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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崇明岛因江海而生，与自然共存；因生态而立，与城市共舞。崇明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崛起、

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紧紧抓住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的历史机遇，建设成为世界级生态岛。本次规划范围主要包括陈家镇镇域、东平镇前哨

社区和崇明东滩地区等行政区域。地区位于上海崇明岛东端，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三

面环水。 

《崇明区陈家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于2019年1月获得上海市政

府批复，在引领地区发展、凝聚目标共识、保护生态底线、保障项目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大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推进、花博会

申办成功、轨道交通规划逐步落实，崇明陈家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崇明线的建设将

大大缩短陈家镇至市区的交通时间，提升陈家镇在崇明岛的重要交通地位，导入大量外部人流，

促进人口和建设向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集聚，对陈家镇及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为了更好地适应地铁上岛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要求，因此结合《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17-2035）》实施深化要求，开展本次规划优化调整工作。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总则........................1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3 

第二节  规划依据....................4 

第三节  规划效力....................5 

第四节  上位规划要求................5 

第五节  规划实施动态................6 

第二章 空间发展战略 ...............8 

第一节  发展目标...................10 

第二节  镇村体系...................13 

第三节  空间布局...................15 

第三章 土地综合利用...............18 

第一节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20 

第二节  生态空间保护...............22 

第三节  城镇开发边界...............24 

第四节  文化保护控制线.............26 

第五节  特定政策区.................27 

第四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29 

第一节  公共服务...................31 

第二节  住房保障...................33 

第三节  公共空间...................35 

第四节  综合交通...................42 

第五章 单元规划....................47 

第一节  单元划分...................49 

第六章 近期实施..................51 

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53 

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55 



第一章  总则 

1 

  

 
第一章 总则 
CHAPTER ONE GUIDELINES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第二节 规划依据 

第三节 规划效力 

第四节 上位规划要求 

第五节 规划实施动态 

第六节 重点关注问题 

 
 
  
 
 



第一章  总则 

2 

  
 
 
  
 
 

  

 

  



第一章  总则 

3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Scope & Term of Planning 

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已批陈家镇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基本一致
1
，包括陈家镇全镇域、港沿镇垦区、

堡镇垦区、东平镇垦区、上实集团现代农业园区（崇明东滩）、崇明现代农业园区等，规划范围总面

积约234.76平方公里。其中，陈家镇镇域范围约94.44平方公里，上实东滩范围约91.84平方公里，其

他区域范围约48.48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图 

  

                                                             
1 本次规划与已批陈家镇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差异主要在于北侧的现代农业园区部分。根据行政区划边界，将现代农业园

区的东侧部分完整纳入本次规划范围。 



第一章  总则 

4 

第二节 规划依据 Planning Basis 

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第二次修正） 

《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技术

要求和成果规范（试行）》（2020 年12月修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国家及地方颁布的其他相关规范及技术标准 

2. 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崇明区陈家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7-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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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效力 Planning Authority 

本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作为本规划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等下位规划的编

制依据。下位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明确的总体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公共空间及各项设施安排等，

并按照单元规划的直接指导进行深化。下位规划应在符合单元规划确定的整单元用地规模和结构、

功能布局、建筑总量、空间形态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如对上述内容进行跨单元平衡的，需同

步编制跨单元平衡方案。下位规划应当优先保障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落地，在满足配置

标准的前提下，可对具体用地布局和建设规模进行深化。 

城镇开发边界内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

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

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城镇开发边界外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含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是

建设项目和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

整的，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村庄规划或专项控制性详

细规划进行调整。 

 

第四节 上位规划要求 Preliminary Plan Requirements 
 

 城镇圈发展引导： 

发展策略：东滩（陈家镇）城镇圈的发展应以生态保育为前提，实施“鸟进人退”策略，

最大程度保育生态空间。结合东部桥头堡区位优势，沿轨道交通站点地区适度发展运动休闲、

智慧数据、会议展览、生态教育等生态友好型产业带动崇东生态旅游发展区整体发展。 

空间导向：采用组团式空间模式，规划形成“一景二镇多组团”的空间格局。“一景”

为东滩景区。“二镇”为健康小镇、滨江小镇。“多组团”为智慧科技园区、陈家镇裕安社

区、陈家镇实验生态社区、向化镇区、中兴镇区。 

 陈家镇指引： 

发展目标：建设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以智慧创新、教育科创、论坛商务、健康

养生为主导的生态城镇。 

人口规模：至2035年，规划人口规模约为10万人。 

生态底线：规划生态空间面积控制在44.88平方公里。至203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为1.32万亩，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控制在0.42万亩以内。 

用地底线：至2035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4.98平方公里。城市开发边界面积25.79平方

公里，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4.1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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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规划实施动态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Reviews 

1. 规划编制情况 

《崇明区陈家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于2019年1月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沪府规划[2019]21号）。此后，《上海市崇明

区陈家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7-2035年）》针对郊野地区开展进一步研究，对开发边界外

的用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于2020年获得崇明区人民政府批复。 

除老镇单元和综合交通枢纽单元外，其他开发边界范围均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为进一步衔

接轨道交通上岛，针对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目前正在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研究。 

2. 规划实施动态 

2.1  地铁上岛带来发展机遇，既有规划无法引领发展方向 

地铁上岛将为崇明东滩城镇圈带来大量的人气，也将重塑整个崇明岛的交通区位，已批总规中

陈家镇片区的空间结构较为均质，且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布局的用地较少，开发强度不足，用地结

构不合理，无法体现TOD开发的理念，也无法将地铁上岛的溢出效应最大化。 

2.2  产业发展不平衡，规划的功能定位和人口规模目标难以实现 

原总规中确定了地区主导功能为生态保育、科技创新、休闲运动。目前，地区内的功能产业发

展集中在农业、休闲居住和休闲旅游三方面，而能够提供较多就业岗位、吸引外来人口的研发创

新、清洁生产等功能尚未能发展起来。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城镇无法吸引足够的常住人口和工

