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一大会址·新天地

绿色生态专业规划

（公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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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新天地地处上海核心地带，

是上海最具标志性的区域之一，

也是“上海2035”总规中的中

央活动区重要组成，代表上海

主要形象，承担部分全球城市

核心功能。

北至延安东路

西至重庆南路

东至西藏南路

南至徐家汇路

总用地面积 2.1 km2

包含淮海中路街道以及南京东

路街道、打浦桥街道、老西门

街道部分街坊。

项目区位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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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内以居住用地与商业

办公用地为主。功能高度复合，

具备文化、休闲、商业、商务、

居住等多元功能。

城区内多种居住形态共融，拥有

各类高端住宅，也有各时期商品

住宅和售后公房和历史风貌居民

区。文保历史建筑众多，历史文

化氛围独特。楼宇经济发达，承

载东西方交融与海派精神，代表

上海核心时尚潮流。

现状建成度较高，属于改造类

更 新 城 区 。 保 留 用 地 占 比

73.62%，规划和待建用地仅占

比10.65%。后续建设以存量发

展和绿色更新为主。

土地使用现状图

建设动态图

用地情况

建设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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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黄浦新天地”1+N+4”作为规划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智
慧韧性、人文荟萃的高品质中央活动区。

绿色生态专业规划

空
间
与
产
业
规
划

公
共
服
务
系
统

既有建筑低碳化改造专项 绿色金融与碳资产专项

碳排放与低碳更新专项 生态城全过程管控专项

生
态
景
观
系
统

绿
色
交
通
系
统

绿
色
建
筑
系
统

综
合
能
源
系
统

韧
性
防
灾
系
统

智
慧
管
控
系
统

绿色生态专业规划
顶层架构，规划引领

系统规划
细分版块，系统支撑

专项规划
打造特色，创新引领

1

N

4

规划体系



03 
项
目
亮
点

Basic index

基础项指标

Directory index

引导项指标

Characteristic index

特色项指标

夯基础

展特色

重引导

对照地标《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分析黄浦区更新城区建
设现状与发展潜力，高标准落实建设要求，设置切实可行的基
础指标。

通过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工作持续强化新天地范围内城市建设、
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优势。在历史风貌、城市更新、街道烟火气
等方面设置能彰显城区特质的指标。

以“绿色复兴·人文活力·双碳引领”为目标建设世界级卓越城
区，加强创新引领、对标国际先进案例制订引导性指标拔高整
体建设工作。B

C

D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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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 ——以碳计量为基础的绿色低碳城市更新

显价值 ——形成区域内碳资产潜力地图，完成碳资产价值预估
低碳建设从计算增量成本转向预估碳资产价值，将绿色消费规划与碳普惠

规划创新结合形成商业碳资产完整路径。

关注现状空间、结构碳排放特点；形成减碳潜力空间、结构计量地图

根据建筑面积、建筑能耗、建筑能源供应结构计算，采用确定分类能耗、选

取碳排放因子的流程方法，计算出保留或置换建筑运营过程的碳排放量，并

预测规划末期碳排放情况。

现状建筑碳排放地图 规划末期建筑碳排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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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感受 绿色可视，生态可感，低碳可达，智慧可体验

塑特色 红色人文荟萃，海派包容开放

重落实 结合城市体检，建立建设运营全过程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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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产业规划

公共服务与人文关怀
公共服务设施：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提供覆盖不同人群需求的公共服务

保障，保证设施高效复合与开放共享。

老旧小区改造：结合区域内美丽家园等重点项目，对80%以上老旧小区改造，

重点提升基础设施、房屋质量、公共空间。

儿童友好城市：基于“一米高度看城市，看世界、看未来”的理念打造儿童

友好城市，规划儿童活动之家，对老旧小区与公园绿地进行适儿化改造。

土地复合利用：土地利用承接控规，以商办用地、居住用地为主。

功能混合街坊：混合街坊比例达到74%

地下空间整体连片开发：围绕规划范围内的6个地下轨交站点均与周边地块地

下空间联通，布局交通换乘、地下商业、步行通道、地下停车场等功能。

规划用地图 混合街坊图 地下空间开发图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图 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图 儿童友好服务设施规划图



04 
技
术
方
案

生态景观规划

绿色交通

立体绿化：对公共产权建（构）筑、商管建筑、工地围墙分别布局屋顶绿化、

垂直绿化，提升城区绿视率。

公共开放空间体系：挖掘商业广场、中小学操场及运动场馆等存量资源，打

造多元、丰富、特色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实现300米半径全覆盖。

通风廊道：通过风环境模拟区域内通风廊道，提出改善空气流动性、缓解热

岛效应的措施，改善人体舒适度。

绿地系统规划图 公共开放空间图 通风廊道模拟图

慢行交通系统：步行道密度13.5km/km2，非机动车道密度12.4km/km2

绿色公交及充电设施：新增公交和更新公交100%采用新能源公交车。

公共充电桩：新建公共停车场配置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小于20%，其中

快充车位的比例不小于30%。

绿地系统规划图 公共开放空间图 通风廊道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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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新建商办建筑以及超高层公共建筑执行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其

他新建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

超低能耗建筑：2030年前，整体执行超低能耗标准的新建建筑比例不少于

70%。2030年起，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超低能耗建筑标准。

既有建筑低碳改造：近期落实重点项目建筑节能改造，远期鼓励已接入能耗

监测平台的大型商办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

绿色建筑规划图 超低能耗建筑规划图 既有公共建筑改造规划图

智慧管控
数字城区新基座：通过5G和光纤“双千兆”宽带网络、互联网应用IPv6

升级、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扩容改造，建立CIMAI城区智能中枢。

智慧碳排监测：规划范围内的碳排放计算对接黄浦区碳达峰碳中和平台。

智慧商业：针对现有商业楼宇较多的情况，通过智能导视、VR全景展示、 

元宇宙技术等方式植入智慧商业。

数字城区新基座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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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系统

固废与水资源利用

能源供给侧：提升光伏装机规模，新建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实现应装尽装。

扩大商业建筑虚拟电厂接入规模：推进城区大型公共建筑 “虚拟电厂”建设，

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共建筑接入，并完善接入楼宇的自动智能需求响应。

探索建设充电桩虚拟电厂：建设充电桩虚拟电厂平台或利用现有大型充电桩

供应商虚拟电厂平台，实现电力平衡调度。

新建光伏规划图 虚拟电厂规划图 智慧充放电规划图

水资源利用：非传统水源利用、屋顶雨水收集利用提出要求，实现多种水源

结合供水+高效用水节水。

固废资源利用：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利用，建筑垃圾处理和利用。

无废城市创建：推动无废社区、无废商场、无废校园、无废景区、无废菜场

等“无废细胞”建设。

屋顶雨水收集利用规划图 建筑垃圾处理和利用规划图 无废细胞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