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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roval of Shanghai Master Plan 2035，which stipulates "negative in-

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signifies that Shanghai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stage

of inventory-based development. How to improve the urban renewal system of

Shanghai becomes an urgent issue as urban renewal becomes the center of urban

evelopment. Based on a re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Shanghai, as well as practices

in Shenzhen, Taipei and Hong Kong, we summarize the urban renewal system of

Shanghai into five parts: target system, policy and regulatory system, organizational

system, planning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Furthermore, suggestions on im-

proving the system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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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国后，上海的城市更新一直在时快时慢地进行，但直到2015年上海才正式以城

市更新的名义出台文件指导城市更新工作，即《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下

文简称《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下文简称

《实施细则》）。与政策文件发布的同时，上海市也开展了在城市更新实践方面的新一轮

探索：2015年选择了全市10个区的17个项目作为城市更新的试点；在此基础上，2016

年又推出四大更新行动计划，形成“12+X”①的重点示范项目，希望通过示范项目的带

动，推动全市的城市更新工作。2017年12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获批，明确了上海市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要求，这意味着城市更新

将正式成为上海城市规划的核心工作。

与深圳、香港以及台北等城市相比，上海开始城市更新规划变革的时间稍晚，配

套文件与相应的政府机构设置也相对滞后，整体层面缺乏系统的框架设计，在实践中制

约了更新工作的开展。本文在梳理总结上海城市更新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借鉴深圳、香

港、台北等城市经验，提出适合上海实际情况的城市更新体系建构框架，并针对当前更

新体系中主要环节的难点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建议。

1 研究综述

1.1 城市更新体系相关研究

目前学术界针对城市更新体系的研究较少，一般认为，城市更新实际上与新区开

发、历史保护一样，都是基于城市空间的一种规划发展手段。与传统城市规划不同的

是，城市更新的对象为存量建设用地，主要回答如何将现有资源通过最小的成本转移给

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赵燕菁，2014）。

关于城市更新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也还没有形成共识。范颖参考城市规划体系经

验，将城市更新体系分为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和规划编制体系三个部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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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的获批以及“建设

用地负增长”规划目标的明确，上海正

式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将成为

未来城市建设的主要方式，构建与完善

上海的城市更新体系成为急需面对的问

题。在对上海城市更新体系现状进行梳

理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借鉴深圳、香

港和台北的相关经验，提出构建和完善

上海城市更新体系的思考，将上海的城

市更新体系归纳为目标体系、政策法规

体系、组织体系、规划编制体系和实施

运作体系五个部分，最后对这五个部分

分别提出优化和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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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莘闵大酒店

衡复活力复兴

张江西北片

由由工业园

曹杨社区

万里社区

政策文件与条款

参照的政策文件

·《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

·《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

·《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

·《盘活工业用地
办法》

·《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

·《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

应用的政策条款

· 存量补地价
· 提供公共开放空间与

公益性设施获得容积
率奖励

· 存量补地价
· 向政府无偿提供不低

于10%的建设用地

规划编制

· 区域评估
· 控规调整
· 实施计划

· 区域评估
· 实施计划

· 区域评估
· 控规调整
· 实施计划

· 转型方案
· 控规调整
· 实施方案

· 区域评估
· 实施计划

· 区域评估
· 实施计划

实施机制

·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 牵头部门：区规土局
· 实施主体：上海国际集团
· 配合部门：区各相关局