作岗位，使得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均缺乏发展依托。 

2.3  片区发展差异较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裕安社区、滨江休闲社区、体育训练基地和东滩启动区等单元建设推进速度相对较快，其余片

区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地区均衡发展格局。新建地区内，商业地块、沿街底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等建设明显慢于住宅楼宇的建设，导致居民入住后的日常生活不便、城镇生活的舒适度不足。同

时，公共服务设施的滞后也影响了新建地区人气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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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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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空间发展战略 
CHAPTER TWO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第一节 发展目标 

第二节 镇村体系 

第三节 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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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目标 Planning Objective 

1. 城镇性质 

陈家镇建设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引领东滩城镇圈的发展核心，以生态保育、数字创

新、教育科创、休闲运动、健康养生为主导的综合服务城镇。 

生态标杆，创新园区，活力小镇 

 

2. 目标愿景 

本次规划调整重点突出轨道交通上岛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聚集效应，强化长江经济带的起点地

位，将陈家镇地区打造为： 

 引领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起点； 

 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引领标杆区； 

 上海国际大都市北翼以信息数字产业、教育科创为主导的创新功能集聚区； 

 长三角地区以休闲疗养、户外运动、产城融合为特色的活力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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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发展指标 

综合发展指标表（规划范围） 

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基准年 2025 年 2035 年 

人口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6.4 7.5 10.8 

土地利用 

2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 -- 6942.2 

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 -- 5484.0 

4 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32.7 674.1 

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 66.9 1021.3 

6 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面积 公顷 控制 -- 111.5 704.6 

7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控制 -- -- 229.6 

8 生态空间面积 公顷 控制 -- -- 16890.8 

9 三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 6.5 

10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公顷 控制 -- -- 3328.8 

11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3508.3 -- 4613.4 

12 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 979.6 

13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 公顷 控制 -- -- 1489.4 

历史文化

保护 

14 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15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16 风貌保护道路（街巷） 条 控制 -- -- -- 

17 风貌保护河道 条 控制 -- -- -- 

18 
保护建筑数量（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和优

秀历史建筑） 
处 控制 -- -- -- 

住房保障 

19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

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 ≥25 

20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控制 -- -- ≥60 

21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套数的比

例 
% 控制 -- -- -- 

22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 70 90 

公共服务

设施保障 

23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20 ≥30 100 

24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 处 控制 -- 2 5 

25 60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位数 张/人 控制 -- -- 0.035 

26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4.6 -- 3.5 

27 基础教育设施服务范围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28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5.4 -- 3.6 

29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11.2 -- 7.4 

30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0.1 -- 2.7 

31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32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开放空间

保障 

33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30 50 90 

34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100 

35 镇区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通率 % 控制 -- 100 100 

3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2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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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基准年 2025 年 2035 年 

37 
400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分钟步

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70 100 

综合交通 

38 全路网密度（城镇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6.0 ≥8.0 

39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76 80 ≥85 

40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10 20 40 

41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7 15 12 

42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2.5 3.0 

生态低碳

安全 

43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14.5 ≥16 ≥18 

44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9.5 10.4 12.5 

45 水域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29 

46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 80 100 

47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和岗位数

的比例 
% 引导 -- 65 90 

48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 -- 95 

49 
轨交站点 600 米半径覆盖用地面积、居

住人口、就业岗位比例 
% 引导 -- -- 60 

50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 ≥2 ≥3 

51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化比例 % 控制 -- 100 100 

52 消防责任区 5 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53 院前紧急呼救 8分钟到达责任区 % 控制 -- 100 100 

54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55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重点地区

公共建筑按绿建二星以上标准，其他建

筑按绿建一星以上标准） 

% 控制 -- 100 100 

56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引导 -- 75 75 

57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达标率 % 控制 95 100 100 

58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24 80 85 

59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30 95 100 

60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100 

61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 100 100 

62 化肥施用强度（折纯） 千克/公顷 引导 -- ≤360 ≤250 

63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 ≤5000 

64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人 引导 -- -- ≤150 

产业发展 
65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0.6 -- 0 

66 存量工业用地减量化比例 % 控制 -- -- 100 

 

*注：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以及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后续以房管部门在实施阶段的意

见为准；森林覆盖率、河湖水面率指标具体以行业部门的专业规划和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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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村体系 Towns And Villages System 

2020年，陈家镇的乡村常住人口约3.0万人，占总人口的47%。陈家镇现辖行政村包括：八滧

村、陈南村、陈西村、晨光村、德云村、鸿田村、花漂村、立新村、奚家港村、协隆村、瀛东村、

裕安村、裕丰村、裕西村、展宏村等。现状农民宅基地面积约744.0公顷，主要以带状沿水系呈东

西向分布，单块规模普遍偏小，布局分散。 

1. 原则导向 

落实区总规的镇村体系架构，以建设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生态、创新、人文标杆区域为目

标，衔接村庄布局规划，强化土地集约化利用，注重崇明东滩城镇圈村落组团的特色营造。按照区

总规中“转变‘拆村并点’发展思路”的规划导向，统筹考虑自然村落的现状风貌、资源条件、规

模等方面，对于区域内分布相对集中、规模相对较大、设施配套相对完善的村落予以保留。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常住人口规模为10.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8万人。 

