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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例言

〈一〉本词典均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领导编寨

的我国第一部夫型地名词典。宅驭 1978 年开始进行的我国第一友地

名普查成果为基础，并吸取了有关学科的研究成就，由地理学、历史学.

语言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驭及地名工作者共同努力编篡而

成。

(二)本词典共收录我国地名约 10 万个，在此基础上为求反映出

我国和我国各省、白治区、宦辖市地名结构及分布的概貌和特征，以冀

成为我圈各项建设事业和人员生活中的一部常备工具书。

(三)本词典收录的地名，陕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驭后而合乎本词典收录范围的。

(四)本词典收录地名的范围均1.国名(中华人反共和国)， 2. 

县驭土政区名、县职下镇名和重要居足点名， 3. 白然地名， 4.水利和

电力设施名， 5. 交通名， 6. 纪念地名， 7. 名胜古迹名， 8. 地域名， 9. 

简名， 10. 旧名。此外，重要城市市区的地名有必要的选配，具有地名

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也有择录。一地多名的，或其雅名、俗名等 i民生地

名，儿较重要而习用者都列参见。总计，本词典将收录我国政区、居民

点名约 7 万个，白然地名约1.5 万个，其他地名约 1 5 万个。

(五)本词典呆收地名为求规范化，包括地名的规范的汉字书写形

式，规范的罗马字母拼写。某些地名专用字、生僻字、方言用字有必要

的注音和释义。兄弟民族语地告，则提供规范的汉字转写和读音。本

词典井注意反映地名考证成果。除其由来、含义已表露在外(如一般娃

~地名)或迄无足够资抖者外，都尽力考究其地名语源，给予一定诠释。

(大)每个地名词目的释丈，按照其类别、性质选取适当的白然和

人丈材料来编写，为求基本信息的完备和准确。与地名有关的人和事.

凡为表征该地名特性所需者，也有适当点明。

(七〉本词典先按省、台治区，遭辖市分卷出版，并出版"总巷P收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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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的和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地名。各朵卷曲齐后即行合编出版。

(八)各分卷按分类和分区相结合的原则编拚，各卷卷求附音Jf索

引和笔画索刑。

《中华人只共和国地名词典》总编篡委员会



本卷说明

〈→〉本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托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高

等教育局、出版局和上海市地名办公室组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

词典》上海市编篡委员会负责编篡。在华东师范大学设蝙辑组，成员有

王先铸(主编助理〉、施光宇‘陈亦明、洪建新、周建强.段绍伯、郑祖安、

李新民、方如康、李爱初、刁一云。附图由上海市测绘院马绪根、韦国良、

徐伟立绘制。照片由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伟海等摄制。在本卷编寨

过程中，上海市各委、办、局及各区、县人民政府曾给予大力支持，提供

了有关资料，谨此致谢。

(二)本卷共收录地名(包括参见地名)230S 条。计:1.市名 1 条。

2. 区基地名(含城市地片、道路、居民点以及企事业单位) 1632 条。

3. 自然地名(含三角洲、平原‘山，河流，湖泊，海.湾、岛、抄嘴、抄洲)233

条。 4. 水利和电力设施(含水利枢纽、污水管道，海塘、江堤，水闸，电

厂)43 条。 5. 交通(含铁路，公路，航道、锚地，轮渡线，海上航线，桥梁、

攘口、船闸，车站、机场，港口、客货运站.装卸公司) 243 条。 6. 纪念地

40条。 7. 名胜古迹(含名胜、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78 条。 8. 地域

名9条。 9. 简名 3 条。 10. 旧名 26 条。

(三)本卷区、县以上行政区划、面积资料截至 1986 年底。

(四)本卷市、区、县、建制镇人口数为 1986 年底资料。其他居民

点人口为 1985 年底的近似值。

(五)本卷地名的位置指示:1.市中心区指除吴船、闵行两区外的

10 个市区;2. 注明距市区公里数的，其"市区P 为习惯所指的市中心

(人民广场): 3. 注明距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公里数的，为与该镇街区几

何中心间的直线距离。

(-;，，)本卷采用上海地方吴搬离程，较黄海高程系统高1. 64 米。

(七)市、区.县历史沿革主要围绕地名的起源和愤变，简要追述

以往政区的设庭.忻井、属辖以及境界较大的变动(市境变动超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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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县境变动超过一个乡、镇λ

