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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海世博会规划方案的编制经历了调研论证和园区规划

范围调整、专题研究和国际研讨、方案征集评审和综合优化

等阶段，规划方案逐步成型2004年11月，上海世博会组委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方案》. 2005

年8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和《中国2010年

上海世博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完成。 2006年7月，上承规

划、下启建设和招展招商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城

市设计》顺利编制完成。 上世纪60年代初，城市设计作为一

门区别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独立学科而诞生。它那种不同

于区域规划、建筑设计而富有特定内涵的创造性工作理念，

始终贯穿于规划与建设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之中，其对象

不仅包括项目的立项与选址、交通组织与停车布置等各种专

业系统，同时还包括开敞空间场所设计、人行步道设计、绿

化植被配置、城市标志设计、古建筑文脉保护等其他软环境

系统。一项好的城市设计之菁华在于对人的关心，注重人的

行为分析与心理感受，以人为本，创造出一个充满情趣而又

不乏理性的城市空间环境。 本期焦点栏目，将为您呈上上海

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的独家专访，并向您展示世

博会园区城市设计的菁华。 呈现世博会的精彩访上海世博会

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2010年，在上海浦江两岸、南浦大

桥和卢浦大桥之间5.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历时184天的

全球辉煌盛会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在此举行，中国将为



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奉上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 为

确保这5.28平方公里建设的精彩、成功，经过多方努力，《中

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城市设计》终于在近日精彩问世，

从此，上海世博会园区的建设总体规划，将由概念化、抽象

化进入实质化、具体化阶段。日前，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上

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 从总体规划到城市设计

我们注意到，这次出台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城市

设计》，在提法上不同于之前的园区总体规划。两者有何区

别?吴志强教授用“承上启下”一词，为我们解释了两者的区

别与关联:“世博会城市设计承接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成果，通过规划调整、方案深化、细部设计优化与亮点设

计，实现园区规划与园区建设、招展、招商工作相衔接，同

时为即将开展的重点建筑与景观的设计招标工作、各场馆参

展指南的编制工作提供专业性的技术支撑，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 承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原来总体规划中有关整

体空间中、在具体个性空间和某些局部空间没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二是世博总体规划期间极其理性地

考虑了园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各大功能区的划分及关系，

到了城市设计阶段，就特别强调回归到人，也就是说如何展

示给观众。 启下，也分为两个方面:规划接下去要做的是启动

建设，首先启动的就是建筑设计，接着是场地设计、基础设

施(诸如管道、管线)的设计，这些工作启动之前必须有个总

体的、形象的安排.同时，城市设计也直接为招展招商、各国

自建馆形象的统一控制作出指引。” 世博会园区的城市设计

不仅包括项目的立项与选址、交通组织与停车布置等专业系

统，还包括开敞空间场所设计、人行步道设计、绿化植被配



置、城市标志设计、古建筑文脉保护等软环境。而上海世博

会园区城市设计正是本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

，来完美体现以上各种元素的。 围栏区和城市实验区最后确

定吴志强教授告诉我们，上海世博会场地包括围栏区和非围

栏区，围栏区收取门票，是世博会场馆集中区域，包括各类

展馆和文化娱乐设施。非围栏区内则建设配套设施，包括换

乘中心、停车场、广场、世博村等。这次设计中，围栏区的

范围基本没动，只是深化落实了原来的建造城市实验区的想

法。最后确定的围栏区面积定为3.28平方公里，围栏外的配套

区为2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会特别设置了城市

实验区，这在世博会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做总体规划时，城

市实验区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落在哪里，浦东?还是浦

西?都没有定论，这次设计将城市实验区划入浦西围栏区内。

届时，城市实验区将带领人们共同探讨未来城市生活的模式

，而且是通过具体的实物展示，而非理念的宣传。它将成为

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展馆，吸引众多的参观者。日均40万人

次形成一个“圈”吴志强教授告诉我们，这次城市设计时，

设计团队充分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也可以说是两道难题，

并且反反复复做了具体的论证。 一个挑战是参观者的人均用

地分配，这项工作做得非常严密。上海世博会将迎接7000万

人次的参观者，这对办展、筹备、运行工作，都是巨大的挑

战。7000万人次、184天，这样的有组织的博览会，堪称史无

前例。要完成这项任务，本身就是在创造人类的奇迹。7000

万人次，日均40万人次，要容下这么多的人，就要求每个场

馆都要够大.场馆如果够大，这就使馆与馆之间的距离变远.距

离远了，这意味着观众一天走下来看不完所有的展馆.看不完



，就会再来，再来一次还是看不完，就会来几次，这样，游

客人次就会翻倍.人多了，就要有更大的场馆容纳他们.更大的

馆就需要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参观......