2. 镇村体系规划 

延续已批陈家镇总规的“新市镇（镇区）--集镇（社区）--村庄”三级镇村体系，结合郊野单

元（村庄）规划，衔接农民集中安置项目，优化镇村体系布局。 

新市镇（镇区）：陈家镇新市镇镇区，主要包括裕安活力社区、国际商务区、国际科教区。 

集镇（社区）：主要为滨江休闲社区、东滩健康园区。 

保留村（Y点）：规划保留保护行政村14个。至2035年，开发边界外保留宅基地308.2公顷。 

农民集中安置区（X点和E’点）：优化农民集中居住点布局，将原位于裕安村的农民集中居民

点（X点）调整为位于鸿田村南侧的集中安置区（E’点），将原位于立新村的农民集中居民点（X

点）调整为位于鸿田村北侧的农村新社区（X点）。 

3. 村庄布局规划 

陈家镇现辖行政村包括：八滧村、陈南村、陈西村、晨光村、德云村、鸿田村、花漂村、立新

村、奚家港村、协隆村、瀛东村、裕安村、裕丰村、裕西村、展宏村等。 

规划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保护传统乡村风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为基本原

则，将全区村庄分为保护村、保留村（含农民集中居住点）以及撤并村三类。 

至2035年，乡村地区规划保留保护行政村14个，包括晨光村、花漂村、协隆村、瀛东村、德云

村、裕西村、展宏村、陈西村、八滧村、裕丰村、裕安村、鸿田村、立新村、先峰村，通过完善配

套设施，提升乡村品质，推动地区发展。规划在鸿田村新增1处集中安置区和1处农村新社区，接纳

陈家镇及周边镇的部分乡村地区人口。14个保留村形成5个农村生活圈，分别为陈家镇北部乡村生

活圈、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生活圈、陈家镇南部乡村生活圈、陈家镇中部乡村生活圈、陈家镇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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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垦区生活圈，服务半径约2000米，实现镇村服务水平均等化。保留保护村居民约0.6万户。 

保护村应在村庄规划的指导下，加大传统村落保护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保存维护好村落自然文化生态和宽松安静的人居环境，避免干扰破坏村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

秩序，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保留村应以行政村为单位整体考虑，重点对保持村庄格局、生态培育、产业发展、环境改善等

提出相应的规划实施策略。对规模较大，现状条件较好，有一定发展潜力的自然村，规划予以保留

和改造提升，完善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对规模小、居住环境差的自然村通过村庄规划逐步进行集中

归并。 

撤并村可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将位于四线和高速公路、高压走廊等其他重大市政设施，以及

道路红线、河道蓝线、绿线、黄线等规划控制线内的乡村作为自然村。应在规划期限内加快推进减

量化和集中上楼安置，按城镇标准建设新社区。近期对于破旧城中村、小散居民点和位于安全敏感

区的村庄予以拆并，远期对于其他非保留保护村庄予以拆并。 

 

 
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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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间布局 Spatial Layout 

1. 空间结构 

凸显轨道交通崇明线对于镇域空间发展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依托陈海公路强化与中兴镇、向化

镇的联动发展，优化形成“一核、三轴、三廊、四片、五园”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核”——陈家镇商务片区核心 

位于陈家镇中心位置，三轴汇聚的焦点地区，依托轨交站点的交通优势，以及瀛湖、轴线河等

自然景观优势，聚焦生态-生物-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形成集科创研发、商务商业、旅游休闲、居住

功能为一体的陈家镇地区核心，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崇东地区的发展动力核心。 

“三轴”——科创发展轴（东滩大道-陈海公路）、活力联动轴（轨道交通崇明线）、生态发

展轴（揽海路-崇明大道） 

科创发展轴依托东滩大道和陈海公路，串联陈家镇与中兴镇、向化镇，形成区域互动、功能互

补的发展联动轴线；活力联动轴依托轨道交通崇明线，串联陈家镇国际科教区、国际商务区、裕安

活力社区，围绕三个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形成功能复合、人气集聚的发展核心；生态发展轴作

为崇明岛区级滨海发展轴线，向西连通至城桥镇，打造成为生态旅游的示范带。 

“三廊”——生态环廊、东西横廊和南北纵廊 

生态环廊由南横引河、北横引河、团旺河、沪陕高速两侧林带组成，东西横廊串联陈家泽湿地

郊野公园、中心河和瀛湖水生态公园，南北纵廊串联前哨农场、瀛湖水生态公园和上实生态林。 

“四片”——城镇主要功能片区 

包括裕安活力社区、国际科教区、滨江休闲社区、东滩健康园区，是健康、运动、休闲、居

住、公共服务等城镇职能的主要承载空间。 

“五园”——以生态保育和休闲运动为主的特色郊野开敞空间 

郊野空间内形成多个特色功能组团，包括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瀛湖

水生态公园、东滩湿地公园、东旺湖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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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规划图 

2. 功能布局 

规划范围内包括城镇工矿用地区、其他建设用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其他农地区。城镇工矿

用地区主要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主要包括陈家镇五个功能发展片区，规划结合各个片区建设现

状，优化用地功能布局。其他建设用地区主要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外，以市政、交通设施、体育、

休闲旅游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为主要功能。基本农田保护区主要位于北陈公路以西的农村地区和

东滩地区。其他农地区主要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外除上述区域以外的其他用地，主要位于城镇组团之

间的地带以及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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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使用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4613.43公顷，其中规划城镇开发边界以内的建设

用地共计3104.03公顷。
2
 

 

 
土地使用规划图 

                                                             
2 注：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后续将依据“三调”成果更新后数据作相应变化，以规划批后公示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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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Basic Farmland 

1.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结合自然资源部下发的三区三线成果,按永久基本农田、部管储备地块、市管储备地块，严格

落实本镇至2035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及图斑。 

永久基本农田和部管储备地块作为长期稳定优质耕地，实施长效特殊保护；市管储备地块按照

国家耕地保护相关规定执行，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应严格避让，同时协调好与近期各类项目的关系，

远期项目涉及市管储备地块的，未来可通过整备引导区内整理复垦后的新增耕地逐步调出，实现耕

地保护任务“动态平衡，布局优化”。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规划永久基本农田5484.03公顷，部管储备地块189.00公顷，市管储备

地块1269.18公顷，耕地保有量不低于6942.21公顷，土地整备引导区面积10018.45公顷。 

 

