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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放创新智慧生态
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崛起中的开放新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坚持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对标国内外城市建设的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力打造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推动国际创新协同区建设
新片区将以科技合作和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为突破， 推动国际创新协同区建

设， 实现国际创新协同。

国际创新协同区规划总面积约 10.3 平方公里， 未来规划建设以顶尖科学

家社区、 科技创新社区、 科创总部湾、 科创智慧社区、 国际创新协同区五大板

块结合的国际创新协同区。

■ 打造最开放创新的
全球资源配置枢纽 建立开
放型制度体系，集聚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等全球高层
次合作交流平台、高能级机
构和高端人才， 成为技术、

资本、人才等高端资源要素
跨境自由流动的枢纽

■ 打造最智慧生态的
未来城市样板 发挥新城建
设的独特优势，以科技赋能
城市，打造善感知、会呼吸、

有温度的智慧之城。塑造最
具特色的田园城市生态，打
造 “江海湖交汇 、水田林交
融”的绿色生态之城

■ 打造最体现产城融
合的新城建设典范 优化产
业与城市空间布局 ， 推动
港 、 城 、 镇的统筹联动和
功能互补 ， 建设高密度 、

广覆盖的综合交通体系 ，

推动产业 、 人口 、 城市的
全面协调发展

■ 打造最宜业宜居的
人才集聚高地 吸引更多
国 内 外 优 质 资 本 进 入 教
育 、 医疗 、 文化 、 体育等
公共服务领域 ， 建设高品
质 、 国际化的城市功能体
系 ， 打造人才向往的活力
之城

产城融合 宜居宜业

荩俯瞰位于

临港新片区内

的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

▲鸟瞰冬季的临港新片区。

打造创新活力迸发的
海内外人才高地

促进新片区人才集聚， 推动人员自由执业， 新片区依托现有国内外人才政

策和创新环境专项扶持政策， 构建更开放、 更灵活、 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机制和

更精准、 更有效、 更受欢迎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实现各类人才在新片区各展

其才、 各尽其用， 打造创新活力迸发的海内外人才高地。 推动海外人才 “进得

来”， 围绕进出便利和从业自由两个方面， 营造开放环境； 确保国内人才 “留

得住”， 充分用足落户和就业两个优势，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新片区着力解决人才普遍关心

的安居 、子女教育 、交通 、医疗等问

题，积极满足人才生活、就业、创业中

的个性化需求，创造幸福指数较高的

人居环境。

住 房

新片区以满足临港人住有所居、

住有宜居为目标，不断构建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健全“四位一

体”住房保障体系 ，加大对人才的住

房保障力度。

新片区不断加大人才公寓和公

租房的供给力度 ， 分布于临港主城

区、产业区和各城市社区的房源类型

丰富，配套齐全，可实现拎包入住，满

足新片区人才租房的多样化需求。

更有多项人才专项补贴和奖励，

如租房补贴、大学生实习补贴 、技能

人才培训补贴等，对符合条件的高层

次人才、高端人才、“临港英才 ”等给

予专项表彰奖励。

城市配套

新片区教育资源布局完善 ， 拥

有上海海事大学 、 上海海洋大学 、

上海电力大学 、 上海电机学院 、 上

海建桥学院 、 上海交通大学中英低

碳学院 、 中央美术学院中法艺术与

设计管理学院等高校资源和海音幼

儿园 、 冰厂田幼儿园 、 建平临港小

学 、 明珠临港小学 、 上海中学东校

等优质幼小中教育资源 ， 建立了

“临港新片区高校联盟” 和 “教育发

展联盟 ”， 将发挥教育发展联盟优

势 ， 推动新片区教育创新 ， 推进产

教城融合发展。

新片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

拥有三级综合性医院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东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建立了

以三级医院为龙头，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基础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

新片区交通网络体系便捷 ， 北

临浦东国际航空港 ， 南接洋山国际

枢纽港 ， 是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

节点。 在已有轨道交通 16 号线等便

捷出行线路的基础上 ， 新片区将规

划建设更多连接中心城区 、 浦东国

际机场 、 虹桥机场等主要枢纽的市

域轨道交通快线网络 ， 推进沪通铁

路、 S3 公路建设， 加快建设临港新

片区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 ， 使得

临港新片区离世界更近 ， 与中心城

区连接更紧密。

生态宜居

临港新片区是一座美丽的生态

之城。

这里城中有湖 、湖河相连 ，城市

建设中，精巧的水系规划和建设构建

起了独特的、水天一色的美景。 在中

国最大城市人工湖———滴水湖为中

心的外围 ， 四条涟河

道环环相依 ， 春涟河 、

夏涟河、 秋涟河、 冬涟

河， 它们不仅承担着主

城区汇水和调蓄功能 ，

更与滴水湖共同形成了

“水滴” 泛起层层涟漪的美

丽景观。

这里拥有大量的湿地、林

地，绿化覆盖率 50%以上，空气

含氧量充足，PM2.5 年均优良。更

是全国最大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 环湖景观带 、 二环带城市公

园、森林公园 、社区海绵化公园等组

成了城市生态体系 ， 形成优良的城

市生态环境。

新片区以休闲度假、生活产业中

心为主要发展方向，积极推进规划总

面积约 5.01 平方公里的生活商业旅

游社区建设，目前该区域已落地上海

天文馆、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冰雪之

星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