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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规划背景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明

确的“十四五”期间“新城发力”空间新格局、推动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特开展本次新城绿环专

项规划编制工作。

新城绿环是本市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紧邻新城重要的乡村地区、生态空间和公共开

放空间。本次专项规划突出生态优先、强化郊野特色，尊重文化基因，体现地域特色，关注民众

需求，打造体验特色，加强区域联动，协调功能特色，为有序推进新城绿环实施建设提供规划依

据与支撑。

02规划范围

 贯通道范围

贯通道是依托新城绿环内主要水系，于两岸布局步行道、自行车道等通道，串联田野、森林、

乡村等要素，形成100m左右宽度的贯通空间，是绿环内主要的游憩空间，也是绿环的标志性工

程。贯通道范围主要沿鱼塘港-大新河-新杨河-杨树港-大沟河-接龙港-光明镇市河-金汇港-解放

中心河-南北港-陆家小排河-邢家港-小排河-马桥港-新继河-达令港-西长浜-白庙港-大同港-灯中

港-吴塘港共21条河流布局，总面积约6.9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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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示意图

 详细设计范围

详细设计范围是在贯通道基

础上，沿河道、道路等自然地物

要素，划示1Km左右宽度的贯通

空间，是景观重点打造区域，总

面积约65平方公里。

 专项规划范围
专项规划范围充分衔接乡村

单元边界和镇村边界，包含新城

周边南桥、金汇、青村、庄行、

西渡5个街镇32个行政村的环状

区域，总面积约83.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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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目标愿景

未来，这里将是环绕九宫方城、拥抱江海田园、实现三生融合的“无界共享环”。

 生态之环—江海生态门户
奉贤新城绿环在上海全市生态网络体系中具有通江达海独特性，既扮演了中心城生态屏障的

角色，又是限制约束新城无序蔓延的重要生态空间。

04空间结构

本次规划持续丰富奉贤新城“九宫方城”特色空间意向，提出“一心双环四界面，九宫方城

十二域”的整体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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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之环—城乡发展纽带

奉贤新城绿环将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

重要纽带，为新城发展提供原动力和吸引

力，成为传递新城发展红利的媒介，带动

周边相邻街镇发展。

 生活之环—新型郊野空间
后疫情时代大众对于自然郊野更为向往、

对于城市的安全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奉

贤新城绿环将是可以承载这些新需求的重

要空间，是城乡生活方式高度融合的新型

郊野空间。
空间意象概念图

规划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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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功能分段

在江海田园四大界面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

细分12个单元，每个单元面积5-10平方公里

不等，作为后续设计深化和规划设计管理的

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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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段：三水纵贯、水乡圩田
北至黄浦江，西至南沙港及渔沥村、汇安

村村界，东至南竹港，南至南奉公路，总面

积约19.4平方公里。共包含农艺公园、大地

美仓、花米港湾三个单元，总体设计定位为

生态修复样板区、产业联动示范区。

 南段：海陆变迁、人文荟萃

北至南奉公路和绕城高速，西至南沙港，东

至金汇港，南至南桥镇界，总面积约16.6平方

公里。共包含冈身梦泽、绿野仙踪、光明寻古

三个单元，总体设计定位为冈身文化展示地、

城市韧性承载基。

西段规划结构及景观风貌示意图 南段规划结构及景观风貌示意图

功能分段及单元划分示意图



奉贤新城绿环

上海新城绿环

 东段：诗意栖居、十里桃园
北至东方美谷大道，西至浦星公路、金汇港，东至各村村界，南至吴房村界，总面积约16.3

平方公里。共包含十里桃源、桃源水街、田园三村三个单元，总体设计定位为新城休闲后花园、

新田园主义实践地。

北段规划结构示意图

东段规划结构示意图

 北段：江源湿地、生态屏障
北至黄浦江，西至南竹港，东至各村村界，南至大叶公路，总面积约31.0平方公里。共包含

森林小镇、万亩良田、临江古渡三个单元，总体设计定位为城市水源涵养地、农产品供应基地。

东段景观风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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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贯通道设计