2. 补充耕地 

按照镇域范围内土地整备引导区“总用地规模不增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降低、

新增耕地潜力空间不减少”要求，结合实际优化调整土地整备引导区。分析规划期内可能减少的耕

地数量（包括建设用地占用、生态占用和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结合

土地整备引导区划定方案开展土地整治潜力初步测算，分析补充耕地数量，并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分解至各土地整备引导区中。 

 

3. 农业生产布局 

陈家镇-东滩地区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同步提升农业生产地区的生态功能、休闲农业功能。规

划以现有水网为资源，突出生态林地的景观和生态保育功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逐步发展农业旅游和

生态旅游。 

陈家镇-东滩地区农业生产用地集中布局在上实东滩地区，规划以规模化农业生产为主。休闲生

态农业用地主要集中在镇区中部、南部。鼓励种植经济果林，生态涵养林，花园苗圃等对生态景观作

用较强的农业产品，同时区域内鼓励种植化肥需求低、环境效益突出的蔬菜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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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管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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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空间保护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1. 一类生态空间 

落实已批三区三线中的生态红线，一类生态空间作为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严格的保护，主

要为上海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在东滩湿地沿岸，总面积229.63公顷。 

3. 三类生态空间 

三类生态空间主要为市、区级生态廊道、市级生态间隔带、重要林地、基本农田等，总面积

16197.01公顷。 

市级生态走廊内控制建设用地比重，规划建设用地占比控制在5%以下，在三调现状基础上新增

的道路和市政用地不计入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比重可在全区廊道内平衡；区级生态走廊内控制

建设用地比重，规划建设用地占比控制在10%以下，在三调现状基础上新增道路和市政用地不计入

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比重可在全区廊道内平衡。 

规划范围内的三类生态空间内应逐步推进建设用地减量，搬迁零星工业用地及农村居民点，除

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的农用地鼓励农林复合，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三类生态

空间作为生态维护区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以生态维护为重点，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

开发建设活动，控制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4. 四类生态空间 

四类生态空间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结构性生态空间，包括城市公园绿地、水系、楔形绿地等，

总面积464.21公顷。 

四类生态空间实施结构性控制，对建设用地总量、开发强度、用地类型和适宜建设项目类型等

进行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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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规划图 

田、林、水空间的发展建设在注重数量提升的同时，应注重质量、生态效益、乡野景观、地区

文化的同步提升。积极腾退低效建设用地、设施农用地、养殖水面等对生态结构有影响的空间，依

据“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水则水”的原则，逐步调整优化田、林、水生态空间结构，形成和谐

自然的生态空间，使农业空间更加集聚，林地空间更有结构，河网水系更成体系。 

下一步根据田林水统筹成果，进一步明确近期生态建设行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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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镇开发边界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3328.79公顷。较已批陈家镇总规，规划范围内新增

城镇开发边界281.9公顷。 

1. 现状已建区 

规划范围内现状已建区面积为3230.32公顷，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2124.40公顷。 

2. 规划新增区 

规划范围内的规划新增区主要为通过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用地减量化获得的新增建设用地区

域，规划明确落地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共1378.09公顷，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979.63公顷。 

3. 限建区 

限建区是规划范围内扣除已建区、规划新增区、禁建区的区域，面积为18638.05公顷，该区域

的控制要求应根据三类生态控制线的相关要求执行。 

4. 禁建区 

禁止建设区主要是一、二类生态空间区域，作为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严格的保护，面积为

229.6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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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分区图 

 

根据全镇域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约束和新增建设用地方案，确定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任务，包

括城镇开发边界内位于规划河湖水面内的现状建设用地和城镇开发边界外未予以规划保留的现状建

设用地。规划范围内，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面积704.58公顷，其中近期减量化面积111.4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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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保护控制线 Cultural Protection Control Line 

延续已批陈家镇总规的文化保护控制线格局，结合农民集中安置区，优化调整文化保护红线，

主要为自然景观保护风貌区，包括郊野公园和东滩湿地公园。 

规划郊野公园：位于陈家镇城镇组团周边，作为郊野公园划入文化保护红线。  

东滩湿地公园：现状东滩湿地公园，未来作为自然景观及东滩湿地扬子鳄栖息地予以保护。 

 

 
文化保护控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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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特定政策区 Specific Policy Area 

1. 公共中心地区 

延续已批陈家镇总规中规划的地区中心布局，结合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站及裕安站周边开

发，将两站TOD区域划定为社区中心，完善陈家镇公共中心体系。 

（1）地区中心 

国际商务区北片：规划结合轨交站点进行TOD综合开发，鼓励功能混合，规划用地包括商业商

务、居住、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多样用途，鼓励各类公共设施混合使用和综合利用，增加公

园绿地和公共空间，营造活力公共空间。 

（2）社区中心 

结合15分钟生活圈建设要求，围绕轨交陈家镇站和裕安站设置社区中心，实现社区公共服务配

套全覆盖。 

陈家镇站TOD区域：以轨交站点为中心，统筹公交换乘、旅游集散、长途客运等功能，充分利

用地铁站和交通枢纽的大流量优势，引入商贸、科创、文创等产业，打造国内领先的生态、创新、

艺术三位一体的未来可持续型TOD项目。 

裕安站TOD区域：以轨交站点为中心，重点发展“康养文旅、科创办公、体育运动”三大功

能，形成展现“新理念、新基建、新产业、新社区、新生活”的“五新小镇”。 

2. 其他重点地区 

与已批陈家镇总规的其他重点地区保持一致，建设体育特色小镇，包括北部的国家体育训练基

地和南部的国际商务区南片及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总用地规模7.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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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战略预留区 

做好空间发展留白，应对未来可能的重大功能发展使用，规划范围内控制战略预留区（区域）

面积约566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约455公顷，上实东滩约111公顷。规划战略预留区（地块）用地

面积约417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约324公顷，上实东滩约93公顷。 

战略预留区实施过渡期管控政策，除完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以外，原则上不

得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新建。 

 

