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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厚植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研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作为党的诞生

地，更要传承好、发扬好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研究重点：

（1）上海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与鲜明特点；（2）

上海红色资源的历史传承和保护现状分析；（3）提出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等

对策建议。 

2、关于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研究 

数字化转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必将加快城

市赋能升级。研究重点:（1）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与

应用特征；（2）围绕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经济数

字化等重点领域，聚焦人民群众和企业主体高频急难需

求，研究提出一批具有标杆性、引领性的应用场景；（3）

聚焦“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目标定

位，研究提出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政策规则体系。 



3、关于“五大新城”地下空间整体规划开发研究 

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上海主城区地下空间整体规划

开发不尽人意。把新城打造成创业之城、宜居之城、未

来之城，从一开始就要统筹谋划好地下空间整体开发。

研究重点：（1）收集国家和本市有关地下空间整体规划

开发的政策法规，为谋划“五大新城”地下空间整体开

发提供依据；（2）研究分析国外城市地下空间整体规划

开发的成功案例，提供可供借鉴的操作办法，以及政府、

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3）针对“五大新城”地

上地下的特点，分析地下空间整体规划开发面临的共性

问题及各自的特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4、关于上海建设韧性城市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目

前国内建设韧性城市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设韧性城市，

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提高治理水平，加强风险防控意

义重大。研究重点:（1）解剖分析国际及国内韧性城市

规划建设实践案例；（2）分析上海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的

不足和问题，特别是疫情下韧性城市建设暴露的短板与

瓶颈；（3）研究提出上海韧性城市规划框架（如风险评



估、空间格局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社会组织韧性等）

及评价指标体系（如医疗设施、公共安全财政投入、应

急管理、灾害损失、生产安全、物资储备等）和形成上

海建设韧性城市的对策建议。 

5、关于上海“一江一河”重点区域深度开发关键问

题研究  

“一江一河”及其两岸区域是我市最宝贵的空间资源，

其中的重点区域深度开发是新发展阶段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任务。研究重点：（1）在深度开

发中怎样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如何在高起点上进行

全域规划、总体设计、通盘考虑，避免各自为政；（2）

注重功能开发，根据各个区段的不同特点和历史文化资

源禀赋，如何实现经济、民生、文化等建设的协调发展；

（3）研究提出“一江一河”互相呼应、各展风采、协调

推进，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