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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上海世博会会址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段，跨越黄浦江两岸，是上海黄浦江两岸开发、旧

区改造和产业布局调整的重点地区，也是上海进行新一轮城市空间拓展、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提升的重要地段。受上海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市绿化管理局的委托，北京大学景观

设计学研究院与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分别于 2006年 2月完成了对世博园区整体景

观的前期定位进行了研究，并于 2006年 6月完成了中心绿地景观的方案。本文着重的部分

是世博会园区浦东中心绿地景观，地块总面积 42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部分 29公顷，公共

活动中心用地和演艺中心用地 13公顷（这两部分的建筑设计不属于本设计范围）。在世博

会期间，中心绿地承担着各种庆典、表演、展览、会议等活动，同时也是游客游览、休闲、

娱乐的主要场所；会后，园区将成为上海市的城市中心之一，绿地周围会有大量的公共服务

设施和部分居住用地，功能主要是游乐、休闲，服务于市民及游客。所以，世博中心绿地是

一个滨江的绿地、城市的绿地，同时又是世博的绿地。  

 

2．设计应对的大问题和挑战  

 

上海世博会园区浦东中心绿地的设计面临五大问题和挑战：  

 

（1）滨江洪涝：如何利用场地的滨江特点，利用雨洪和海潮作用下的间隙性水位变化， 形

成既安全又富于景观特色和满足使用功能的绿地。  

 

（2）生态重建：如何将一块工业棕地，恢复为生态安全，环境良好的再生绿地，为区域和

场地提供生态服务功能。  

 

（3）人流疏散：展时和展后的人流量变化很大，如何在会展期间满足大量人流的疏散和滞

留需求，同时又能方便而经济地转为可持续的日常游憩绿地需要。  

 

（4）工业遗产利用：如何保留和再利用场地中的工业遗产，使之成为绿地的有机组成和特

色景观，并能满足新的使用功能。  

 

（5）文化展示：如何根据场地特色、配合世博主题，形成绿地的文化特色。  



 

3．设计理念与整体构思：记忆与展望  

 

本方案提出的设计理念是：秉承生态与人文的设计理念，在一个工业棕地上，恢复一个生态

的绿色基底；在此基底上建立一个便捷而体验丰富的交通网络；这个网络联结了一系列文化

主题结点，讲述上海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综合解决滨江洪涝、生态重建、人流疏散、

遗产利用、文化展示等问题，使之成为一块滨江的绿地、世博绿地和城市的绿地，满足会展

期间和会展之后的多种功能。  

 

为综合解决以上五大问题，提出以下四大设计途径：  

 

3.1 “双堤+三明治”结构的绿色基底 

 

体现自然力与人文、生态与艺术，安静与热闹的递变与调和，分为：  

 

（1）临江滨水带：分布在 100年一遇防洪堤之外，由土丘地形构成，由不同类型的生态堤

岸、湿地、码头等构成，滨江栈道贯连期间，使人与日常的潮水和江波相呼吸，并感受丰富

的滨江生态系统的边缘效应。  

 

（2）内河湿地带：分布在 100年一遇防洪堤和 1000年一遇防洪堤之间，由湿地和溪流。

中间的泡状景观元素由水泡、树岛、灌木岛等多样化的生境所构成。斑块的边缘效应和隔离

效应，为水体净化、多种鸟类和生物的栖息创造条件，并营造出丰富的景观效果。内河湿地

的水是经水处理站净化后的黄浦江水，通过湿地的过滤自净作用，形成清澈的河水，再利用

太阳能和风能输往场地其他区域，充分体现着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3）夹岸疏林草地带：分布内河湿地两侧，为缓坡草地和乡土乔木林构成，两条林带夹一

条湿地，林木由水边至防洪堤顶由疏而密过渡，基调树种由落叶的枫香和乌桕过渡到常绿的

香樟林。在世博会期间，此区域绿地承担一定的人流疏散作用。平时则是轻松愉快的休憩地。  

 