 
特定政策区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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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1. 发展规模与总体布局 

规划以“区域级——镇级——社区级”三级体系进行配置，以保障底线、增加弹性、提高品质

为原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城镇圈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地区特色打造高品质服务设施，树立崇明东滩城镇圈地区形象，重点以体育训练、科研高

校、休闲养老等三类公共服务设施为抓手，形成规模集聚、品质突出的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实现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构建乡村生活圈，有效引导城乡公

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和整体布局，根据不同发展引导类型的行政村，配置不同标准的公共服务设

施,基本实现公共服务15分钟全覆盖。 

规划范围内，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438.00公顷。 

2. 行政办公设施 

保留现有行政设施用地，适当增加非独立的行政办公设施用地。规划范围内规划行政办公设施

共8.38公顷。规划新增的其他非独立行政办公设施，应结合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进行综合设

置。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服务半径一般为1000米范围内，结合社区

服务中心综合设置，规划不单独设置用地。 

3. 文化设施 

规划范围内规划文化设施共13.17公顷。结合镇级文化设施培养特色文化集建区，强化文化创

意功能。社区级文化设施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服务半径一般为1000米，结合社区服务中

心综合设置，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活动站、老年人活动室等，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需要。 

4. 体育设施 

规划范围内规划体育设施共115,61公顷。衔接《崇明区健身设施补短板五年（2021-2025 年）

行动计划》，并根据技术规范，在规划期限内设置不同等级的体育设施。 

5. 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将通过新增医疗卫生设施，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医疗服务站，完善陈家镇医疗服务

水平。规划范围内规划医疗卫生设施共42.60公顷。其他社区卫生院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

求，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包含村卫生室、社会办医疗机构等。 

6. 科研教育设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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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内规划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共138.38公顷。以现有的贤达学院、中华鲟保护基地、东滩

鸟类保护基地为基础，吸引一批优秀的高校进驻东滩城镇圈，打造环境优美、联动发展的教育科研

高地。 

7. 其他社会服务设施 

规划范围内规划养老福利设施28.20公顷。 

8. 基础教育设施 

优化基础教育设施布局，按照幼儿园500米、小学1000米、中学1000米的服务半径，覆盖新建

居住用地100%的区域，实现15分钟生活圈全覆盖。 

规划范围内规划基础教育设施用地56.22公顷，共计规划幼儿园17所、小学3所、初中3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3所、高中2所。后续教育设施的统筹建设按照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推进。未

来根据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情况，经论证可将部分基础教育设施调整为其他社区公服设施（如社区

养老设施等）。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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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住房保障 Housing Assurance 

1. 发展规模 

在满足城镇圈发展需求的同时，完善对保障性住宅的基本供应，提供多样化、高品质、可负担

的住房保障。解决民生居住、动迁安置等问题，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共同目标。鼓

励不同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混合布置，加强社会融合。本次规划在陈家镇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区域增加住宅配套，包括商品房和租赁性住宅，满足多样人群的居住生活要求。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城镇住宅组团用地总量控制在826公顷以内，城镇住宅建筑总面积控

制在895万平方米以内（含农民进镇集中安置房（E’点））。 

2. 住房结构 

住房可分为保障性住房与其他住房2种类型。其中，保障性住房包括安置房、租赁房；其他住

房一般指商品房或可用于经营投资用途的住房类型。 

 安置房 

开发边界内规划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367万平方米，其中现状保留265万平方米，规划新增102

万平方米。其中，本次规划调整在裕安社区西侧规划农民进镇集中安置房（E’点），规划用地面

积86.35公顷，建筑面积103.62万平方米。开发边界外规划1处用于安置乡村单元内动迁农户的集中

安置点（X点），位于鸿田村北侧、奚家港以西，规划用地面积26.05公顷，建筑面积20.84万平方

米。鼓励以货币补偿为主的安置补偿方式，适当降低实物安置的比例。 

 租赁房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不小于25%。考虑到商务休闲、科技研

发、体育休闲、养老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服务人口的住房需求，优先将租赁性住房布局在轨

道交通站点周边。 

3. 住房政策引导 

考虑到地铁上岛将带来大量就业人口，面临新的居住需求，亟需在周边配套一定比例的租赁住

房，满足各类新增人口中短期居住的需求。 

体育休闲、旅游产业、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将引入大量短期居住的旅游休闲人群以及老年人，

需要配套适量的租赁住房，满足短期旅游度假居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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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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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1.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 

构建“田水路林村滩”和谐共融的大生态格局。强化滨海生态优势，锚固林田滩涂生态本底。

依托生态走廊和郊野公园，塑造城林相依景观。利用“湖、河”环网相连，实现绿地网络化渗透。 

（1）河道水系 

“以水为脉”，衔接蓝线专项规划，强化东滩城镇圈的特质。围绕骨干河道。依托骨干河道，

强化河道两岸管控，预留充分的生态空间，形成网络化的蓝绿格局体系，保障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和

能量流，锚固片区的整体生态基底。优化支级河道，连通断头河，完善河道网络体系，依托河道周

边带状绿地，构建畅达连续的慢行系统网络。同时，结合郊野公园和坑塘水面预留弹性水面，提升

生态环境品质，满足河湖水面率指标要求。 

陈家镇镇域规划水域共11.81平方公里，水面率约达到12.5%
3
，其中蓝线内水域面积9.45平方公

里，其他弹性控制水域面积2.36平方公里（包括郊野公园中的景观水面）。上实东滩规划水域共

11.51平方公里，水面率约达到12.5%，其中蓝线内水域面积10.92平方公里，其他弹性控制水域面

积0.59平方公里。分阶段开挖新水系，修复、拓宽现状水系，形成通畅的河道网络，提升内河调蓄

能力，加强滨水可达性。 

                                                             
3 注：水面率指标以行业部门的专业规划和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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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规划图 

 

