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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Shanghai New Towns' Transportation Optimization Based on 
Positioning of Comprehensive Node City

基于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的上海新城交通优化思考

朱  洪   吉婉欣   朱俊宇    ZHU Hong, JI Wanxin, ZHU Junyu

新城是上海寻求新增长极的重要战略空间，为了发挥交通的引领、支撑作用，结合上海市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数据，

分析现状新城城市功能、职住平衡、交通设施、居民出行的特征。未来在新城建设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定位要求下，

分析新城门户枢纽、节点城市，综合性、独立城市，绿色智慧、活力城市等定位下的交通需求发展趋势特征，以及对交通

设施配置、交通体系构建、交通运输结构完善、交通服务供给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交通系统优化策略。

The new towns are important strategy spaces for Shanghai to seek new growth poles. In order to make the full supporting role 

of transport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new towns' urban function, home-work relationship, transport facilities, and resident 

trip features based on Shanghai Sixth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urvey. Shanghai new towns' position in the future is 

the comprehensive node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future traffic deman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portal 

hub, comprehensive node city, green wisdom, and lively city.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requests o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configuration, traff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 supply.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correspond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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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城建设是超特大城市完善城市职能、优

化城镇空间结构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手段[1]，上海在历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一直在

寻求通过新城建设培育功能完善、独立的新城

市中心，不同阶段新城的内涵、交通系统构建、

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尽相同，新城建设成效离

规划预期均有一定差距。在上海面向2035年建

设卓越全球城市的过程中，提出“十四五”期

间加快构建“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新城作为重要的城

镇空间节点，定位为建设综合性、节点型城市[2]。

但从实际发展来看，新城离功能完善的综合城

市仍有较大差距，整体实力也与上海周边的昆

山、太仓等城市差距较大。其中，交通是诸多制

约新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城交通配置水

平、交通服务质量与中心城相比差距较大，新

城交通系统的完善任重而道远。

本文使用上海市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

数据，分析评估新城现状交通体系构建、交通

设施配置、交通结构特点、职住关系、居民出行

特征等现状情况。结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 《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导

则》 《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基于新城门户枢纽、节

点城市，综合性、独立城市，绿色智慧、活力城

市等定位，以松江新城、奉贤新城2个不同类型

的典型新城为案例预判未来交通需求特征。分

析新城发展对交通设施配置、交通体系构建、

交通运输结构完善、交通服务供给的要求，提

出增强新城枢纽节点的枢纽地位、支撑新城快

速连接市域交通网络、加快构建相对独立完善

的新城综合交通体系、形成以人为本的新城交

通设施服务体系4方面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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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城现状发展情况

