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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A_E8_A7_84_E5_c61_182720.htm 一条迂回曲折的“红

线”，一个“上天入地”的科学规划，使９３００多户居民

免于拆迁 站在百姓立场上决策 看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规划

图，很多人讶异于那条迂回曲折的规划红线，状若蚯蚓，蜷

曲蜿蜒于黄浦江两岸。在浦西南市发电厂附近，一片占地１

０亩的居民区，如同一块飞地，探头伸进世博园区。 为什么

规划线如此不规整？ “选择繁华市中心，跨江规划世博园区

，这在世博史上是没有的。”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

，既要满足世博会需要，又能顺应未来城市发展要求；既要

保证世博会足够空间，又要兼顾周边居民利益；既不能浪费

国家资产，又不能忽视百姓利益。” “以人为本是原则。”

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钟燕群说：“２００４年５月

，温家宝总理在上海提出世博会建设项目要有个高水平的、

高瞻远瞩的、体现永续利用的规划。我们通过全球方案征集

、组织专家团队集成，完成世博会园区总体规划，并在２０

０４年底通过组委会审议。” “的确很难。”吴志强说：“

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增加，工作量上去了，地面布局也费尽心

思。” 吴志强用“上天入地”形容为尽量保住居民区而做的

总体规划。比如，通过展馆底层架空或做高架步道，来降低

人均参观用地密度，以达到８９平方米／人的正常标准，同

时也保护了园区生态环境。“单是这两项就增加面积８４万

平方米，如果按户均９０平方米居住面积计算，等于少拆迁



９３００多户人家。” 经过多次调整的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

，确定为“一主多辅”的布局方式，形成“园、区、片、组

、团”５个层次的布局结构：即５．２８平方公里的世博园

；３．２８平方公里的世博会围栏区；５个功能片区，３个

在浦东，主要布置国家馆和国际组织馆，２个在浦西，安排

企业馆和城市最佳实践区，另外在浦东还安排世博村和世博

行政中心；１２个平均用地１０公顷左右的展馆组群；２６

个平均用地３公顷的展馆团。 广场是容纳和分流参观客流的

重要公共空间。按照规划，上海世博会园区共需建设不同等

级的广场２７．２８公顷，约占世博会园区规划建设用地总

面积的５．２％。 绿地既为世博园区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亦

考虑后续利用的需要。上海世博会园区绿地总规模高达１０

６公顷，其中浦东滨江绿地设置为永久性世博公园，用地面

积约２９公顷。 大部分基础设施按照日６０万人次的流量设

计，厕所则采用极端高峰日８０万参观人次的指标规划，园

区厕所总面积约２．５万平方米、６１５０间，其中移动式

厕所约１６５０间。 世博园区还规划了餐饮、购物、通信、

银行等各类商业服务设施，规划总建筑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

，此外还有占地约２万平方米的游乐设施。 钟燕群透露，今

年，备受关注的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会博物馆和城市最佳

实践区的方案策划以及主题演绎总体计划都将浮出水面。 城

市最佳实践区，建筑“绿”了，水循环了，太阳“能”了 处

处透绿、步步节能的生态世博 绿色的草坡延伸进黄浦江，蜿

蜒的河汊、细密的芦苇荡，散发着江南水乡的气息。 这是未

来上海世博园区黄浦江沿岸的景致。 根据“生态世博”的要

求，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处处“透绿”。 让建筑与绿化“排排



站”，利用人工制造的穿堂风，为世博园区整体降温；采集

太阳能用于建筑内部的能源消耗，间接降低室外的起点温度

；通过喷雾系统增加大环境内的湿度；让参观者体验污水流

经园区后逐渐转化成净水的神奇过程；为了保留原上钢三厂

所在的后滩滨江的自然湿地，特地规划了２００多米长的滨

江绿带；将建筑通过底部架空，“悬浮”在大面积的自然绿

化之上，给建筑穿上“绿”衣裳⋯⋯ “生态世博的规划建设

，本身就是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演绎，是对城

市与环境和谐的探索。”吴志强说。 比如，对水的循环利用

。按《世博会地区市政用水规划》，浦东场馆区市政用水系

统采用屋面雨水和黄浦江双水源，大面积收集屋面雨水。系

统建成后，每年可节约优质饮用水资源１０１．９万立方米

，其中屋面雨水利用量达到１０．９７万立方米。 “城市最

