快培育新城

的创新生态，形成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生

态，促进居住与交通、就业、公共服务、生态环

境等功能联动，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为提升五个新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溢

出的载荷力，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带动力、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能力，上海市政府于

2024年7月10日发布了《深化推动新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举措》，围绕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和要素保障、机制创新

共推出16条举措[8]。而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五个

新城，在全球背景下要思考如何有效破解当前

的现实瓶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

点、时代特征的发展新路。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 

“城市不仅是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它更

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所。”[9]纵观城

市发展的历史，从国际、国内现有的城市建设理

论和实践路径来看，城市建设的功能布局和空

间结构主要有3种理念和模式：其一是紧凑型

（也称紧缩型[10]）城市③，基于土地资源高效利

用和城市精致发展的一种城市发展新理念，主

张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

需的服务设施的周边，通过高密度开发、混合土

地利用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等方式，以功能、规

模和结构的紧凑发展，为人们创造丰富多样、富

有活力、产城融合的城市生活，进一步缓解交通

拥堵、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活品质、实现可持

续发展，如波特兰、爱丁堡、西雅图等④[11-12]。其

二是密聚型（也称密集型）城市。基于土地高

强度开发和资源要素高密度集聚的一种城市发

展理念，主张人口和物质在空间、数量上的高度

集中（又称作“拥塞”congestion）。其三是松

散型（也称闲散型）城市⑤[13]。这是主张土地的

广泛使用和功能分散的一种城市发展理念，由

分散布局的几个城区组成，各城区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依托，构成一个统一整体。

从上述3种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形态来看，

不管是“密聚型城市”还是“紧凑型城市”都

是城市“集中主义”理念的体现，差异性在于

前者是“高度集聚”、后者是“有效集中”；松散

型城市也是基于集中的分散化。正是欧洲在20

世纪对传统超大城市⑥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出现

了从传统城市结构到现代城市空间的转变。

从中国城市发展历史看，古代城市建设实

行严格的等级制度[16]，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

念，体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张城

市建设要依山傍水，在布局上把城市建筑和水

面、绿地有机结合。从功能布局来说中国古代城

市建设本质上体现了“紧凑型城市”的雏形。

我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带动城市化快速推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城市化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生

态城市”“文明城市”等目标[17]。

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全球背景下的上海，

其城市化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十五”期间上

海提出建设“一城九镇”（即松江新城和朱家角、

安亭、高桥、浦江等9个中心镇）；2017年底国务

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又提出重点建设“五个新城”，2020年8

月上海市委强调要把建设“五个新城”作为优

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这表明

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也进入了从“集中”

到“分散”的新阶段，当然选择“分散”的终

极目标是为了建设健康的城市。而城市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生命有机体，简•雅各布斯提出，“在

城市建设和城市设计中，城市是个巨大的实验

室，有试验也有错误，有成功也有失败。”[18]对

于“五个新城”的单个主体来看，应从五个新

城自身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宏观资料来源：各新城总体规划及2023年度统计数据。

表4 五个新城规划面积、人口和现有常住人口情况表

Tab.4  Planned area, population and current resident population of five "new towns"
㏁⢑ ク定新城 㤁浦新城 㯪江新城 ⴏ㻮新城 㚰〄新城

规划面积�Nmý 159.50 91.10 158.40 67.91 343.30
规划人㋻�㶓人 100 80 110 90 80
⧄䓂人㋻�㶓人 67 40 81 40 37

③ 最早提出“紧凑城市”的是美国运筹学学者丹齐格（G B Dantzig）和萨蒂（L Satty），他们在1973年出版《紧凑城市—适于居住的城市环境计划》一书。之后，

围绕紧凑型城市理论内涵的探讨在各发达国家之间广泛展开。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CEC）于布鲁塞尔发布绿皮书，首次公开提出回归“紧凑城市”的城市形

态，其依据是许多欧洲城市历史城镇保持了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这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CEC从5方面定义了紧凑城市：促进城市复兴，中心区

的再开发；保护农地，限制向郊区的无限蔓延；更高的城市密度；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公交优先发展，并在其节点处集中开发。

④ 紧凑城市规划是在北方国家经历了“后增长”的城市分散甚至城市萎缩的背景下实施和讨论的，在北方国家现在也还有争论。同样，关于紧凑城市的政策声明和

范式大多数都来自北方国家并倾向于支持北方国家的城市发展，而不恰当地忽视了南方国家的城市发展。不过，目前紧凑型城市理念也已经转移到正迅速城市化的

南方国家城市中。

⑤ 格劳埃顿（E•Gloeden）提出分散形态模式，即组成以1 km为半径的城市基本单元，基本单元各自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组团互不连接，之间以农业用地隔开，有

交通线相互联系。

⑥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将城市划分为生态城市、城市、大都市、特大都市与暴君城市5个阶段，认为 前3个阶段是比较正常的城市形态。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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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对于超大城市的上海，