 贯通道空间布局
100m贯通范围是以水环为

主脉，选择尺度宜人、距离新城

边界约500-1000m距离的河道，

连通形成水环，水环两侧设置跑

步道、慢步道与骑行道，并布置

有驿站、停车场、码头等设施，

形成宽度约100m左右的贯通空

间，是绿环内主要的游憩空间，

也是十四五期间绿环的标志性工

程。

规划主贯通道长度约45km，

集步行、跑步、骑行及游船功能

于一体。

 贯通道风貌特色

依托绿环通江达海的生态基

底及江海田园四界面，形成缤纷

艺术、历史人文、田园桃源、郊

野科普四大主题风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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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模式
依托贯通道穿越的不同用地空间选择相应的贯通模式。

五类贯通模式示意图

四大贯通主题断面示意图

贯通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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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森林公园意向 江海文化公园意向 青村桃乡生态园意向

07绿环生态公园带

依托新城周边现有及新建森林斑块，统筹协调水系、湿地、农田、村落等要素，利用林地抚

育、水系沟通、湿地修复等生态综合整治手法，沿绿环主贯通空间规划一处万亩级、三处以上千

亩级、十处左右百亩级，形成“大小镶嵌、长藤结瓜”的郊野生态空间，至“十四五”末环新城

森林生态公园带初具雏形。

临江郊野公园

西渡森林公园

吴塘森林
公园

大叶生态公园

南沙森林公园

橘米
郊野公园

南桥森林公园

光明创客
生态公园

青村桃乡生态公园

白庙港
生态公园

益民
生态公园

达令港公园 申亚森林公园

白沙
生态公园

行前
森林公园

冈身遗址
郊野公园

马桥港
生态公园

江海生态公园

（以上公园名称均为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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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水系优化

规划在保障区域防汛安全前提下，以范围内规划水面积不减少为原则，结合规划设计方案，

对原规划蓝线进行局部调整优化，延续规划范围内自然水系特质，打通现状河道断点，健全水网

结构，改善水动力条件，提高调蓄能力，提升水安全水平。综合平衡协调建设地块与河道之间的

关系，做到河道蓝线在空间规划中的有效落实，实现河道蓝线的精确落地以及河湖水面率指标的

统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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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节点设计

 节点一：大地美仓
北起大叶公路，南至芝泽路，西起南沙港，东至南竹港，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设计定位

为生态修复及医美产业联动示范区。

细化滨水设计：强化十字圩田空间意象，通

过多种设计手段丰富十字水网格局下滨水空间的

层次内涵。

优化造林空间：利用好片区内大量造林空间

资源，体现生态修复主题，并兼顾活动空间和景

观空间设计。

加强产业联动：以地区牡丹文化和美妆产业

为核心，探索郊野空间与周边产业功能板块联动

机制

大地美仓节点规划范围示意图

大地美仓节点规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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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节点设计

 节点二：花米港湾
北起航南公路，南至南奉公路，西起南沙港，东至沪杭公路，面积约为2.3平方公里。设计定

位为新城西侧水上门户，滨水休闲活动节点。

深化门户节点：通过标志性水岸桥梁设计，

打造水上标志性门户空间。

挖掘贤美内涵：结合庄行古镇和南桥镇文化

底蕴，挖潜贤美文化内涵，延续一川烟雨设计

理念，重塑水乡风貌。

核心功能导入：充分发挥毗邻老城核心区、

且现状建设用地较多的优势，以城市更新的思

维开展功能策划研究，通过绿环原点理念导入

核心功能。

花米港湾节点规划范围示意图

花米港湾节点规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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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节点设计

 节点三：梦泽冈身
北起上海绕城高速，南至延安中心路，西起五星中心路，东至鱼塘港，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

设计定位为冈身文化展示地，城市韧性承载基。

强化水系特征：设计应结合规划蓝线，强

化8字形水系，打造南北两片“水上之洲，心

心相印”的空间意象。

文化功能植入：深入挖掘冈身内涵，植入

文化休闲功能，塑造具有地区特色的文旅公共

空间。

韧性城市探索：依托现状坑塘水面，适度

考虑地形改造，综合承载新城防汛排涝、防灾

应急等城市功能

梦泽冈身节点规划范围示意图

梦泽冈身节点规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