· 资金来源：政府
· 统筹协调：区规土局
· 实施主体：街道、区绿化局等
· 配合部门：区各相关局

· 资金来源：政府和企业
· 牵头协调：张江管委会
· 实施主体：张江股份等企业
· 技术支持：浦东院、发改院等

·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 实施主体：由由集团

· 资金来源：区政府
· 统筹协调：区规土局
· 实施主体：曹杨街道

· 资金来源：区政府
· 统筹协调：区规土局
· 实施主体：万里街道

更新前后对比

更新前 更新后

颖，2016）；阳建强、吴明伟将城市更

新体系分为更新规划体系和更新实施体

系两大类（阳建强，等，1999）；林苑

认为城市更新体系主要包括更新目标、

更新类型分类、实施模式、制度保障和

机构设置等方面（林苑，2016）；唐燕

将城市更新体系概括为机构设置、管理

规定、对象分类、规划体系、运作实施

等几个方面（唐燕，2017）；杨毅栋等

将城市有机更新体系分为更新对象、更

新措施、规划控制、实施路径和政策保

障五个部分（杨毅栋，等，2017）。

1.2 上海城市更新相关研究

上海较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始于1980

年代以住房改造和建设为主的旧区改

造；2010年以后，上海开始注重历史文

化的保护，推行小规模渐进式开发的城

市更新 （于海，2011；庞啸，2011）。

2015年，随着《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

的发布和更新试点项目的开展，上海城

市更新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具有上海

特色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 （庄少

勤，2015）。

在更新模式上，与深圳的策略分类

更新模式不同，上海的城市更新被认为

是用地分类更新模式 （杨毅栋，等，

2017），分为旧区改造、工业用地转型、

城中村改造等；在核心政策导向上，与

广州偏政府和深圳偏市场的方向不同，

上海力求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提出“政府

引领、双向并举”的导向（唐燕，2017）。

关于上海城市更新当前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实施办法》适用范围狭

窄、更新实施缺平台、更新实施程序繁

冗（匡晓明，2017）；政策体系尚待完

善、更新规划引领作用不足 （关烨，

等，2015）；激励方式与手段待完善、

实施与技术瓶颈待突破 （葛岩，等，

2017）等。

2 上海城市更新体系现状与问题

随着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更新示范

项目的推进，上海市已初步形成具有上

海特色的城市更新工作框架。通过对既

有政策文件的研究梳理以及对更新试点

项目的调研分析（表1），发现当前上海

城市更新工作仍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

缺乏系统层面的顶层设计，整个城市更

新体系基本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

初期阶段。

2.1 更新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在政策方面，上海城市更新政策以

《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为核心，

以《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规土局提供相关资料整理.

表1 上海部分城市更新试点项目情况
Tab.1 Urban renewal pilot project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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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下文简称 《盘活工业用地办

法》）等文件为补充，多个文件并行有

效②（表2）。其中较有突破性的政策是

允许原物业权利人自主更新的“存量补

地价”政策和允许通过提供公共要素获

得建筑面积增加的“容积率奖励”政

策。如莘闵大酒店更新项目，原用地性

质为商业用地，物业权利人的主要更新

诉求是将用地性质调整为商务办公用

地，并增加一定量经营性建筑面积。在

2015年《实施办法》正式出台之后，莘

闵大酒店被列为试点项目，通过存量补

地价的方式由原物业权利人自主进行更

新，并通过提供公共开放空间和公益性

设施获得了一定的容积率奖励。

通过对政策文件的梳理发现当前上

海市城市更新政策存在多条线各自运行

的问题，针对城中村、旧住房、存量工

业用地等不同对象的政策文件制定的部

门不同，目标不同、实施路径也不同，

且其他政策文件与《实施办法》和《实

施细则》之间多有交叉重叠，缺乏系统

整合。此外，上海目前只有《上海市城

市更新区域评估报告成果规范》和《上

海市城市更新规划管理操作流程》两个

相关配套文件，对更新过程中涉及到的

其他操作细节，还缺乏相应的规定。例

如由由工业区更新项目已完成控规调

整，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但对存量补地

价应补数额，以及需提供给政府的公共

开放空间与公益性设施后续如何移交与

管理等问题都还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

2.2 更新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上海当前的更新组织已基本形成由

领导机构、部门管理机构、更新实施机

构、咨询监督机构组成的体系（图1）。

领导机构是由市政府及市相关管理部门

组成的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部门管

理由设在市规划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城

市更新办公室负责；实施组织目前主要

有三种类型：单纯由政府作为实施主

体、由政府牵头企业作为具体推进和实

施主体，以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组成实

施主体；社会公众参与对城市更新实施

的咨询与监督。

以衡复“1+1+4”活力复兴③为例，

东湖路、新乐路、岳阳路的实施主体为

湖南街道和天平街道，襄阳公园实施主

体为区绿容局，区规土局、区房管局、

区建交委、区文化局、区旅游局等政府

部门依照各自职能配合相关工作，区规

土局负责组织编制更新实施方案并统筹

城市更新工作。这种更新组织往往具有

一定的临时性，在涉及跨行政边界的项

目或需要更专业的协调和管理能力时，

可能就感到力不从心。即使是不涉及控

规调整的微更新项目，如开辟一条慢行

通道，都可能需要协调环保、交警、绿

化、河道、消防等不同部门，以街道为

主体推进更新工作困难较大。

2.3 更新规划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实施办法》，城市更新的规

划编制分为区域评估和实施计划两个阶

段，涉及容积率、用地性质等指标变更

时，需按常规的控规调整程序进行调

整。其中，区域评估包括基础准备、编

制区域评估报告、审批三个步骤；实施

表2 上海市主要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文件
Tab.2 The main policy documents of urban renewal in Shanghai