立足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目标，结合

所承担的国家战略和发展使命，以前述3种城市

发展理念和功能结构来分析五个新城的发展路

径，就会意识到紧凑型城市为其不二选择。

从五个新城的发展现状看，当前面临的

现实瓶颈基本相同。需要从城市发展的本质出

发，对标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定位，按照紧凑型

城市的建设方向，从形态空间、科技创新、产业

结构、发展生态、内在活力、文化传承等6方面

着手，着力优化功能布局、加快产业集聚、推进

科技创新、注重文化传承，从而激发新城活力。

笔者以奉贤新城为例，以“点”代“面”，分析

新城建设的路径和措施。

3  面向新时代的新城建设策略探讨：以
奉贤新城为例

3.1  功能聚核：打造特色功能片区

引导特定的产业在一定的城市空间集聚，

从而推动形成固有的产业链和企业群，培育出

区域发展的“动力核”和“新引擎”。从奉贤

新城既有资源禀赋和发展导向来看，未来可重

点打造6个关联产业集聚的功能区：（1）依托

九棵树艺术中心、区博物馆、言子书院、南上海

体育中心和新城CAZ，打造环金海湖文体创意

功能区；（2）依托东方美谷产业园区、临港南

桥园区、数字江海园区、上海农业科创谷核心

区，打造科技创新功能区；（3）依托奉贤工业

综合开发区、江海经济园区、南桥新型产业园

区，打造工业集群功能区；（4）依托龙湖奉贤

天街、百联商业广场、上报传悦坊、南桥国际商

业广场、南方国际等现有商业形态，引入首发、

首品、首秀店和潮品体验店，打造潮品消费体

验区；（5）依托金汇港水绿生态、国妇婴和复

旦儿科奉贤院区、上海中学奉贤校区等优质的

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资源，建设高品质住宅，

打造生态休闲居住区；（6）结合南桥老城区更

新改造，利用高速公路、地铁站点和水路运输

的优势，通过改善职居条件、构建创业空间、丰

富活动内容、完善服务体系、延续文化记忆，打

造高端商务办公区。

3.2   串珠成链：交通互联、协同发展

一是要在6个功能区内嵌“珠”。即每个

功能片区分别引进与功能相对应的链主企业、

国际机构、科创设施、研发团队、风投基金，以

及搭建平台举办相关的国际性（或全国性）

的展、会、赛等活动并实现活动常态化，并加

快建设配置优质的文化、教育、医疗和体育等

公共设施；也就是要通过建设施、补短板、成生

态、强体系，在每个功能片区内差异化塑造在

国际国内有一定“亮度”（影响力）的“珍珠”，

增强功能片区的虹吸效应，提升每个功能片区

的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二是要以地铁站点为基点连“线”。通过完

善功能区内部的循环公交和布设智能化公共系

统，以地铁站点和公交枢纽点为圆心构建 “15

分钟服务圈”；同时，要通过加快建设地铁等大

容量快速交通设施，加密和完善功能片区之间

快速公共交通的通勤功能，推动交通互联、功能

互补，实现串点成线、内畅外联。此外，从沿街道

主干道路发展的模式向街区化发展模式转变，

从平面化发展向立体化发展转变，加大工业上

楼的力度，在每个功能区形成若干个以链主企

业、核心机构为中心的产业（或企业）群落。

三是6大功能区要强化新城一体意识、主

动“串珍珠成项链”，结合功能片区的主导产

业和核心功能定位，树牢以人为本的理念，搭

建公共空间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活动，

营造各具特色、更有活力的创新创业氛围，协

调设立关联性的产业创新联盟和知识产权联

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推动功

能片区内部和相互之间“产”“城”“人”相互

赋能，促进新城重塑功能、提升能级、形成品

牌，实现功能片区协同发展。

3.3  生态塑造：形成“创”“试”“制”的创新

生态系统

对于五个新城来说，打造创新生态、提升

创新策源能力才是新城建设的着力点所在，

充分运用经济转型的窗口期，积极培塑以创

新驱动发展的区域生态。李垣[20]认为，打造创

新生态有两种路径，其一是自己构建一个创

新生态，其二是选择并嵌入一个创新生态。而

五个新城是要建设为枢纽型的综合性节点城

市，这就需要各自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特色和

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奉贤新城来说，可以

结合奉贤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美丽大健康、

通用新材料、绿色新能源、数智新装备”，以新

城的科技创新功能片区和文体创意功能片区

为牵引，联动另外4个功能片区，并链接各镇

工业园区，形成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通用材

料技术、通用生物技术[21]，以及核心种源、基

因技术、植物萃取、康复医疗技术、现代智能

装备、文物修复、非遗技术传承、艺术创作等

为重点的“创”（研发）、“试”（小试、中试）、

“制”（生产）为体系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具

有区域比较优势的创新链，从而形成与创新

相适应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以创新生

态聚产业聚企业、以新兴产业聚人才聚人气、

以高端人才聚动力聚活力。

4  结语

当下上海加快推进五个新城建设，也是

实施积极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一方面促进经

济发展，另一方面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培

育新的增长极，是一个符合发展要求和发展规

律的最优选择。

每一种城市建设理念、模式和功能布局

都有其合理性。而从中国国情和上海实际出

发，以奉贤新城为例，着重对新城的建设路径

和措施进行研究分析，结合上海郊区的历史条

件、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传承，

找寻合乎城市建设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各具

特色和优势的新城建设路径和措施。

五个新城建设作为上海在建设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中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的重大战

略任务，在当下的全球变局背景下，要想实现

建成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

必须紧紧抓住当前推进科技创新的有利时机，

坚持以人为核心，从城市发展的本质出发，以

紧凑型城市作为建设方向，着力优化功能布

局、加快产业集聚、推进科技创新、注重文化传

承、激发社会活力，从而真正为上海建成社会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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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带来新的动力。

当前新城发展已进入全面发力、功能提

升的关键阶段，五个新城要根据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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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焦产业发力为重点、激发内生活力为

关键、完善工作机制为抓手，建设成为创新之

城、希望之城、未来之城。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给予的指导，以及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完善文章内容

提供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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