(;\.)建制镇主要介绍镇中心区。

(九)集镇和居民点的公路交通，除己写明该公路起迄点的外，凡

只写明为某公路沿线的，系指本卷交通类已收该公路条。

(十〉各类词条的排列:区、县地名以行政区域为单元，自然地名以

各该自然地理系统为单元，水利电力设施和交通名以所属类型为单元，

纪念地、名胜古迹名主要以所属区、甚为单元，旧名以政区级别和时间

先后为序。参见地名词杂的排列:1.镇以上政区名和自然地名的又

名、别名、雅名、俗名等，参见地名条接排在主地名词条后; 2. 重要自然

地名兼为名膛的，两类均列词条，其中一类所列为参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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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30b刀'~31。27'，东经 1200 52'

~121 045'。中央直辖市。"上海"一名

始见于《宋会要辑稿》中的"上海务飞北

宋初年，此务设于今南市旧城区，以滨上

海浦而名。隋、唐以前松庄下游近海段

问道称护渎，故简称护。市境西部战国

时曾为楚春申君黄歇封地，故又简称

申。

地处我国东部主江二盘塑东缘，

扼长江入海咽喉，当全国海岸中部。东

临东海，南濒杭州湾，西接江苏省苏州市

和浙江省嘉兴市，北以长江北议道界江

苏省堕垂直。结重塑、堕主、主壁、整主、
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吴

淤、闵行 12 区和上海、嘉定、宝山、 )11沙、

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 10

县。全市面积 6 ， 340.5 平方公里，其中

市区 375.44 平方公里，郊县 5 ， 965.06

平方公里(包括水面121.85平方公里h
人口 1 ， 216.69 万，其中市区 698.3 万，

郊县 518.39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 1 ， 918

人。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面

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

早在中生代白圭纪，岩浆活动较剧，

岩浆沿北东→南西向和北西一南东向的

地完裂隙喷溢，前者形成松江县西北'001
北竿、凤凰、余、辰、天马诸山，后者形成

金山县秦望、查、大金、小金诸[IJ。第三纪

海陆曾缓慢变迁多次。更新世大理冰期

后，海面大幅度上升，整个上海地区遭到

海浸，上述诸山成为海中孤岛。至全新

世早期，长注和钱饼庄泥沙将今太湖地

区围成大海湾。距今7 ，∞0 年前后，长

江南岸沙嘴和钱塘江北岸沙嘴逐渐连

接，将海湾国成大泻湖，形成古太棚。沙

嘴外侧滩地的泥沙和贝壳碎屑长期因海

潮冲刷、回淤而堆积，形成今日自江苏省

常熟、太仓经本市嘉定、上海至奉贤、金

山河县间海滨 3~5 条贝壳砂带，称冈

身，为 5 ，∞o ~ 6，∞0 年前的古海岸线。

冈身以西地区，因古太湖泥沙淤积，成陆

较早，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此后

冈身以东的滩涂也逐渐淤积成陆。长江

口一带逐渐形成许多沙酬，诸沙洲几经

变迁，形成今日崇明、~兴‘横沙i者岛。

与成陆先后相一玫，上海市辖境由

西而东逐渐有建立政区。市境西部商周

属吴东境，春秋时吴君寿梦曾建华亭，

为停留宿会之所。秦以今市境西南部置

海盐县(西汉末陷为拓湖，县治南迂今浙

江省境) ，属会稽部，为上海地区建县之

始。今市境西及西北部分属类县、由拳

县。南朝梁、陈肘，分置昆山、前京、膏浦

(后两县旋废〉等县。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昆山县治迂今江苏省境后分昆

山南境、海盐北境及嘉兴等县东北境置

华亭县，治今松庄镇。为本市历史最久

的属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置华

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治今松江镇，

隶江浙行省，为市境置府级政区之始，结

吴自去江以南地区(吴淤江以北隶平江路、

扬州路)。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 ，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海市

