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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18年12月中再去了上海多天，首兩天參與了由德國
寶馬工業展貿集團 (Bruma Trade Fair)舉辦的上海工程機械

展。之後，我再留在上海五天，跟進我對上海城市發展的
研究。其中尤以多月前曾專注考察的江濱改造發展，成為
是次停留的工作焦點。

上次去上海(6月期間)，其一重點是跟進徐匯區一帶沿黃浦

江江濱由優化改造所帶起的變化。但因時間所限，當時只
集中考察了自十六浦，經南浦大橋、盧浦大橋至龍華一段
的江濱區帶。

因而是次再來，是考察早前未能作跟進，自北外灘，經虹
口至楊浦大橋一段，長約5公里的江濱。

看後與上次的感覺還是相同的：震驚。這區帶發展和變化
竟然是如此之大，規劃和環境質素也是如此的充實和具創
意。其實這區自90年代末，片片斷斷地我先後來過不下七、

八次，今次所見可說是有天翻地覆之感。況且，改造仍是
在進行中。再過幾年，不知又如何模樣呢。

以下的圖片，就是將過往我的資料紀錄作個整理，再比較
一下現今的發展實況，給大家作個介紹。

黃浦江濱江自南浦大橋，經十六浦、
外灘至蘇州河的一段

陸家咀，浦東

徐匯區
黃浦江濱江公園
公共空間



外灘江濱公共空間

蘇州河黃浦江

和平飯店

大眾頗為熟識的外灘，過
去20年其實最少也進行了
兩次大規模的翻修和改造

於2000年所見的外灘

於2018年所見的外灘



近十六浦至豫園一帶的江濱 (2010)

近十六浦/豫園江濱於
2010前後的改造情況



近十六浦/豫園江濱於
2010前後的改造情況

於2018年所見的江濱

於2018年所見的江濱



於2018年所見的江濱

於2017年落成，位於豫園老城廂江濱的外灘金融中心

The Bund Financial Centre
外灘金融中心



外灘金融中心其一重點建設 ‐‐複星藝術中心

用金屬管懸吊而成可移動而變形的外牆設計

黃浦江濱江自北外灘，
經虹口至楊浦區的一段



陸家咀，浦東

虹口區 楊浦區

黃浦江濱江公園
公共空間

北外灘

北外灘外灘

蘇州河口

蘇州河口

虹口區 楊浦區



虹口區 楊浦區

虹口國際航運中心段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國際客運中心 從白玉蘭廣場下望之國際客運中心江濱



從白玉蘭廣場下望之國際客運中心



國際客運中心邊旁的商廈群

商廈群的門樓標誌建築 ‐‐ 懸吊會議室組合



國際客運中心郵輪泊位及邊旁的公眾步道 國際客運中心的郵輪泊位(海關口岸區)



國際客運中心邊旁的公眾步道

國際客運中心邊旁
的江濱公園



江濱公園內的標誌建築 ‐‐ 海景酒樓及宴會廳

海景酒樓內之
宴會廳及觀景平台

國際客運中心邊旁的商廈群外觀 國際客運中心邊旁的商廈群外觀



商廈群邊旁的公眾步道 商廈群邊旁的公眾步道

商廈群邊旁的公眾步道 商廈群邊旁的遊艇泊位 (Marina)



公平路渡口(東方國際海港中心)段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公平路渡口段 (東方國際海港中心)



東方國際海港中心

Canary Wharf

St Katherine 
Docks Marina

Tower of 
London

London 
Bridge



Canal waterway in 
the Canary Wharf as 

seen in 1990s’

Canal waterway in 
the Canary Wharf as 

seen in 1990s’

Canal waterway in the    
Canary Wharf as seen in 2017

倫敦嘉芙蓮塢商業中心 (St Katherine Docks Marina)橫越水道的行人橋



倫敦嘉芙蓮塢商業中心
(St Katherine Docks Marina)

的水道行人橋

在上海航運服務中心建
造中的水道行人橋

東方國際海港中心



當區自2010年打後，已發

展成為東方國際海港中心
及上海國際航運中心

東方國際海港中心
前方之海濱行人道



從這個角度看
浦東陸家咀

秦皇島路渡口段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秦皇島路渡口段 2009

秦皇島路渡口



2017

活化改造後
的舊廠房

秦皇島路渡口 秦皇島路渡口

2005年所見的江濱

秦皇島路渡口



2005

2018
秦皇島路渡口

未活化翻修前的倉庫及其鄰近的土地應用環境

未活化翻修前的倉庫



未活化翻修前的倉庫

未活化翻修前的倉庫

活化翻修後成為一個
醫療集團的設施及工作室

活化翻修後成為一個
醫療集團的設施及工作室



未活化翻修前的另一組
工作室及倉庫

樓房經活化翻修後成為
一個綜合性的辦公樓



2018所見的江濱

2005

2018

秦皇島路渡口

上海造船廠(旱塢)段



上海造船廠的
兩組旱塢

(已於2013停運)

仍在運作中的上海造船廠旱塢

仍在運作中的上海造船廠旱塢(2004) 仍在運作中的上海造船廠旱塢(2004)



仍在運作中的上海造船廠旱塢(2004) 仍在運作中的上海造船廠旱塢

一段堤岸仍保留著先前
上海造船廠的兩組旱塢

(2018)
旱塢閘前改裝而成
的行人堤道



2018所見的旱塢

自來水廠段

楊樹浦水廠始建於公元1881年，1883年
落成，當時水廠隸屬於上海市自來水市
北有限公司。它位於上海市楊浦大橋浦
西段西側，占地面積12.9萬平方米，是
全國供水行業建廠最早，生產能力最大
的地面水廠之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6%A0
%91%E6%B5%A6%E6%B0%B4%E5%8E%82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自來水廠段





水廠旁的江濱公眾步道

從江濱步道所見水廠旁仍在運作的出水管道



東方漁人碼頭段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东方渔人码头段

2000



2008 2018

東方漁人碼頭

東方漁人碼頭

2012從商業中心下望之江濱土地



2017從衛星圖所見的
江濱土地及綠化公園

東方漁人碼頭旁的
江濱綠化公園

東方漁人碼頭旁的江濱綠化公園

東方漁人碼頭旁的江濱綠化公園



2012年仍在施工中的部分商業中心的設施

東方漁人碼頭前的江濱步道

楊浦大橋前段

黃浦江濱江公園公共空間 ‐楊浦大橋段





綜觀濱江公園公共空間具
代表性的各段行人堤岸帶







強調歷史片斷的標記



多處公眾的
休歇服務站



在堤岸多處所見
的防水閘門

江濱公共空間的人文風情



江濱公共空間的人文風情

此輯佈道再次暫別了，但王老師
還會再為黃浦江濱江發展作接續
的跟進。畢竟對上海的發展和改
變已有20多年的見証，他的時間

還多著呢。

暫時說聲再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