主要政策文件

《关于本市开展“城中村”
地块改造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项
目实施办法（试行）》

《上海市旧住房综合改
造管理办法》

《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
办法》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
地实施细则（试行）》

《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
用地的实施办法》

政策制定部门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
理委员会等十一部门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和上海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和上海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局

适用对象

城中村

旧住房

市政府认定的
城市更新地区

集中建设区内
的国有存量工
业用地

政策制定目的

为积极推进本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强城镇社会和人口管理，提高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城乡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推进本市旧住房改造，加快改善市
民的居住条件和质量

进一步节约集约利用存量土地，提
升城市功能、激发都市活力、改善人
居环境、增强城市魅力

提高存量工业用地的利用质量和综
合效益，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发布时间

2014-03

2014-12

2015-01

2015-05

2015-08

2016-03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供资料整理.

图1 上海当前城市更新组织构成示意
Fig.1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urban renewal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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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包括编制更新项目意向性方案、编

制更新单元建设方案、形成实施计划、

报批实施计划四个步骤（图2）。

从规划层次来看，区域评估和实施

计划都属于项目层面的实施性规划，缺

乏市区层面的战略性规划进行总体指导

和协调。在更新实践中发现，上位规划

的缺失使得各个城市更新项目彼此之间

缺乏联系，难以对整体进行系统性考虑。

从规划编制流程来看，部分实施主

体认为流程偏长，涉及控规调整时周期

将更长且难以预测。以张江西北片更新

为例，从开始策划到开始编制规划用了

两三年时间，规划通过之后还有补地价

等后续的流程。整个周期耗时太长，对

时间较敏感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

险，导致一些原本有转型意愿的企业放

弃转型。

3 其他城市更新体系经验借鉴

香港与台北较内地先进入经济腾飞

期，也更早地面对城市更新的发展命

题，在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积累了大量

的成果与经验。深圳是大陆地区最先遭

遇空间资源约束的城市，自2004年便开

始了在城市更新方面的探索，成为内地

最早开始城市更新变革的城市。深圳、

香港、台北与上海相比，在文化背景和

城市规模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发展阶

段上略微领先。因此，借鉴这几个城市

的经验，对完善上海的城市更新体系有

着重要意义。

3.1 借鉴1：相对完整的更新体系框架

香港、台北以及深圳都较早就开始

了对城市更新立法以及实践方面的探

索，城市更新体系相对完整和成熟，从

整体框架来看，这些城市的更新体系所

包含的内容可大致分为组织体系、政策

与法规体系（包括更新目标）、更新规

划体系和更新实施体系四个部分。

以香港为例，香港的城市更新体系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建设美好家园

的目标体系，分为文化保育、设施配

套、景观环境等12项分目标；组织体系

以URA（市区重建局）为核心，接受政

府设立的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的建

议；政策与法规体系包括《市区重建局

条例》及《市区重建策略》等文件；实

施模式分为URA自行开展实施、URA回

应业主需求开展实施和URA协助业主实

施三种模式；更新规划体系包括业务纲

领草案、业务计划草案、发展项目和项

目实施等多个层次的规划（图3）。

3.2 借鉴2：系统周密的政策法规体系

深圳、香港以及台北均已形成相对

系统和周密的政策与法规体系。以台北

为例，台湾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和法规

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层面以

法规和政策为主，如《台湾都市更新条

例》、《都市更新条例施行细则》和《都

市更新团体设计管理及解散办法》等；

台北市层面除了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之

外，还有大量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类文

件，如《台北市都市更新单元规划设计

奖励容积率评定标准》、《台北市政府受

理都市更新整建维护案件处理原则》④

等。这些政策法规之间环环相扣，实施

起来较容易落实（邓志旺，2014）。

深圳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除了《深

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和《深圳市城市更

图2 上海当前市城市更新规划流程示意
Fig.2 The current urban renewal planning process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内容绘制.