华亭县东部置上海县。明代仍以吴淤江

为界，司法南、淤北诸县分隶松江府、苏州

府、太仓州。清初增置类(1912 年废)、

宝山、南汇、奉贤、金山等县。乾隆六年

(1 741 年)置苏松太道，习称上海道，治

上海县城，辖松江、苏州两府和太仓州。

因监视年曾-度隶主主主旦主垣宜。
1912 年后，废府、州、厅制，升川沙厅为

县，废类县人华亭， 1914 年改名松江县，

至此今市属基金部建成，各县均隶江苏

省。1914年以今市境及江苏省太仓、海门

置护海道，治上海县城。 1927 年废道制，

并析上海县北部、宝山县西南部等地置

主堕重(次年改称丰蛊挂到直， 1归0年复

称上海市)，实行市、县分治，市直隶国

民政府行政院，县属江苏省。 1934 年，崇

明基隶南通行政督察区，其余九县属松

江行政督察区。 1949 年后，崇明县隶苏

韭主量直直通堂里，其余九县属茎直主
暑区松江专区。 1952 年重建江苏省时，

今市属各县复隶江苏省，至 1958 年划归

本市。浦东地区 1958 年曾一度置浦东县

(1961 年废) ，现隶浙江省的睐捆列岛，

1961-1962 年也曾一度为本市所辖。

上海市区的发展历史也很悠久。今

堕直l日城区，远在暨屋时期即成渔村。韭

窒Ht已成较大聚落，设布以征收酒税为

主的上海务。此后因吴淤江中游逐渐淤

浅，海舶难以驶进青龙镇，多由江口折入

--E海稽，停泊于今南市区十六铺-带，使

商务日趋繁荣。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

置主查理，原设置主壁市舶分司亦移驻
于此。于是市况日盛，人口骤增。元代初

期y先在此设市舶司，管理市舶税务，兼

理镇监，旋于至1主二十九年(1292年)置

上海县。明嘉培三十二年(1553 年) ，为

御寇，精今中华路与人民路筑城(1914年

2 
' 

拆除) ，此后已成为相当繁庶的县城。上

海的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清道

光二十三年 (1843年)据《南京条约F开

为商埠，二十五年英国领事强辟洋泾泯

(今延安东路)北侧为"英租界飞二十

八年美国强辟虹口一带为"美租界飞次

年法国强辟县城北侧为"站租界飞同治

二年 (1863 年) ，英、美两"租界"合

并为"公共租界"。此后又不断强行扩

大"租界"范围t "公共租界"东扩至

周家嘴，南扩至延安中路，西扩至静安

主，北扩至天目东路，"法租界"南扩至壁

嘉f兵，西扩至徐家汇。两租界当局还强

行在界外筑路，使越界筑路地区的主权

旁落于外人之手。直至 1945 年抗日战

争胜利，根据 1943 年生差、史墓在童医

签订的协定以及法国政府的表示，两但

界才正式收回。 1949年建成区面识86平

方公里，以后不断扩大。 至 1986 年逃

375.44平方公里，并扩建了嘉定、松江、

金山卫、闵行等卫星城镇。上海市已成

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卫星城模为辅

翼的群体组合城市。

地形平坦，平均高程约 4米(据

吴淤零点，下同)，仅松江县西北边境和

金山县南部散布有 10 多个由岩浆岩形

成的高数十米的残丘。但各地高程仍略

有差异，东、南部稍高，西部较低，形成碟

状地形。据此可将全市地形分为四部分:

一、西部湖荡群布地区为淀柳低地，高程

约 3 米，有大小湖泊 30 多个，以淀山湖

最大p 二、淀柳低地东侧黄浦江中、下游

和呈蛊旦中、下游，地势略高，形成主堕
碟缘高地，高程约 4~5 米，三、长江口

南侧和杭州湾北侧的沿海地带为上海滨

海平原，高程 3.5~4.5 米 s 四、崇明、长

25、盘盘诸岛为江口沙洲，高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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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平原土港汉纵横交错，问网密布， I 件。

