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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6 日，经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等 9 名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专家
委员会专家委员对照国家《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联合评审，并现场答辩评价后，宣布最
终评分为 85.53 分，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达到实施运管阶段“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行
标识”的要求。

深化低碳理念 强化政策扶持

“低碳虹桥” 是虹桥商务区在成立之初就确
定的一项开发建设理念。2011 年制订的《虹桥商
务区低碳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核心区碳排放下
降目标及集中供能、新建绿色建筑等方面具体指
标。2016 年发布《关于推进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绿
色建筑运行管理工作的有关通知》。 2017 年，管
委会发布《虹桥商务区绿色建筑项目（设计评价
标识阶段）专项发展资金扶持申报指南》。 2018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虹桥商务区低碳能效运行
管理平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有关通知》等一系列
文件，进一步加强商务区低碳能效运行管理平台
建设，加大南北片区屋顶绿化建设力度。

构建低碳能效运行监测信息平台

虹桥商务区低碳能效运行监测信息平台
通过构建一套覆盖全区域的集数据采集 、传
输 、汇总 、储存 、综合利用和形象展示于一体
的低碳能效运行管理信息系统， 采用信息化
手段对区域能效进行全面采集和实时监测 ，
使区域能源信息可报告 、可监测 、可核查 、可
评估，为核心区低碳、绿色建设成果示范提供
窗口， 为实现能源使用与碳排放的数字化管
理提供支撑， 为全面落实低碳发展实践区奠
定基础； 同时建立一个对外展示低碳成果的
窗口，提高企业和公众低碳的节能环保意识，
引导低碳实践。

2016 年 6 月， 低碳能效运行管理信息平台
建设完成并顺利上线， 核心区楼宇接入率为
10%；2017 年， 核心区楼宇接入率为 30%左右；
2018 年 9 月底， 商务区加快实现对区域内用能
情况进行全面监测、分析，核心区楼宇接入率达
近 50%。

低碳经济最重要载体
———区域集中供能系统

区域集中供能系统是虹桥商务区发展低碳
经济的最重要载体。 作为目前上海最大的“三联
供”区域集中供能实践区，2013 年 10 月，虹桥商
务区区域集中供能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行；2014
年 5 月，正式对外供冷、供热，并实现余电上网。

嘉闵高架建虹路附近， 有几幢屋顶上绿意
盎然的建筑，它们便是虹桥商务区的“能源心脏”
———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项目。该项
目是全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冷热电三联供
项目，能源站自身建筑也被评为绿色三星基础设
施项目。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区域冷热电三联供分
布式能源项目是在电、热联产的基础上，将部分
热能回收后用于制冷， 从而大大减少了电力消
耗，比常规项目碳排放量至少减少 20%。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已完成核心区区
域 42 个街坊中 27 个供能接入， 接入用能面积
达 350 万平方米，占到区域总用能面积 63%，现
有供能系统减碳量为 23793 吨标准煤。 根据虹
桥南站一期 4 号机组能效初步测算，额定运行工
况下，机组的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为 84.1%。

打造建筑“第五立面”为城市添绿

“屋面绿化是虹桥商务区生态绿化建设的一
大特色和推进城市宜人化的重要抓手。核心区一

期屋面绿化已形成规模和亮点，风格多元，生态
效益日益显现。 以虹桥绿谷、虹桥新地中心为代
表的核心区楼宇项目， 均以超高的绿化面积、独
特的形象设计、先进的绿色理念受到入驻企业好
评。其中，虹桥绿谷曾一举夺得上海首家“绿色三
星街坊”称号。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核心区屋顶
绿化达 18.74 万平方米，占整个核心区层面面积
的 50%左右。 ”管委会建设处处长徐明生说道。
除了监督管理，为了鼓励企业自主开展实施屋面
绿化工作，商务区也有相应政策扶持。 其一是核
心区一期屋面绿化面积按 50%折算地块绿化
率。 而根据《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关于推进低
碳实践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对实施屋面绿化且
未折算增加公共绿地面积的项目（核心区一期除
外）给予低碳实践区建设专项发展资金支持。