1.1   新城总体发展情况

五个新城的居住、工作、游憩、交通等城市

基本服务功能已建立，形成以居住、工业、公共

服务配套为主的用地开发形态。2000—2010

年是新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规模由106万人

增长至207万人；2010—2020年新城人口规模

增长放缓，10年间五个新城人口规模总计仅增

长50万人（见图1-图2）。其中，松江新城现状常

住人口规模为80万人、嘉定新城常住人口规模

为67万人，其余3个新城常住人口规模在40万

人以下。新城人口比例以外来人口为主，嘉定新

城、松江新城外来常住人口比例达到55%左右，

青浦新城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为46%（全市平均

为40%）。奉贤新城、南汇新城则以本市户籍人

口为主，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为30%—40%。奉贤

新城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地农村人口的

城市化，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低。与此同

时，新城城市用地开发相对粗放，青浦、松江、嘉

定新城已建设用地比例超过90%，南汇新城建

设相对较晚，尚未建设用地比例接近50%。

1.2   新城职住情况分析

居住和通勤关系是反映新城综合实力的重

要表征，上海新城建设一直强调自身产业功能与

居住功能的融合[3]。通过对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

（见图3）可得出，城市功能相对比较完善的松江

新城和产业能级较高的南汇新城居民职住关系

较为平衡，新城常住人口内部就业比例分别达到

75%和77%。距离中心城较近的嘉定新城，新城

常住人口在中心城就业的比例高达13%，是五个

新城中与中心城联系最紧密的新城，说明交通便

利性是一把双刃剑，新城低居住成本与中心城强

大的就业吸引力叠加影响会形成“卧城”发展

推力。奉贤新城常住人口在新城内部就业的比例

为65%，在本行政区新城以外地区的就业比例高

达22%，说明新城周边的产业园区形成了一定的

就业吸引力。由于距离中心城较远，奉贤新城常

住人口在中心城就业的比例仅为5%[4]。从五个新

城现状的职住关系可得出，职住平衡受到区位条

件、交通设施便利度、城市功能是否完善、产业能

级等多重因素影响。

1.3   新城交通基础设施情况

依托全市对外铁路、高快速路系统、国省干

道、轨道交通系统，新城对外骨干交通基础设施

已基本建成。目前各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各有1条

轨道交通线路延伸服务，为轨道交通9号线、11

号线、16号线、17号线、5号线，分别联系松

江新城、嘉定新城、南汇新城、青浦新城和奉贤

新城。位于沪宁、沪杭交通走廊的嘉定新城、松

江新城，在新城内部或周边建有铁路枢纽。嘉定

新城通有京沪高铁、沪宁城际安亭北站和沪苏

通铁路安亭西站，松江新城通有沪昆铁路松江

图1  上海市历史卫星影像图

Fig.1  Historical satellite image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map.google.com。

a 1984年 b 1990年 d 2010年c 2000年 e 2020年

图2  上海市2000年、2010年、2020年人口密度分布图

Fig.2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Shanghai in 2000, 2010 and 202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绘制。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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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沪昆高铁松江南站。轨道交通在支撑新城

发展、服务与中心城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由于多为城市轨道交通制式，站间距小、运

行速度慢，在服务新城与中心城快速联系方面仍

显不足。铁路则呈现“强通道、弱枢纽”的特征，

铁路列车经停班次少、日客流低。新城骨干路网

体系相对比较健全（见图4），对外联系形成了

“高快速路＋普通国省干道”的多通道布局。

新城路网规划实施度较低，已呈现局部拥堵

趋势。新城内部路网骨架基本建成，以服务新城到

发、集散的基础路网体系已经形成，现状新城道路

规划实施率仅达到60%，新城路网密度约为4 km/

km²，与规范相比偏低。骨干路网以高快速路、国

省干道为主，贯通新城的主次干道建设相对滞后。

支小道路相对发达，符合新城内部出行以慢行为

主的需求特征。新城局部区域早晚高峰已呈现拥

堵，晚高峰拥堵（运行车速15 km/h以下）里程比

例达到10%左右。进出中心城的交通由于入城通

道集中，主要依赖高快速路联系，存在节点不畅、

通道拥挤等问题，道路交通保障度不高。

新城地面公交设施良好，但客流规模水平

不高。提供托底保障服务的公交体系基本建立，

新城公交主要由市通郊公交、普通公交、社区接

驳公交组成，公交站点500 m服务范围人口覆盖

率达到90%左右。此外，松江新城、奉贤新城建设

了有轨电车、BRT等制式的高品质中运量公交，

对新城城市界面、公交服务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

义。但与中心城相比，客流规模强度相对较低。

新城交通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总体偏低。为

分析新城交通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情况，将所有

的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等线性交通设施导入，

通过线密度计算可看出新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与上海市其他地区的差异。与中心城相比，

除了南汇新城滴水湖核心区域、嘉定新城南部

区域，新城总体交通设施水平相对偏低，其中奉

贤新城、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尤为突出（见图5）。

1.4   新城居民出行特征

新城出行规模增幅不明显，交通活跃度

与发展成熟度正相关。新城交通出行需求包括

居民出行和非居民出行两部分（非居民出行

主要包括就业、商业吸引和流量流动人口产生

的出行）。与2014年相比，嘉定新城、松江新城

和南汇新城出行总量变化不大，青浦新城、奉

贤新城出行总量小幅增长。五个新城现状出行

总量合计约为700万人次/d，其中居民出行占

70%左右，吸引/流动人口产生的出行占30%

左右。五个新城出行总量占全市出行总量的比

例约为12%，占所在区出行总量比例约为45%

（南汇新城除外）。发展相对成熟的松江新城、

嘉定新城的常住人口出行强度最高，非居民产

生的出行比例也较高（见图6）。

新城居民出行呈现内部平衡、对外出行

以联系中心城为主的特征。各新城居民出行分

布特征相对比较一致，呈现内部及周边辐射为

主的特征，对外与中心城联系较强（见图7）。

新城交通出行集中在新城内部及所在行政区，

比例达到80%左右。对外联系以中心城方向为

主，比例在10%左右。新城目前对长三角周边

城市尚未形成较强的辐射作用，与长三角其他

城市交通需求联系较弱，仅为1%左右。新城内

部出行距离较短，在3 km左右，是慢行交通比

较适宜的出行距离尺度，与所在行政区其他城

镇出行的平均距离则在10 km左右。

新城在不同圈层、不同方向的出行中形成

差异化的方式结构。中心城方向形成以轨道交

通为主体的方式结构。距离中心城较近的嘉定

图3  松江新城和奉贤新城常住人口工作地分布图

Fig.3  Working place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Songjiang New Town and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区县报告绘制。