问道总长达 4 万公里以上，平均每平方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兴起也较

早。自元末传入纺纱技术后，手工棉纺

织业明代即己兴起，清代更加繁盛，纺纱

织布为松江、上海、嘉定等县农家主要副

公里有河道 6~7 公里，水网密度之高为

全国各省市之冠3黄浦江长 113 .4公里，

宽 3∞~770 米，为上海市第→大坷，纳

吴商会江、蕴藻换等数十条支流后于吴淤

口注长江，是长江最后一条大支流。

位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

温湿，四季分明。冬、夏两季较长，春、

秋两季稍短。困受海洋的影响，气温

年较量与日较差都不大。年平均气温

15.7 oC , 1 月平均气温 3.5 0C ， 7 月平

均气温 27.8 0C，无霜期 223~235 日，作

物生长期长达 300 日左右。年降水量

1 ， 124毫米， 60%集中在 5~9 月，雨热

同季，有利作物生长。初夏有梅雨， 7 、

8 月间，因雨区北移，常有伏旱。夏秋之

际，又时受台风侵袭。

由于地势低平，雨水多，地下水位

高，种植水稻等作物己有 2 ，∞0 多年历

史。所以，除滨海地带多盐土外，水稻土

为主要土类。淀柳低地多糖育型水稻土

和脱潜型水稻土，上海碟缘高地多游育

型水稻土和渗育型水稻土，崇明、长兴、

横沙三岛多灰潮土和渗育型水稻土。自

然植被属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

但己为农业植被所替代。

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农机、

排灌设施条件好，农业精耕细作，生产

水平较高。水稻、三麦、棉花、泊菜分

布很广。近郊以蔬菜为主。西部松金青

低洼地为主要商品粮基地。东部)11、南、

整多旱地，是全市棉花种植基地。北部崇

明岛多种植水稻、玉米和棉花。沿江地带

产水蜜桃和无核柑桔等果品甚著。莲迦

湖区为著名的淡水鱼养殖区，它和广阔

的沿海大陆架为立展渔业提供了良好条

业。所产"松江布"、"七宝布"、"金择布"

驰名国内，北自秦、晋 J 南极闽、粤，商贾

云集争购，一时有"衣被天下"之称。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经济陷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境地。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

运动"后，国人方开始兴办近代企业，清

同治四年(1865 年)兴办的江南制造局，

为上海近代工业的滥惕。此后，民族资本

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兴起，但直至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夕，私人经营的中小型企业

仅百余家，主要是纺织、食品、化工等业，

且设备落后，原料多赖进口。第→次世

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争斗，民族资本企

业有所发展，其中纺织、镇丝、卷烟等业

发展尤为迅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企业又

受挫折。其后再遭日本侵华战争摧残，

民族资本企业纷纷倒闭或陷于半破产状

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资本与国

民党官僚资本的压制下，民族资本企业

仍不能获得充分发展。截至 1949 年，轻

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88.2% ，重

工业比重很小，机械工业仅以修配为主。

1949 年后，原有工业不断改造和发展，

并陆续兴建了许多新的企业，如电子、飞

机制造、炼油、有机化工、化纤纺织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从

以轻、纺工业为主，发展成重、轻、纺

工业并重，重工业的比重已占主要地

位。全市拥有电力、钢铁、机械、造船、

电子、仪表、化工、食品、纺织、印刷等

部门，能自行试计、独立制造商敏、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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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产品，如电子计算机、精密机床、微