听起来，这就像个走不出的圈。怎么能破这个“圈”，这对

上海世博会是个挑战。这不是简单做个加法增加点面积就行

的。 另一个挑战是，与往届世博会相比，参观人数增加了几

倍，园区面积扩大了几倍，但各参展国和组织却不可能因此

就把自己的展馆也相应扩大几倍。所以必须在整体上有相当

大的容量，在室外和其他设施里将他们容纳进去。工作要做

在前面，不能等参观者来了之后再说。 必须跨越的3个阈值 

走出这个“圈”、放大容量，有3个运行关键点。用吴志强教

授的话讲，就是要落实好3个重要的阈值.能够跨越这3个阈值

，就能承担7000万的参观人次。 第一个阈值是将游客从上海

与其他城市的机场、火车站、码头，运送到入园口，并让他

们安全有序地进场。 第二个阈值是进场后能尽快进馆，尽量

减少在展馆门口的等待时间。日本爱知世博会按照预计

的1500万人次来设计，实际达到了2200万人次，很多展馆门

口，游客要排队等候，等候最长的需要350分钟才能进入。园

区内有200个馆，一个馆等5个多小时，一天能够看几个馆?我

们要尽量减少游客在门口的等待时间，尽快进馆又是一个阈

值。 第三个阈值是园区内服务设施的配备。就拿就餐来讲，

还是与爱知世博会相比较，超出预算人次的爱知世博会，就

餐成了让人头痛的问题。上海世博会7000万的参观人次里面

，应该有五六千万是中国人，由于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用

于就餐的时间要长于日本人，每个人用餐的时间长一倍，参

观人次翻4倍，这样用餐的时间就是他们的8倍.日本人都喜欢



吃家里带来的饭团，我们不习惯这样，这就又翻了3倍。因此

，相应的设施如何匹配要预先设计好。同样，厕所、医疗、

应急措施等方面的详尽安排，都是重要的问题。 吴志强教授

介绍，他们为此做了十大系统设计，它们涵盖了园区的方方

面面，务求详尽、细致。它们分别是:入园交通组织、园区人

流分布、园区交通组织、高架平台体系、广场系统布局、配

套服务设施、市政设施、地下空间分布、竖向系统设计和五

大场馆定位。 入园排队缩短到半小时上海世博会在吸取汉诺

威、里斯本和爱知世博会经验的基础上，对入园交通组织进

行了优化。 入园需要多少等待时间，这直接关系到“世博之

旅”有没有一个愉快的开始。凡经历过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

会“蜿蜒人龙”和漫长等候的人，至今想起仍会心有余悸，

对人流的估算错误成为爱知世博会永远的遗憾。小数字可能

造成大问题。设计时一个数据的不精准，就会导致实际运营

时的混乱。为了得到精准的数据，设计人员们花了两个多月

的时间在全市不同的人群密集处进行了现场采样，力求全面

、精确。他们根据这些数据作了详细的计算，算清楚了门口

最多等多少人、多少时间、需要多大的场地、场地需要什么

设施来支持它，然后据此做出具体的设计。 上海世博会设计

有8个陆上出入口与4个水上出入口，共设检票闸口540个

。540个闸机口全部开放，一个挨一个地进园，高峰时段，参

观者入园要排近三个小时的队，问题怎么解决? 吴志强教授向

我们介绍了上海世博会将来的设想:“我们尝试通过入口外移

的方法，分解入园压力。我们原来在做总体规划的时候预设

有8个陆上入口，这次的设计则对这8个入口中的每个入口处

的容纳人数、需要面积，都作出了具体的安排。我们在每一



个口都设置了停车场(车站)、外部等候广场、安检、票检、

内部广场和入口综合服务设施。等候广场的面积也都是严密

测算过的，进去以后还会有一个内部广场。这样，入口外移

和客流内放相结合，可以使高峰时段入园等候时间缩短到2个

小时之内。此外，根据一天中不同时间段人流量的不同，我

们将设置早场、中场、晚场，把同时在场人口分开来，运用

票务政策，实行不同时段不同票价。如果早晚场加上入口外

移双管齐下，高峰时段入园等候时间争取控制在半个小时左

右。根据每个入口的容量，我们会在门票上预先做出限定，

每张门票都会按计划规定入场时间和具体入口。”展馆周边

舞台增添亮色这次设计在功能区的总体空间结构上，没有大

的调整，依然保持了原有的总体规划的结构，也就是“一主

多辅”的结构，既有集中的亮点，也有分片区的亮点。虽没

有做结构性调整，但设计工作却做得更扎实、具体了。比如

说，把每个片区大概有多少馆，安排哪些国家，每个组团里

面多少个馆，组团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演出场地，都设计好

了。通过组织，在八九个国家馆之间设有一个舞台，不断演

出这些国家带来的文化节目、民族节目、传统节目、创新节

目，等待在这八九个馆外的游客可边等候边观看节目，把等

待的时间变成参观的预热，这样既可减少等候的乏味感、舒

缓烦躁情绪，又可在进去之前先“预习”这些国家的不同文

化和特点，对进馆之后的参观起到辅助作用，节省在馆内逗

留的时间。正如吴志强教授说的那样:“历届世博会都没有像

我们这次这样自觉地、有目的地、严密地组织场地演出。消

灭无意义的等待时间，取而代之以非常有趣的多元文化的互

动交流活动，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也是



上海世博会打出的一张很漂亮的牌。” 底层架空平添26万平

方米“我们压力很大。”吴志强教授说，“爱知世博会设计

的人均面积是14平方米，汉诺威世博会也是14平方米，而我

们只有8平方米，人流量很大、密度很高。为此，我们努力用

专业的态度和精细计算，设计出设施的最佳配置。” 在原先

的总体规划中，为大量增加室外的面积，同时起到降温、避

暑的作用，提出了底层架空的设想。现在架空规划被深化了

，在园区人流分布系统中，底层架空空间的设计具体到了每

块场地，架在什么地方、多大面积，都做得非常细。按照设

计，3.28平方公里的围栏区内，巧妙地平添出15~26万平方米

的架空总面积。“哪个国家来选这块地，我们就会告知这个

场馆是要架空的。对于参展国来讲，多了一块展示的面积，

多了门前的广场，是他们非常乐意接受的。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