（2）公园绿地 

打造环境优美、体验丰富的公园绿地系统。功能组团与绿地镶嵌互间，绿化廊道、公园、林荫

道等形成组团内的生态空间体系，街坊内建筑与绿化有机融合，将东滩城镇圈打造成为生态花园。 

地区级公园以主题鲜明的郊野公园为核心，强调生态效应，预留少量建设用地；打造自然生态

的城市绿肺，科普野趣的体验地，生态游憩的目的地。口袋公园由400平方米以上“点+线”街角、

滨水沿路绿地构成，硬质场地不超过50%；服务周边居民和工作人群，是供全年龄段日常生活、休

闲、健身、接触自然环境的场所。点状公园，强调便民性、服务均好性和覆盖性。线性绿地，强调

连通性。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规划公共绿地总规模不低于556.06公顷，其中，开发边界内公共绿地规

模不低于416.28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38平方米。 

在开发边界外规划5处地区级公园，包括东滩湿地公园、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陈家镇自行车

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东旺湖生态公园。在开发边界内规划主要社区级公园共10个，总面积

约为53公顷。地区级公园覆盖范围为2000米，社区级公园为500米。 

功能组团与绿地镶嵌互间，绿化廊道、公园、林荫道等形成组团内的生态空间体系，街坊内建

筑与绿化有机融合，将陈家镇打造成为生态花园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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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规划图 

（3）绿道系统 

基于开放空间网络，串联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依托公交站点，整合自

行车、步行等慢行系统，构建出具有生态景观、交通联系、健身娱乐的公共活动纽带。规划骨干慢

行绿道总长度约为90公里，其中陈家镇镇域内约75公里，上实东滩内约10公里，其他区域内约5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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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慢行系统规划图 

2. 城镇空间景观骨架 

陈家镇城市开放空间景观结构概括为“五区交汇，四轴串联”。 

·五片区 

田园牧歌•花韵生活片区： 

以裕安为核心区域，打造樱花社区景观意向，并在向北、向西的拓展区域内构建出人水和谐共

处的田园生活景象。 

水韵湖漪•水泽商务片区 

此区域特点为水系、湖泽交织融汇，城镇空间与郊野空间紧密结合。强调景观空间的亲水性与

开放性；可游赏性和可参与性；将体验式景观塑造与商务空间相结合，合理散布具有一定规模的景

观休闲区。 

科创自然•郊野运动片区 

依托国际科教区，园区景观空间注重观赏性与参与性相结合，打造绿色宜人的精致空间尺度。

同时强调片区生态垂直空间的塑造和轻轨沿线涵养林/防护林空间的保护，并结合郊野公园打造四

季分时郊野景观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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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海渔歌•高端休闲片区 

通过滨江空间营造，结合挑台、亲水平台、人造沙滩、自然驳岸、观景长堤等一系列空间塑造

手段，提供漫步赏景、钓鱼、亲水、摄影、亲子、休闲体育等活动空间，同时串联渔人码头、奚家

港渔港、高尔夫俱乐部，打造高端休闲片区。 

百塘荷风•湿地康养片区 

此片区以东旺湖湿地以及东滩生态小镇纵横交错的湿地水网为主题特色，强调自然环境的野

趣，提供水塘的穿行体验和美食体验，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与周边地块功能协调的休闲康体项

目。 

·两实轴 

社区商务休闲轴——樱芝悠廊 

串联裕安活力社区和国际商务区北片，通过打造景观河道两侧的樱花大道和增加生活型开放空

间中观赏性种植，形成具有观赏功能与人林互动结构的生态景观绿廊。 

体育科创特色轴——红叶浅丘 

通过红枫与银杏的合理搭配，丰富碎片开放空间以及景观河道两岸秋季色叶林木的种植多样

性，并结合国际商务区南片和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的空间营造进行局部微地形塑造。  

·两虚轴 

湖畔林语景观轴——渌水瀛泽 

沿景观河道通过慢行系统连接中央景观湖、郊野公园生态湖和湿地公园湖的滨水空间，并沿湖

堤建立自然式滨湖湿地。 

滨江运动休闲轴——绿堤揽海 

结合长堤串联滨江休闲社区和东滩健康小镇，勾勒“水蓝、草绿、栈道、长堤”的景观意向。

东滩健康小镇以纵横交错的湿地水网为主题特色，强调自然环境的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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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构架图 

3. 空间形态 

陈家镇地区的规划新建地块的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8米以下。其中，沿江、沿河、沿公园绿

地的地块的建筑形态宜采用叠落式，建筑高度向生态开敞空间逐步降低。在城镇开发边界以外，建

筑高度宜按照10米以下控制。 

与建筑高度布局方案对应，地区内规划新建地块的开发强度整体控制在I级强度范围内。其

中，居住生活功能区和旅游休闲功能区的地块容积率控制在1.0-1.5，商业办公功能区和教育科研

设计功能区的地块容积率控制在1.0-2.0。 

4. 空间尺度管控 

将规划范围划分为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内）、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外）、一般地区三类不同尺

度空间。 

开发边界内重点地区的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在建筑环境周围镶嵌不同类型的绿化

斑块，包括小型绿地、屋顶绿化、立体绿化等，提升规划范围内绿化的比例。公共中心区域基准高

度原则上按18米（6层）控制，形成绿荫衬托的景观氛围；多层住区基准高度原则上按15米（5层）

控制，形成绿荫掩映的景观效果；低层住区基准高度原则上按12米（4层）控制，形成绿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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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氛围。 

开发边界外重点地区主要为陈家镇郊野公园区域，包括了部分旅游休闲用地和体育用地，地块

内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建筑结合郊野公园景观，形成绿荫衬托、碧绿掩映的景观氛

围。 

一般地区在空间尺度上强化秩序梳理，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0米。 

在风貌整体管控的前提下，优化城镇内的建筑高度方案，以提升人对绿地、河道等生态空间的

视觉体验完整性，并且塑造新城和新市镇的景观特色。 

5. 城市色彩引导 

色彩分区管控： 

规划范围内进行分区色彩管控，包括三种分区类型：一是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内），严格控制