电子仪表以及新型金属材料、高分子合

成材料等。工业产值居全国各大城市首

位，是全国最大的、工业门类齐全的综合

性工业基地。旧上海的工业主要集中在

市区的赞堕、普陀两区，分布凌乱，多

与居住区犬牙交错。 1949 年后，有计划

地改造、调整了市区原有工业布局，并

新建了近郊的长风、挑浦、清河泾、长

桥、五角场、高桥、吴割去和远郊的闵行、

吴泾、松江、嘉定、安亭、金山等不同

性质的工业区。南端的上海石油化工总

厂和北部的宝山钢铁厂，规模尤为宏

伟。近年来，市区街道工业和郊县乡

镇、农场工业发展很快。全市大中小企

业有机结合，相互补充，使上海工业具

有适应性强和灵活多样的特点。闵行、

糟河泾已辟为技术开发区，引进资金、

技术、设备，将促进上海高、尖、精、

新工业的进→步发展，推进上海工业的

技术改造。

上堕是全国的交通重要枢纽。京

沪、沪杭两铁路与全国铁路网相连，列

卒可直达拉室、堕盐1壁、主章主主、璋遛、
墨些、亡费、堕口等地。水运四迪八达，
内问航线通往长江流域各省，沿海航线

直达北方和南方各大海港，远洋航线通

运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个港

口。航空线路可通往国内各大城市和日

奎、堕豆、壁、主、生韭诸国。公路网稠
密，陆上各县间均有数条公路相通，并有

沪宜、青平、护杭等公路通往江苏、浙江。

市区马路纵横如织。交通干道中，以中

山命名的马路环绕四周『北京东、西路，

南京东、西路，延安东、中、西路，淮海中、

西路等横穿东西 p 四川北、中路，河南北、

中 B南路，西藏拉、中、南路，石门→、二

4 

路，瑞金一、三路等纵贯南北。通往外省

的铁路、公路起点站以及航运码头、飞机

场，也都设在市区。市区和郊县不仅有

稠密的内河航运网和公路网连接，而且

新建和扩建直通闵行、彭浦、吴淤、金山

卫等工业区的铁路支结s 黄浦江大桥和

浦江隧道的兴建，更密切了黄浦江两岸

的联系。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国内贸易和国际

贸易中心，港口年吞吐量达亿吨以土，

占全国港口总吞吐量五分之二e 调往国

内各省、市的工业产品占全国总调拨量

40%。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国六分之一以

上。全市商业零售网点，多达 7 万个，居

全国各大城市首位。除原有眼京东路、

淮海中路和四川北路三大商业中心外，

新设网点遍布新建的新村，并恢复金陇

东路为商业衔，福州路为文教科技图书

仪器贸易衔，北京东路为五金交屯和生

产资料贸易街。

上海也是全国科学、技术、教育、

文化、卫生的重要基地之→。全市有

高等学校 50 多所，中央各部门直属和

市属的科研机构百余所，市图书馆、博

物馆及体育馆、展览馆等规模均很宏

大。

上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明

代，上海人民英勇抗击倭寇侵略。 1842

年，在陈化成领导下抗击入侵英军。 1853

年，爆发小刀会起义:1911 年，组织光
复军响应武昌起义。 1919 年"五·四"运

动时，广大产业工人举行影响全国的政

治大罢工，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市区诞

生后，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将革

命浪潮推向前进。 1925 年的"五. ;11/-" 

运动， 20 多万工人举行震撼中外的大-望

工，抗议旦、基帝国主义在金屠杀史BZ



人。第→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大工

人曾三次武装起义。 1932 年，织极支援

十九路军抗击入侵日军。抗日战争胜利

后，反对内战、争取进步的斗争浪潮，亘

是波澜壮阔。这一系列光荣的斗争历史，

在市内留下很多令人景仰的纪念地，如

中共一大会址、中山故居、周公馆、鲁迅

墓、宋庆龄陵园等。上海也是全国著各的

E J 杂草

5 上海市

游览城市。全市有许多著名的古迹和园

林，如松江的石经幢和方塔，青捕的青

龙塔，市区的龙华寺、玉佛寺和豫园等。

青浦的淀山湖，正建为具有多种特色的

游览区。

因河道成网，居民点和企业单位众

多，交通缉密集，故地名种类甚多。据

1981 年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有地名 8 万

⑥^~公园
人民r.-场'

⑥.上海电视任
@UI蜒E申心

ii(3.静圭希尔顿饭店、上海事'ïi，静童宾馆
川FJOj⑥甥江饭店、笛;1卦槽

刊-‘⑨中国社会主X青年团中央机关!日址
IU .上海中山故居
⑩中国共产茸第-次全国伏模大盘盘比

fiM 雁荡大厦·

占海街区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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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政区、居民点地名 7.3 万，约占

92% ，路名 2 ， 000 多，其它各类地名共约

6 ，α泊。最早的地名，见于公元前 6 世

纪的望查。自秦代在市境始置县以后，

地名逐渐增多。河流除少数称江、向外，

大多以浦(多属南北向)、塘(多属东西

向λ港、误、沥、泾命名，如赵屯浦、盐铁

糖、拦路港、姚家族、横沥、圆泄泾等。郊

县居民点多以所在地的河、湖、桥梁命

名，充分反映水乡地名的特点，如松江、

青捕、朱泾、三林塘、高桥。也有不少以

名人、望族或始建居民点人的姓氏命名，

如周浦、马陆、钱好、朱行。沿海地带，或

以昔日制盐的团、灶命名，如大团、六灶

等，或以地处海塘通往内地的交通路口

命名，如黄路、顾路等，或以昔日防倭据

点命名，如金山卫、戚家墩。此外，郊县

还有少数以残留的古吴越语"库"命名的

聚落.如叶库等。市区居民区原多以

"里宁、"弄"、"坊"命名，如忻康里、蕃瓜

弄、淮海坊等1后多以"材"、"国"命名，如

主暨疆货、差噩匾。1949年后新建的居民

点，多以"新衬"命名，如曹杨新衬、田林

新材。市区地片，多以历史陈迹命名，如

徐塞豆、生组壁、堕窒壁。市区道路的命
名，则变迁多次。 l日城区道睡，早期多以

"巷"命名，如新街巷、杨家巷等。开埠之

后，方逐渐改称"路飞在l日"公共租界"