（4）堤内庭院艺术带：分布在 1000年一遇防洪堤之内侧，靠近展馆一带，其一边是防洪

堤，另一侧是高架步道，展区通往绿地的南北道路划分出多个地块，利用这些地块设计了十

五个小庭园，它们构成环境艺术“ 容器” 嵌入防洪堤的土坡，形成半围合的庭院展示空间。



在这十五个庭园中，将生态环保新技术与景观相结合，充分展示了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

点、新技术，绿色、环保、节能：太阳能利用、雨水收集和水能利用、废旧材料再利用、风

能、屋顶花园新技术，等等。体现未来的城市和如何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绿色庭院技术。  

 

这些庭园式的艺术“容器” 不仅增强场所的趣味性，而且为参观者创造了环境优美的疏散、休

闲和等候空间。会展后由于功能的改变，可以根据需要保留部分庭园，其余可作为每年一度

的园艺、花卉、盆景和环境艺术展示空间，和园林及艺术学院师生作品展示区。  

 

这种“双堤+三明治”的结构将大大减少场地改造的土方工程，造价最低；同时能在最短时间

内获得多样化的生物栖息地，形成丰富的景观效果，使中心绿地能发挥综合的生态服务功

能。  

 

3.2 四种道路，建立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体验路网 

 

与生态绿色地基地的自然和人文属性相对比，在绿地基底之上构建四种道路，构成交通和体

验网络：  

 

（1）东西向便捷通道： 它们为直线林荫步道，连接展区和绿地内南北向园录，直到江边。

它们分别与展区的空中廊道和地面交通相联系，同时是视线通道，将视线引导到黄浦江。会

展期间，用造价低廉而富有江南特色的竹材铺成 10米宽步道，以利大量人流疏散，展后两

侧恢复绿地,道路恢复成 2.5米宽的步道。  

 

（2）堤顶曲道：沿千年一遇防洪堤开设，分别由自行车和步道构成的林荫路，也是必需的

消防通道和服务车行道。防洪堤本身为蜿蜒起伏的小山丘，堤顶路随之蜿蜒蛇行。  

 

（3）谷底折线栈道：由红色钢板构成，穿越于湿地和树岛之间，形式与材料的对比，空间

的穿越，它连接多个景观结点，使步行其上的人获得独特的体验。  

 

（4）滨江直线步道：与自然而多变岸线相对比，营构一条直线型木栈道，体验变化多样的

江岸景观和生物群落。  

 

3.3 多个文化主题结点，展示上海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  



 

绿地中分布了多个文化主题结点，包括：精品休闲吧、综合服务中心、龙门吊休闲广场和、

世博庆典广场等四个功能结点，和现代庭院艺术带中的 15个主题艺术园。其中前三个结点

都是利用现有工业遗产和建构筑物改造利用而成，是过去城市记忆与现在都市时尚生活的有

机结合；世博庆典广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上海蓬勃发展和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体现；而

主题艺术园则是新科技和新的环境伦理对未来城市生活的预示和引导。  

 

（1）世博庆典广场  

 

庆典广场位于场地中部、世博轴与黄浦江相接的区域。它以世博轴为依托，与演义中心建筑

相邻，是世博会核心绿地中最大的人流集散场地，担负着会展期间 4万游人的容量，同时

也面临着会后容量骤减带来的大量拆建工作。  

 

庆典广场主要包括舞台、观众台、VIP贵宾休息室、VIP码头、直升飞机停机坪、服务性建

筑等，面积大约 2万平方米，广场基本高程为 4.50米，临黄浦江处自然放坡。其中舞台设

置在与世博轴夹角为 25度的方向，纳东方明珠为舞台的背景。庆典广场延续整体设计风格，

舞台、观众台等功能被抽象为大小不一的“泡”，各种“泡”的材质、色泽均不相同，“泡”间场地

基质由再生环保聚合物透水材料铺设。庆典广场的遮阳采取了一种新型的遮阳设施—“竹灯

笼”一种类似“泡”，竹片编制而成，内部由氦气填充的透明薄膜构成状充氦气球组成的空中漂

浮体，形状与广场中的铺地形状相似，每个“灯笼”直径在 10~30米之间，底部距地面 15~2

0米，既起到了遮阳的作用，又不会遮挡游客的观演视线。若干个大小各异的“竹灯笼”使得

整个庆典广场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在世博会后可随时拆除。拆下来的竹子粉碎后可用作花