图3 香港城市更新体系示意
Fig.3 The urban renewal system of Hong Kong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都市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相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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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法实施细则》两个核心文件之外，

也陆续出台了从法规政策到操作规程的

一系列文件，如《深圳市城市更新清退

用地处置规定》、《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表3）。

香港作为欧美法系的地区，成文的

政策与法规文件相对较少，核心政策文

件只有《市区重建条例》和《市区重建

策略》，但与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更新计

划，包括《强制验楼资助计划》、《楼宇维

修综合支援计划》、《楼宇修复计划》等。

3.3 借鉴3：与政治体制及政府架构相

契合的更新实施机构

香港随着完全由市场机制主导、以

商业模式运作、忽略社会功能的旧的城

市更新体制的失败，开始在市场机制前

提下强化政府的角色，更新实施主体经

历了由最早的私人发展商到后来的土地

发展公司（LDC）最后到政府背景更强

的市区重建局（URA）的变化过程（张

更立，2005）。URA于2001年成立，是

专门负责城市更新工作的机构，特区政

府会对URA的运作、资金来源、财政、

回收土地、政策制度等方面给予支持，

但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法人团体，资

金运作独立并被允许适当盈利 （黄文

炜，等，2008）。

台北与深圳在机构设置上更接近，

台北都市发展局下设城市更新处负责实

施或委托其他机构实施公办都市更新，

深圳各区下设城市更新局负责辖区内综

合整治和市政府确定由其实施的拆除重

建类更新项目的实施（表4）。

3.4 借鉴4：从宏观到微观顺畅衔接的

更新规划体系

深圳的城市更新规划经过多年实践

和创新，从最初游离于法定规划体系之

外，逐步迈入城市更新常态化和体制化

的阶段，已经形成了从城市总体规划到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再到发展单元规划和

更新单元规划的完整的更新规划体系

（图4）（关烨，等，2015）。香港也有从

宏观到微观的《业务纲领草案》、《业务

计划草案》和具体的《发展项目》。台

北的城市更新规划体系主要针对公办都

市更新项目，包括《都市更新计划》和

《都市更新业务计划》两个层面。

3.5 借鉴5：简明清晰、便于执行的实

施路径

城市更新项目从计划开始到实施完

成，不同的更新对象可能涉及不同类型

的实施主体，需参照不同的政策与法

规，遵循不同的实施路径，整个过程参

与角色众多，流程繁琐冗长，需要简明

清晰、便于执行的路径作为实施指引。

以台北为例，整个城市更新流程大

致可分为4个阶段（图5）：第一个阶段，

政府机构将城市地区分为划定更新地区

和未经划定更新地区两大类，划定更新

地区需由政府机构拟定都市更新计划；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实施主体，划定更新

地区主要由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具体项

目可由政府自行实施或委托其他机构实

施，也可同意其他主体实施，未划定更

新地区主要由民间实施，可自行组织更

新团体实施，也可委托专业机构实施，

未经划定更新地区需增加都市更新事业

概要的编制，政府审批通过之后才可进

入下一步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编制都市

更新事业计划，并拟定实施计划；第四

阶段是都市更新事业的执行阶段。

表3 深圳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文件
Tab.3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urban renewal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相关政策文件绘制.

文件类型

法规层面

政策层面

技术标准

操作层面

政策文件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2009版）

《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实施细则》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修订版）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及坪山新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旧屋村
范围认定办法（试行）》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

《深圳市城市更新清退用地处置规定》

《深圳市城市更新土地、建筑物信息核查及历史用地处置操作规程》（试行）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暂行规定》

《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比例暂行规定》

《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申报指引（试行）》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操作基本程序（试行）》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操作规则》

《深圳市综合整治类旧工业区升级改造操作指引（试行）》

《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技术指引（试行）》

《市规划国土委关于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地价测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时间

研究制定中

2009-10
2012-02
2016-11
2011-03
2012-10
2015-10
2016-11
2010-12
2012-01
2016-08
2010-06
2011-03
2014-01
2015-08
2015-09
2015-11

表4 深圳、香港、台北等城市更新实施主体情况
Tab.4 The urban renewal implementing agencies of Hong Kong，Shenzhen and Taibei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相关政策文件绘制.

政府实施

市场（或民
间）实施

深圳

区城市更新局

· 土地使用权人
· 多个土地使用权人成立的公司
· 房地产企业等其他合法主体

香港

URA（市区重建局）

· 业主
· 发展商

台北

都市发展局城市更新处

· 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自行组织
的更新团体（需为法人）

· 都市更新事业机构（依公司法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图4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体系示意图
Fig.4 The urban renewal planning system of

Shenzhen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相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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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城市更新体系框架整合