图4  新城对外骨架交通设施布局图

Fig.4  Layout of inter-city traffic facilities of the new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上海交通设施线密度分析图

Fig.5  Shanghai traffic facility density analysis char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新城现状居民出行总体情况图

Fig.6  Overall situation of residents' travel in the new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松江新城 b 奉贤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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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青浦新城和松江新城，轨道交通分担比例

达到50%左右；而对于较远的南汇新城、奉贤新

城，城市轨道交通优势降低，与中心城联系更加

依赖小客车，小客车分担率是轨道交通的1.3倍

左右。这说明目前的城市轨道交通制式与城市空

间结构存在一定的脱节，缺乏为远距离服务的快

速轨道交通体系。对于新城内部出行，平均出行

距离较短，出行方式结构以慢行为主。需要注意

的是，新城机动车、助动车等个体化交通分担比

例呈现上升趋势，小客车保有量达到300台/万人

左右，机动化水平远高于中心城（见图8）。

新城小客车保有水平增长快速。近5年来，

新城机动化呈现持续发展趋势，现状小客车千

人保有水平较2014年增长1倍左右。嘉定区和

松江区小汽车千人保有量达到280辆/千人左

右，远超中心城150辆/千人的水平。

2   新城未来发展趋势预判

2.1   新城发展趋势与要求

从全球城市的发展历程分析，城市发展的

规律核心是从集聚走向分散，在广泛区域形成

多核多心的城市格局。多核即在郊区形成具有

地区的社会经济独立性的，分担中心城市某些

重要功能、辐射周边城市、具备一定公共服务设

施的核心城市[5]。上海的新城经过20余年的建

设，已具备一定的城市服务功能，未来将围绕城

市规模扩大、能级提升、品质增强进一步发展，

门户枢纽、节点城市，综合性、独立城市，绿色智

慧、活力城市等是描述新城发展愿景的关键词。

（1）门户枢纽、节点城市强调新城的对外

辐射功能，辐射能力取决于综合实力、产业能级、

区位条件和交通配套等多方面因素。从交通的角

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内外交通联系便捷，能在一

定圈层范围形成较强的服务能力：一是融入长三

角区域交通网络，拥有区域节点枢纽或者与高能

级枢纽交通联系便捷；二是拥有与城市区位、空

间结构相匹配的市域交通网络，能够快速联系中

央活动区、自贸区、重点经济开发区等市域重点

功能区；三是内外交通转换方便，不同层级交通

转换便捷、高效。新城需要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

源禀赋，做强锚固多层次交通网络的门户枢纽，

或者建立与周边枢纽的快速联系网络。

（2）综合性、独立城市构建重点强调新城

的自我服务能力。对于交通而言，一是综合交通

体系的构建应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独立性，而现状

新城交通体系更多依托中心城配套和市域骨架

交通设施配套。新城交通体系构建应考虑自身特

点，结合市域骨架交通设施，按照独立城市的要

求，构建相对独立、完善的综合交通系统，与市级

骨架交通设施形成一定的错位分工。二是交通设

施配置标准应符合百万城市规模的要求，路网密

度、公交线网密度、公交站点500 m服务范围覆盖

率、慢行设施覆盖率应达到百万城市能级要求。

（3）绿色智慧、活力城市符合新型城市的构

建要求，倡导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鼓励新科技、

新技术的孵化与应用，提供有利于人与人交往的

空间。对于交通而言，一是引导形成以慢行、公共

交通等为主的集约化、低碳化交通方式结构，新城

内部短距离出行鼓励以慢行、公交为主的交通方

式，新城与中心城等长距离、高强度出行应持续提

升轨道交通等集约化方式的分担率，新城与所在

区其他城镇联系形成多样化公交为主的方式结

构。二是因地制宜，与产业结合，鼓励自动驾驶、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出行、响应式公