里，很多道路以些堕省、市名命名，初期

经向路多以省名命各，如四川路、问南

6 

• 

• -
路;结向路多以市名命名，如北京路、南

京路。"租界"扩大后打乱了这种命名规

律，如成都路为南北向，新疆路为东西

向 p 而且有些马路以外国人名、地名命

名，如赫德路、爱多亚路等。~阳"法租界"

马路大部以法国人名命名，如霞飞路、金

神父路。"租界"收回后，这些马路才更

以中国名称。 20世纪 30 年代初，曾在江

些建"市中心区飞分别用"国"、"民"、

"政"、"府"四字作为区内马路首字，如国

权路、民权路、政修路、府前右街等。

1949 年后，市区外国新建的马路，基本

上以我国县市的名称命名，并按这些马

路在市区所处的部位，采择在我国版图

上大体对应部位的县、市名为名。地处

市区东部的马路，多以山东省县、市名命

名;地处市区东北部的马路，多以东北三

省的县、市名命名g 地处市区北部的马

路，多以华北地区的县、市名命名;地处

市区西北部的马路，多以陕西、甘肃的

县、市名命名$地处市区西部的马路，多

以四川省的地名命名 p 地处市区西南部

的马路，多以云南、贵州、广西的地名命

名。

随着改革和开放方针的实施，上海

将进一步建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

化发达、布局合理、交通便捷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发挥全国最大经济、贸易、

金融等中心的作用.
.‘ 



7 黄浦区

区县地名

黄浦区

黄浦区 [Huángpu Q盯上海市辖区。

在上海市区东部，跨黄浦江东、西两岸，

东接川沙县。面积 20 .46 平方公里，人

口 65.2 万。辖 11 街道办事处和些主壁。

浦西部分原为l日上海县城北郊。 1845

年今北京东路以南、延安东路以北、河南

中路以东、外滩以西被占为"英租界";

1848 年今人民路北至延安东路间被占

为"法租界" 0 1945 年收回"租界"，以今

黄浦江西、山西南路东、吴淤江南、人民

路北地区设黄浦区，因黄浦江得名。

1956 年原老i闸区并入; 1960 年划入原

新成区东部、邑庙区北部地; 1961 年划

市区几何中心，是全市最大的集会场所。

全市三分之一公交路线经此。延安东

路外滩有轮渡通往浦东，为全市最大的

公交客流集散地。在建的延安东路越江

隧道，对沟通黄浦江两岸及开发浦东有

重大作用。浦东一带己兴建螃山、李L山、

梅园、橡坊等新材，有造船、毛纺等厂，东

昌路附近有较多商业网点。纪念地有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日址、任粥

肘同志旧居及田中央机关旧址、《中国青

年》编辑部旧址和中共中央政抬局机关

!日址等。黄浦、人民、浦东等公园为区内

著名游葱地。

入原浦东县三个街道办事处; 1984 年又| 外津 [Wàitõn] 在黄浦区中部。泛

划入川沙县洋泾镇及洋泾、严桥两乡~t I 指外臼渡桥至金陇东路的黄浦江西侧沿

境，成今界。当上海市水陆交通要冲，黄. I 岸地带。 1840 年前是黄浦江西岸滩地，

浦江及吴揭去江在区北境交汇。原为帝圈|开埠后成为帝国主义侵沪的重要据点。

主义对主侵略的重要据点。 1949 年后 I 1949 年后所建防洪墙蜿蜒江边，墙内有

经过改造，已成为上海市政治、商业、外 i 宽阔的绿化带。市区东部干道中山东

贸、金融及文化中心。些费一带高楼林|路、中山东二路南北纵贯，路面宽阔，人

立，黄浦江上巨轮如梭，向为上海市市容|行道部分铺设花砖:南京东路口设喷水

重要标志。市级机关大部分设此，银行、|装置。路西西式高层建筑组成壮观的弧

保险公司t 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海关、|形建筑群，主要市政和海事、金融、外贸
市外贸机构集中外滩一带。南京东路、|等机关设施djoik与黄浦公圃相连，北端

南京西路、北京东路、福州路、金陵东路|建有北京东路游览码头:中段有友谊码

和西藏中路等著名商业大衔，纵横交织|头 f南段设延安东路轮渡站，并正修建越

成全市最主要的商业区。人民广场约当|江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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