与完善建议

4.1 上海城市更新体系架整合的基本思路

为了系统全面地指导上海的城市更

新工作，借鉴其他城市更新体系经验，

本文提出将上海城市更新体系分为更新

目标、更新规划与实施、制度保障三个

层次（图6）。

第一层次的更新目标是引导上海市

城市更新总体方向的指引性内容，应当

与上海2035总规提出的“卓越的全球城

市”目标相结合，建议可进一步分解为

空间、经济、文化和生态、社会等四个

维度的目标。

第二层次以更新实施为核心，以组

织体系和更新规划体系为辅助。更新实

施体系延续上海原有的分类方法，根据

不同的更新对象，区分不同的实施模

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更新路径。

可将整个城市分为划定更新区和未经划

定更新区，划定更新区又可分为公共中

心区、老旧住区、工业区、历史风貌区

以及轨交站点周边地区等，实施主体可

分为政府主导实施和现有物业权利人主

导实施两大类。组织体系中，行政组织

已有大致雏形，负责自上而下更新项目

的实施机构有待进一步明确。更新规划

体系目前只有区域评估和实施计划两个

层次，都属于较微观的层次，宏观层次

的更新专项规划有待补充。

第三层次的制度保障是指用于保障

城市更新实施的政策法规体系，已形成

了以《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为核

心的大致框架，还需要在政策、技术标

准和操作规程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

4.2 更新政策与法规建议

上海现有的更新相关政策与法规文

件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和针对不同对象

的政策文件之间存在相互冲突和覆盖不

全面的情况。建议对现有政策文件进行

整合，有两种整合思路，一是将针对不

同对象的更新文件整合为一个核心文

件，二是将针对不同对象的更新文件整

合为由若干个文件组成的核心文件体

系。此外，在核心文件或核心文件体系

的基础上，需再增加其他相关的配套政

策文件，如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等方

面，形成从法规到操作各个层面相对完

善的政策文件体系。

图5 台湾城市更新流程示意
Fig.5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of Taiwan

资料来源： 根据《台湾都市条例》及相关资料改绘.

图6 上海城市更新体系框架示意图
Fig.6 The urban renewal system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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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更新实施机构设置建议

在城市更新机构设置方面，上海目

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政府背景的常设

机构作为实施自上而下更新项目的主

体，建议参考深圳经验，可先在区县层

面设立半临时性质的城市更新办公室负

责城市更新相关事务，待时机成熟再转

变成类似城市更新局的常设机构。

4.4 更新规划建议

更新规划方面，深圳、台北等城市

通常都有总体性的更新规划统筹整个城

市更新工作，在实践中也起到了较好的

效果。建议上海增加宏观层次的战略性

规划，形成分级的城市更新规划体系。

具体办法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增加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在区县总体规划层面

编制区县层面的更新专项规划，再下一

层级才是项目层面的区域评估及实施计

划。整体上形成从全市更新专项规划、

区县更新专项规划、区域评估到实施计

划的完整的城市更新规划编制体系。

4.5 更新实施与管理建议

当前上海所有类型的更新项目都沿

用同一套更新流程，导致责任主体不明

确。建议参考深圳和台北经验，区分政

府实施和市场实施的项目类型，明确责

任主体。对自下而上的市场实施的项

目，由相应的实施主体（上海主要是现

有物业权利人）编制实施计划，政府负

责审批；对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项

目，如果是由政府实施的项目，由政府

负责编制实施计划，上级政府负责审

批；如果是由现有物业权利人实施的项

目，则政府负责区域或更新单元层面的

统筹和协调，可通过编制导则的方式，

控制和引导具体的更新项目。

5 结语

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的

模式转变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城市更新

在上海、北京、深圳等特大城市逐渐成

为城市建设的主流途径，城市更新体系

的建构也必将成为各个城市规划变革的

重点。本文对上海城市更新体系建构方

面的思考，以及对政策法规制定、机构

设置、更新规划编制和实施组织几个方

面的初步建议，希望能从系统层面为完

善上海城市更新体系提供思路。

注释

① 根据上海市规土局提供的资料，上海市

2016年为将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融入到

城市管理的每个工作层面，加强机制创

新，计划开展“共享社区计划、创新园

区计划、魅力风貌计划、休闲网络计划”

四个更新行动计划。每个行动计划里面

包括3个典型性、创新性、公众性和实

施性四项工作原则均比较突出的项目，

此外，每个行动计划里还有若干个弹性

项目，最终形成“12+X”的项目清单。

② 《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第二条：本办

法适用于本市建成区中按照市政府规定

程序认定的城市更新地区。已经市政府

认定的旧区改造、工业用地转型、城中

村改造的地区，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③ 衡复“1+1+4”活力复兴包括1个街区更

新 （新乐路东湖路街区更新）、1条风貌

道路更新（岳阳路风貌道路更新）和4个

地块更新（永平里、交响乐团周边地区、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淮海中路地块）。

④ 资料均来源于各城市政府城市更新相关

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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