佳实践区”是上海世博会的创新，也是未来“生态城市”示

范区。根据《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方案》

，实践区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规划面积约１２

公顷。南部街区将利用老厂房的生态化改造和新的生态建筑

，形成序馆及一系列室外展区；北部街区则模拟包括生态居

住建筑、生态办公建筑和生态商业建筑组成的生态街区，集

中展示生态城市的各种发展理念和建造技术。 届时，全球将

有二三十个城市在这里展示各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 世博园区规划还诞生了一个颇有意义的副产品“生态世博

”自我测评体系。 “这里曾是老工业区，环境基础条件并不

好，局部地区有污染沉淀物，事先要做大量测污清污工作。

”吴志强说。清污工作今年正式展开。 这套“生态世博”自

我测评体系，由选址、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后续利用



６个阶段构成，针对水、暖、热、光、电等各个系统。“目

前，世界上各类生态评价体系有很多种，大多集中在单个领

域，像这样大范围、系统化对城区进行生态评价的测评体系

尚属首次。”吴志强说。２００５年夏天，这套测评体系在

北京绿色建筑国际大会上首次公开。国际著名生态城市专家

、美国伯克利大学环境设计学院院长哈里森评价说，“非常

具有开创性。” “希望这个评价体系将来运用于一些城市的

测污、清污。”吴志强说，“算是上海世博会的贡献吧！” 

老建筑与新建筑、钢筋铁骨和衣香鬓影、历史和未来将在世

博园区交相辉映 让未来拥有记忆 ２月２８日，位于上海世博

园区的浦钢公司厚板车间内，机声隆隆，红彤彤的钢板在生

产线上发出灼热光芒。厂房一眼望不到头，黝黑的钢筋骨架

或隐或现。 “你看这厂房，从西向东，足足有１公里多。基

础可牢呢，再用几十年也没问题。”浦钢公司动迁及征地项

目部经理陈湘庭说。 ６月，这条生产线也将撤走，厚板车间

将和浦钢公司的特钢车间、电炉车间一起，作为保留建筑，

分别成为世博园区的演艺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物流中心。

世博会结束之后，这些建筑将被再次规划成“建筑中的都市

”林荫大道、景观绿地、人行步道将穿行于这钢筋铁骨间，

商业、休闲、旅游中心镶嵌其中。 在世博园区规划中，５．

２８平方公里园区，有３８万平方米的建筑被纳入保护范围

，包括工业厂房和民宅。 “这也是世博会史上的首创。”吴

志强说。 世博会园区跨黄浦江两岸，在这片土地上，有中国

最早的民族钢铁企业、最早的自来水厂、最早的外商纱厂、

最早的煤气供热厂⋯⋯它们不仅属于上海这座城市，更属于

中华民族工业文明的最早印记。 与浦钢公司隔江相望的江南



造船厂，在此已１４３载，其前身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

国第一座炼钢炉、第一艘机动兵轮、第一尊后膛钢炮均诞生

于此，它的附属机构翻译馆，翻译出版过百余种千余卷西方

近代科技书籍，带动了“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工

业和科技的发展⋯⋯ “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让飞速发

展的城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谐相处，这本是世博会题中应

有之义。”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主题演绎部助理部长俞力

说。 根据规划，世博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分三级进行保护：一

是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二是保留历史建筑，三是

其他保留建筑。 “江南造船厂中的老建筑能否成为中国近现

代工业博览馆？中国最早的发电厂南市发电厂可否改建成依

靠太阳能、潮汐能、风能发电的新能源展示馆？这些都在详

细规划中。”吴志强说。 对老建筑的保护利用，还可以为上

海世博会节约一大笔投入。 位于世博园区浦东段中心位置的

上海世博建设大厦，就是利用新技术、在原上海第三印染厂

的“新纺大厦”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在这座大厦的旁边，利

用老厂房改建的餐饮中心、车库正在建设当中。 到２０１０

年，流光溢彩的世博园区内，老建筑与新建筑、钢筋铁骨和

衣香鬓影、历史和未来交相辉映，这将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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