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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及过程



◼ 《规划》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系列配套专项规划之一，属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市

级专项规划，是综合体现城市安全发展底线管控理念的

法定规划。

➢ 2020年8月，市应急局会同市规划资源局正式启动编制

《规划》。

➢ 2022年3月，制定《规划》被确定为2022年市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

➢ 7月18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规划》。

➢ 8月12日，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正式印发《规划》。

➢ 12月30日，制定《规划》被市政府评选为2022年市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十大优秀案例之一。



强化理论支撑

紧盯城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重难点

问题，开展5个专题先期研究论证

并形成专题报告，遴选同济大学城

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

研究中心、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

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等5家单位

作为技术支撑单位。

强化多方参与 强化科学规范

积极走访调研雄安新区应急局、厦

门城市设计研究院及本市规划资源、

水务、消防救援、气象等11个部

门，召开市级、区级层面意见征询

会2次，分别向全市 4 6家政府

部门、 3家社会团体 （群团

组织）、 7家企事业单位和 2

家驻沪部队征询意见建议。

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先后召

开局专题研讨会9次，部门研

讨会15次、读稿会16次、专家

研讨会1次，重点围绕《规划》

中防灾减灾现状、指标、策略、

空间布局等开展深入研讨，确

保每研讨一次，编制工作就实

质进展一步。

按照《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规定》相关要求，完成了公

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初审、局党委会审议、

市政府办公厅合法性审核。

强化专题研讨

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初审局党委会审议
市政府办公厅

合法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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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规划》重点聚焦“22342”，即涵盖2大领域、

体现2大理念、解决3大问题、推动4大类型治理、

实现2大成果。

➢ 《规划》共分发展形势、规划总则、城市综合防

灾安全韧性体系、国土空间韧性治理格局、主要

防灾减灾设施布局、实施与保障6个章节。



✓ 解决3大问题：一是聚焦精细治理，着力解决灾害事故空间分布差异化的问题；二是聚焦科学统筹，着力解决防灾减灾资源

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三是聚焦功能融合，着力解决防灾减灾空间资源潜力挖掘不够的问题。

✓ 涵盖2大领域：主要涉及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综合性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响应实施及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的体制、

机制、工程、技术与文化建设。

✓ 体现2大理念：韧性理念上，贯彻落实《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共建安全韧性城市要

求，首次按照功能韧性、过程韧性和系统韧性3个方面，推进城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建设。综合理念上，重点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风险现状

综合研判、防灾韧性体系综合构建、国土空间韧性综合治理、主要防灾减灾设施综合布局。

✓ 推动4大类型治理：综合考虑本市风险态势空间特征及区域空间资源特点，推动灾害疏散主导型、资源挖潜整合型、地区统

筹提升型、灾害事故叠加型4大类型国土空间韧性治理。

✓ 实现2大成果：构建城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体系，促进城市综合防灾安全功能韧性、过程韧性、系统韧性的全面提升。构建

国土空间韧性治理格局，推动多层次、成网络、功能集成效应明显的空间安全韧性落地，首次提出划分3级防灾分区，并对各级

分区规划指引及核心能力进行明确。



➢ 第一章：发展形势

梳理了相关专业规划基础，对现状进行了总结，对整体

形势作了定性评估。

➢ 第二章：规划总则

明确了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依据、规划

范围、规划期限以及规划目标与指标。

目标上，区分2025年近期和2035年远景分别进行明确；

指标上，围绕灾害事故和防灾减灾救灾过程，设立9类

指标，并首次提出城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指数。

其中第9类指标中，
属于事前防的指标5个、事中事后的指标4个



➢ 第三章：城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体系

以维持力、恢复力、发展力

为导向，强化城市综合防灾

安全过程韧性

明确以管理功能、防御功

能、布局功能、社会功能

为核心，完善城市综合防

灾安全功能韧性

以态势感知网络化、监测预警集约

化、防灾减灾数字化为要点，锻造

城市综合防灾安全系统韧性



➢ 第四章：国土空间韧性治理格局

加强市域全空间尺度韧性建设，

一体推进综合防灾减灾空间韧性

建设。

一体

聚焦防灾设施体系构建、防

灾资源系统配置、灾时应对

救援管理，实现市域防灾分

区构建体系化、各级防灾分

区韧性规划指引差异化。

两化
考虑灾害事故风险态势空间特征

及区域空间资源特点，国土空间

韧性治理分为灾害疏散主导型、

资源挖潜整合型、地区统筹提升

型、灾害事故叠加型四类。

四类

结合行政管理、城镇网络联系特性、自然地理空间分隔廊道

等因素，构建“市-区-街道（乡镇）”三级防灾分区体系，

其中二级防灾分区涵盖16个区和5个特定分区（浦东国际机

场、虹桥机场、化学工业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三级

重点突出综合监测预警、应急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安置、应急救援力量、应急物

资保障、应急医疗救治、科普教育宣贯

等核心能力建设支撑点，提升各级防灾

分区综合防灾减灾韧性能力，并形成基

层公共空间资源综合防灾减灾功能配置

指引表。

多支撑

提出构筑“一体、两
化、三级、多支撑”
多层次、成网络、功
能集成效应明显的空
间韧性格局。



⚫ 体系化：统筹完善城市防灾安全布局，系统规划防灾设施

⚫ 差异化：横向各级分区差异，纵向分区间差异

两化两化



1. 其中全市整体作为一级分区进行管控，聚焦提升全市重大灾害

事故的综合应对能力。

2. 二级分区以行政区为基本要素，聚焦打造安全稳定运行的综合

防灾减灾组团，划分为16个二级防灾分区及5个特定分区（浦

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化学工业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体现特定功能区域防护要求。

3. 三级分区按照街道、镇边界为基本要素，引导微观防灾减灾精

细治理和空间资源综合利用，夯实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

全市划分为三级防灾分区全市划分为三级防灾分区

分区体系示意表



四类治理类型四类治理类型
国土空间韧性治理策略分类区域概览表

国土空间韧性治理策略分类示意图



➢ 第五章：主要防灾减灾设施布局 ➢ 第六章：实施与保障

应急避难场所

强化规划 实施保障

共建

共治

科学

施策

统筹

协调

疏散救援通道

综合应急救援

应急医疗救治

国家级危险化学
品应急救援基地
（上海基地）

防护和应急装备
检测检验中心

应急数字化
装备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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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工作



01

02 04

03

进一步深化总结国务院

普查办“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成果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典型地区试点

（上海）”试点成果。

深化成果

聚焦构建城市综合防灾

安全韧性体系和国土空

间韧性治理格局，稳步

推进《上海市综合防灾

减灾规划（2022—2035

年）》各项任务落实。

聚焦推进

指导各区加强对规划实

施的组织领导，抓紧编

制本区综合防灾减灾规

划。

指导组织

总结分析市综合防灾

安全韧性（防灾分区）

研究项目成果，出台

各级防灾分区安全韧

性建设指南，探索推

动城市综合防灾安全

韧性指数融入考核评

价体系。

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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