建筑色彩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整体做到协调统一，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的主体宜采用原木色、白

色、灰色等色彩，形成宁静纯洁的空间氛围。二是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外），郊野公园中的建筑色

彩选择也应和景观、植物色彩相匹配，色彩较鲜艳的建筑可布局道路交叉口、特色节点等位置。三

是一般地区，村庄色彩基调以江南民居的“黑、白、灰”为主，村庄中的小品、廊架、亭台等景观

建筑可采用黑色、红色、黄色等色彩。 

建筑色彩引导： 

在区域总体风貌上，应以体现崇明特色为目标，以协调统一为原则，利用城市色彩的综合功能

和意义，改善老镇区城市环境，塑造崇明的新形象。总体控制以“沉稳、素雅、和谐”为原则，基

调以江南民居的“黑、白、灰”为主，少量鲜亮活泼颜色点缀。在标志性建筑单体上，也可尝试在

标志性建筑中运用色彩变换使其地标属性更为突出，在环境协调统一的前提下凸显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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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综合交通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1. 公共交通 

推动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多样化、倡导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

主体的多元化公共交通客运体系，形成公共交通和个体机动化交通均衡发展的30分钟交通圈。依托

交通枢纽打造集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停车于一体的无缝换乘系统，强化多方式一体化衔

接，构建“P+R”、“B+R”换乘系统，形成以“常规公交+慢行交通”为主导的绿色交通模式，实

现绿色交通出行比重达85%的发展要求。 

 常规公交 

结合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常规公交系统，实现居民15分钟内接驳至轨道交通系统，城镇开

发边界内常规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在乡村地区规划常规公交支线，提升常规公交可达

性、扩大服务范围，实现行政村常规公交100%全覆盖。新能源公共汽车比例达100%。 

 出租车 

结合商业、办公、交通枢纽等用地或建筑，设置出租车候客站或扬招点。在轨道交通站点、居

住社区出口下游等需求集中处，可在道路红线内设置出租车候客站，若交通条件不允许，可设置出

租车扬招点。 

 水上公共交通 

利用河道水系，规划水上公交线路及接驳点，串联沿线公共空间。 

 交通枢纽及首末站 

坚持“枢纽锚固、分层组织”的原则，形成“交通枢纽-首末站-停靠站”三个层次的客运交通

枢纽体系。结合轨道交通崇明线站点，分别设置陈家镇、东滩、裕安三处交通枢纽，其中陈家镇站

规划为地区级综合交通枢纽，主要包括市域线、局域线、长途客运、旅游集散、常规公交、出租汽

车、“P+R”换乘、“B+R”换乘等交通功能。考虑陈家镇枢纽与周边地块联动发展，加强陈通路两

侧地块与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站的交通联系。 

基于无缝衔接、锚固线网等原则，结合陈家镇城镇开发边界内主要客流集散点，规划设置公交

首末站5处，每处公交首末站服务2条公交线路，提供常规公交始发终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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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图 

2. 道路系统 

按照生态交通发展要求，尊重现状路网机理，不过度拓宽道路，强化道路与生态功能的整合，

构建具有生态岛魅力的道路系统。按照“窄宽度，宽绿化”的规划理念，以交通稳静化为导向，完

善道路横断面，塑造适宜慢行的街道环境。践行“小街区、密路网”的发展理念，提高城镇开发边

界内市政道路网密度，提高街坊道路可达性，实现城镇开发边界内全路网密度≧8公里/平方公里的

规划目标。 

 道路体系 

规划范围内构建由“高/快速路、主要公路/主干路、次要公路/次干路、一般公路/支路”组成

的道路系统。城镇开发边界内道路分为镇区干路、镇区支路两个等级。 

高速公路/快速路主要为沪陕高速（G40），沪陕高速（G40）位于陈家镇北部，规划出入口2

处，分别位于陈海公路和崇明大道。沪陕高速（G40）规划红线宽度60米，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

侧各50米。 

主要公路包括崇明大道、陈海公路、东滩大道（东团公路以西）、北陈公路等，规划道路红线

宽度40-60米，城镇开发边界外道路的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侧各10-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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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公路包括北沿公路、裕鸿路、陈南公路、揽海路（北陈公路-东团公路）、八滧公路、陈

通路、中滨路、东团公路（揽海路-北沿公路）等，规划道路红线宽度30-50米，城镇开发边界外道

路的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侧各10-20米。 

 道路结构 

规划范围内规划“五纵五横”的干路网络，其中“五纵”为八滧公路、陈通路、北陈公路、中

滨路、东团公路。“五横”为北沿公路、裕鸿路、陈海公路-东滩大道、陈南公路、崇明大道-揽海

路。规划范围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313.1公里，规划路网密度约1.4公里/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

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171.5公里，规划路网密度约5.2公里/平方公里。 

 
道路系统规划图（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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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统规划图（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3. 慢行交通 

结合城镇广场、道路、水系、生态廊道、绿道等，构建安全、方便、连贯、优美的慢行交通系

统。规划慢行系统主要包括步行系统、非机动车系统和慢行换乘系统。 

步行系统：结合镇域内水绿空间和生态景观绿道，布局宽度不低于2.5米的步行休闲道，构建步

行绿道网络，串联主要公共交通站点、公共开放空间、公共服务中心和特色风貌景观等。 

镇域内主要公路/主干路的步行道和车行道之间通过围栏或绿化带分隔；生活性道路根据红线

宽度和道路断面要求，可以通过拓宽人行道、增加道路绿化、设计休憩节点等方式优化步行空间。 

非机动车系统：结合步行系统网络，设置自行车休闲道，串联主要公共交通站点、公共开放空

间、公共服务中心和特色风貌景观等。 

常规自行车道应保证宽度在2.5米以上，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与机动车道设置隔离防护措施，