今后， 核心区屋面绿化试点的成功经验将
扩大推广至主功能区和拓展区， 鼓励除核心区
以外的既有建筑实施屋面绿化， 鼓励屋顶坡度
和建筑高度条件允许的新建建筑实施屋顶绿
化， 鼓励增加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形式的立
体绿化比率。

立体慢行交通系统让便捷与舒适同行

“街区是适合漫步的”，这是未来上海打造人
文城市的重要一环， 同样也是虹桥商务区城市规
划和建设的一条重要标准。 核心区规划采用路网
高密度、街坊小尺度、建筑低高度的布局，创造亲切
宜人的环境品质，鼓励步行，减少机动车出行。在此
基础上，核心区还规划建设慢行系统，成为商务区
的一个特色项目。 由二层连廊和地下通道构成的
立体分层步行网络连接起核心区各个地块、街坊，
形成立体、复合、多元化的公共活动空间系统。

在地下通道和空中连廊全部贯通后， 从虹
桥天街、虹桥天地等楼宇就可以经由空中连廊、
地下通道西至国家会展中心，东至虹桥枢纽，从
真正意义上实现虹桥商务区东西向两大功能项
目的大联通， 提升整个通行系统的便利性和可
达性。

向非机动车乱停放说“不”

非机动车的精细化管理是商务区的特色
之一。 2017 年，管委会研究制订了共享单车与
非机动车管理方案，并抓紧协调实施。 为迎进
博会的召开，提高居民舒适度，商务区内开展
了“向非机动车乱停说不”行动。 在核心区路段
设置“禁停示范区”，建设了规范的非机动车停
车点，还联合企业在商务区内开放近十处的商
务楼宇地下停车库。 对于共享单车的投放，管
委会也正在牵头与相关企业深化研究合理化
投放工作。

打造商务区绿色生态走廊

根据 《虹桥商务区景观水系提升设想》，虹
桥商务区将打造小涞港教堂景观段、 南虹港观
机长廊、张正浦亲水公园等水景，形成水陆两栖
的亲民活动水系。吴淞江北岸岸线全部贯通后，
由东向西规划为生态门户、 文化创意产业和体
育休闲三块区域。

华翔、迎宾、天麓和云霞四片绿地总面积达
到 58 公顷，分别突出人文、交通博览、智慧、低
碳等主题进一步进行功能提升。明年，在商务区
的西北角还将有一座占地面积约 32.4 万平方
米的新家弄村水系和绿化景观工程开工。 围绕
进博会的举办，商务区在道路沿线、路口和窗口
地带见缝插针，建设几十个小型的“口袋公园”，
包括公共绿地范围内的景观绿化等以及防护绿
地内的防护绿带、养护便道等。

“生态之城”意味着更具韧性、更可持续 ，
拥有绿色、低碳、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
境。 这正是虹桥商务区的当前实践和未来愿
景。 2016 年，管委会已明确在 86 平方公里推
进低碳建设，并出台相关实施办法，下一步，商
务区还将进一步继续不断深化、提升，并统筹
86 平方公里，将“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
行标识”的经验全面务实地推广。

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行标识以
住房城乡建设部为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而颁
布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为评判依据，
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绿色建筑、资源与碳
排放、绿色交通、信息化管理、产业与经济、
人文等元素对城区进行因地制宜的评价。 包
括规划设计评价和实施运管评价两个阶段，
评价结果按满足各控制项的要求评分，总分
以 50 分、65 分、80 分为界， 分为一星级、二
星级、三星级三个等级。 国家绿色生态城区
三星级运行标识为最高星级，标志着国家生
态城区建设管理的最高水平。

[链接]

什么是国家绿色生态
城区三星级运行标识？

低碳建设 立体交通 屋顶绿化 单车管理等多方面形成示范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通过
“国家绿色生态城区三星级运行标识”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