肥。  

 

（2）综合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所处位置为原浦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原厂房为钢筋混凝土与钢结构

结合的较完整结构体系，设计本着从低成本的物质循环层面出发，力图以历史为依托来挖掘

当代文化价值，并通过引入码头设施、咖啡厅、接待服务、邮局、医疗和餐厅等新的功能重

新赋予这个重要的场地元素以新的角色。  

 

保留旧厂房基本结构构件，去掉围护墙体及顶棚，其间设置架空竹制平台，下为延续整个场



地的湿地系统，平台挖出“泡”状绿地穿插于建筑之间；其上为满足新功能的建筑和休憩场地。

新建筑多为大空间，材料主要以玻璃钢材为主，原厂房的厚实、围合与新建筑的简洁、通透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相互包容；休憩空间中设置休闲座椅等露天餐饮设施，竹制平台上还有

众多与下层湿地系统相连通的别具趣味的场地，它们强化了平台上下的联系，拉近了人们与

场地自然背景的关系。  

 

（3）船坞茶座  

 

利用原有的船坞，结合场地中的龙门吊，形成的一个休闲活动区，面积约 3330平米。根据

场地的功能需要在此设置一组功能性建筑，包括小卖、茶室、咖啡吧。建筑在原地平上架空，

形成高低错落的几层休闲空间，供人们休憩、观景。原有的柱子保留不做任何装饰，原有的

龙门吊保留重新着色，形成区域中的一个景观标志。建筑造型力求简洁明快，材料上以玻璃、

钢材为主要；轻巧的建筑与现状龙门吊高大的柱子相穿插，形成丰富的景观效果。  

 

（4）休闲吧  

 

休闲吧位于场地西侧，结合原有龙门吊布置风格独特的低层酒吧等休闲建筑，建筑底层架空，

简洁明快， 漂浮于湿地之上，面积约 2307平米。休闲吧是世博会热闹之余的安静的休闲场

所。会后，根据功能需要可改造成老年俱乐部或其它功能。  

 

3.4 生态与人文理念下的技术  

 

贯穿全部设计过程的生态与人文理念和技术，具体体现在：  

 

（1）生态护岸及生态防洪堤的设计，采用土丘式的地形来替代常规的防洪堤，并建议用大

量建筑废渣来满足土方平衡；根据水流动力情况，分别用植物、网箱、抛石和栈桥式的护岸，

来解决水流冲刷问题。  

 

（2）乡土物种应用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及措施。 

 

（3）材料的节约和循环：本设计使用竹材作为户外临时家具及荫棚和铺装材料，以便展后

擦除粉碎以作为有机肥料，体现节约精神和绿色理念；同时，竹子为中国特别是江南之盛产，



富有特色，成本低廉，加工产品多样、设计灵活，可称为世博园绿地的一大特色。  

 

（4）雨水收集、循环及处理系统基绿色能源的利用，利用生物净化原理，通过岛屿结构扩

大边界面积，提高 

生物净化效率；并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来进行水循环利用。  

 

（5）弹性的会时和后设计：充分考虑会展期间高密度的人流需求（每天估计 8万人），同

时考虑会后作为城市公园和绿地的需求。 设施都具有可拆卸的设计，尺度和空间上都具有

可恢复的考虑，材料上度满足可循环利用的设计。  

 

4 结语 

 

当我们高呼“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口号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城市是有历史的，这

些历史在每一方土地上，在每一栋厂房中，珍惜和善待它们的存在，方可使城市充满意义，

使生活充满意义；当我们掌握几百、上千亿的投资，野心勃勃地为建造世界一流的建筑和宏

伟的世博园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令人难忘”（上海市领导语）的工程在于它能用最

经济、简单、科学而艺术地解决问题，在这块场地上的主要问题是诸如洪涝问题、人流集散、

生态重建、工业遗产的再利用问题。如果 2010年的世博会能经济而艺术地、全部利用现有

工业建筑来进行，那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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