保证骑行者安全。无法满足要求的，可通过单向交通、高峰时段禁行等措施弥补。 

慢行换乘系统：结合公交站点及重要公共活动中心形成慢行换乘系统。充分将慢行与公交相互

衔接，形成多层级的换乘点，实现快慢交通间的转换，构建“B+R”换乘系统。 

4. 静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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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分区 

按照严格控制、一般控制和基本满足等标准制定分区静态交通政策，划分三类停车分区，引导

个体交通合理使用。 

I类区域（停车严格控制区）包括东滩城镇圈，严格控制停车泊位供给总量，以“公交+慢行”

出行为主导，适当配置新能源车辆停车泊位；II类区域（停车一般控制区）包括陈家镇主要片区，

基本满足居住类刚性停车需求，适度兼顾公共活动类需求，适当增加公共服务类配建指标，鼓励

“P+R”出行；包括陈家镇西部和北部郊野地区，以解决实际需求为主，满足居住类刚性需求，适

当增加公共停车设施。 

 停车设施 

结合停车分区，完善停车供应结构，建立以配建为主、公共为辅和路内为补充的停车设施体

系，其中配建停车泊位比例达到80%以上。在新建区域，以配建为主，满足停车需求；在配建不足

的已建成区域，以公共停车库（场）为辅助、路内停车位为补充。 

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及综合交通枢纽，规划“P+R”换乘中心。在配建停车库（场）和公共停车

库（场），规划新能源车辆停车泊位，预留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建设条件。 

规划公共停车场1处，位于裕安现代社区单元，用地规模1500平方米。 

 静态交通充电设施 

构建以住宅小区、办公场所自用、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停车场、独立充电站等公用充

电设施为辅的充电服务网络。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公共充电设施达到1.5公里服务半径水平。 

依据场所类型，确定充电设施差异化设置标准：对于住宅小区，新建地块按总停车位的100%建

设，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已建地块鼓励建设充电设施、充电泊位分时共享；对于办公场

所、独立用地公共停车库（场）、商业、公建等场所，配套停车场按充电泊位≥10%配建到位，并

根据需求增加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对于陈家镇综合交通枢纽“P+R”换乘停车场，充电泊位宜按不

低于15%的比例配建到位。 

5. 其他交通设施 

陈家镇地区规划加油（气）站7处，充（换）电站2处。积极推进加气站和充（换）电站的规划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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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单元规划 

CHAPTER FIVE UNIT PLANNING  
 
 
 
 

第一节 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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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单元划分 Unit Division 

延续已批陈家镇总规的单元划分格局，单元数量与已批陈家镇总规保持一致，针对城镇开发边

界修改的部分进行局部单元边界调整。将陈家镇站TOD区域纳入综合交通枢纽单元，将裕安站TOD区

域和农民集中安置区纳入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调整后，规划范围内共划分18个单元，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分10个城镇单元，城镇开发边界

外划分8个乡村单元。 

单元划分一览表 

单元划分 单元名称 单元编号 
单元面积 

（平方公里） 
功能定位 

城镇单元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 CMSA0002 1.63 体育训练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CMSA0003 7.83 居住生活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CMSA0004 2.57 商业商务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 CMSA0005 2.92 产业研发 

综合交通枢纽单元 CMSA0006 1.33 交通枢纽 

老镇单元 CMSA0007 0.41 居住生活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CMSA0008 3.86 居住生活 

高教单元 CMSA0009 1.58 教育科研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CMSA0011 8.06 居住生活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CMS15-0501 3.08 商务康养 

乡村单元 

陈家镇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1 20.09 生态功能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 CMCJZJY01-2 14.97 生态功能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3 14.31 生态功能 

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4 15.34 生态功能 

农业现代园区单元 CMCJZJY02 15.97 农业生产功能 

上实东滩生态单元 CMCJZJY03 93.92 生态功能 

东平镇前哨农场单元 CMCJZJY04 17.21 农业生产功能 

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单元 CMCJZJY05 9.66 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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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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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实施 

CHAPTER SIX NEAR-TERM IMPLEMENTATION  
 
 
 
 

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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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Near-term Key Development 
Areas 

1. 国际商务区北片 

依托地铁站点以及陈家镇中心区位优势，发展成为陈家镇的综合商业、商务、旅游服务中心，

形成地区活力中心，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 

2. 陈家镇站TOD区域 

基于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站，进行TOD开发，以交通集散、主题游乐、科创商贸、居住配套

为主要功能的崇明形象集中展示地，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 

3. 裕安站TOD区域 

基于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站，进行TOD开发，集康养文旅、体育培训、旅游服务及生活配套

为一体的自主创新示范区，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 

4. 高教园区 

以教育科研为主导功能，引入上海交大等重点院校，打造生态型知识传播研创基地，总面积约

0.9平方公里。 

5. 农民集中安置区域 

位于裕安社区西南侧，以农民集中居住为主要功能，包含必要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和幼托设

施，总面积约0.9平方公里。 

6.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 

结合自然生态空间，引入户外教育、团队拓展、体育健身等功能，鼓励发展青少年户外青训、

企业拓展、高端体育等产业，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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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发展区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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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Near-term Key Projects 

1. 公共服务设施 

近期将新建1处幼儿园，位于裕安社区南侧的农民集中安置区，用地面积0.78公顷。 

 

 

 
近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图 

2. 综合交通 

 道路设施 

结合轨道交通崇明线建设及城镇开发进程，推进道路建设，完善区域道路系统，贯通主要道

路。陈家镇地区近期重点建设陈通路、陈南公路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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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道路设施建设规划图 

 

3. 重点住宅供应项目 

 安置基地 

近期新建安置基地86.36公顷，用于落实全区农民集中安置。同时，结合住宅用地新建5处社区

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菜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养育托管点、卫生服务中心、生活服

务点各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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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住宅供应地块布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