交等新型交通方式在新城的应用。三是构建利

于人们交往的空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生活

方式的改变，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趋向于在短

距离出行范围内解决工作、生活和娱乐需求[6]5，围

绕15分钟生活圈交通体系的构建是支撑活力城

市建设的重点，符合离散交通需求特点的慢行交

通、响应式服务供给是构建重点。

2.2   新城交通发展趋势预判

交通需求大幅增长要求增强交通基础设施

配置。吸引人口导入是新城发展的第一步，根据

各新城城市总体设计，2035年五个新城人口规

模较现状增长1倍以上，人口、产业的导入所诱

发的交通产生吸引量增加，预判未来五个新城

交通需求将较现状增长1.5倍。以松江新城、奉贤

新城为例，预判未来其各自的交通出行将分别

增加44%、160%（见表1）。交通需求的增长要

求进一步提高道路、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基础

设施的配置水平，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承载力。

中心城仍然是新城对外出行的主要方向，

长三角方向是重要增长点。随着新城深度融入

上海全球城市产业分工体系，新城与中心城、重

要功能区的交通联系将显著增加。以松江新城、

奉贤新城为例，预判2035年中心城方向的交通

出行将分别达到70万人次/d、45万人次/d，较现

状增长1倍以上，新城与中心城联系的对外通道

优化是未来新城交通体系完善的重点（见图9）。

此外，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新城

与上海都市圈、毗邻地区的交通需求进一步增

加，预判将达到新城出行总量的5%左右。

新城内部、周边城镇将形成紧密交通圈，要

图7  新城居民出行分布图

Fig.7  Travel distribution map of new town residents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表1  新城未来人口与交通需求情况

Tab.1  Future population and traffic demand of the new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新城的总体城市设计成果绘制。

新城 七普人口数 /
万人

规划人口 /
万人 人口增幅 /% 现状出行总量 /

（万人次 /d）
未来出行总量
/（万人次 /d）

出行总量
增幅 /%

嘉定新城 67 116 73 174 — —
青浦新城 39 80 104 122 — —
松江新城 80 110 38 234 336 44
奉贤新城 40 85 116 100 260 160
南汇新城 34 147 329 67 — —

合计 260 538 107 6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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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强交通系统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新城城市

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城市独立性的进一步增强，

居民的就业、上学、娱乐等目的就地解决的比例

进一步提高，形成以新城内部、联系周边城镇的

紧密通勤圈。将呈现两大变化：一是短距离慢行

交通需求进一步增加，围绕“15分钟生活圈”的

慢行交通完善将是重点；二是新城内部主要功能

组团之间将形成主要客流走廊，公共交通需求增

加，是未来中运量公交服务的重点（见图10）。

3   新城交通优化思考

3.1   增强新城枢纽节点枢纽地位

增强新城在长三角、市域交通网络中的重

要节点作用是支撑新城发展的重要手段，各新

城应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做强锚固多

层次交通网络的门户枢纽或者建立与周边枢纽

的快速联系网络[7] （见图11）。松江新城位于沪

杭、沪苏湖对外走廊交汇处，沪杭客专、沪苏湖

铁路（在建）、沪昆铁路（改建）、规划沪杭城际

等多条国铁交汇于松江南枢纽站。嘉定新城位

于沪宁、沪通走廊交汇处，京沪高铁、沪宁城际、

沪苏通铁路等交汇于安亭枢纽站。松江南枢纽、

安亭枢纽具备节点枢纽的天然条件。首先，应着

力提升安亭枢纽、松江南枢纽等国铁枢纽在都

市圈中的区位优势，安亭枢纽定位为嘉昆太地

区中心枢纽，松江南枢纽定位为辐射G60走廊、

杭州湾的重要枢纽。其次，做强枢纽内外衔接转

换功能，在国铁枢纽中引入城际线和市域线提

升区域交通服务辐射功能，除了既有规划嘉青

松金线、东西联络线引入松江南枢纽，规划宝嘉

线引入安亭枢纽，还应积极争取新增规划快线

的引入，强化与新城内部市域铁路枢纽的联动

发展，构建快速畅达的内外路网体系和辐射新

城及城镇圈的公共交通联系，为争取增加国铁

到发班次培育客流。最后，应以最新“站城一

体”理念指导枢纽单体建筑设计，在立体空间

寻求土地的高效和多元化利用，进一步减少枢

纽对城市的分割。南汇新城、青浦新城和奉贤新

城位处上海主要陆路对外运输通道，应重点加

强与虹桥枢纽、浦东枢纽、上海南站枢纽等邻近

国际、国家级节点枢纽的快速交通联系。

3.2   支撑新城快速连接市域交通网络

新城发展需要依托中心城与其他高能级功

能区的辐射与带动，国际上新城发展比较成功

的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的经验表明，构建新

城与中心城快速轨道交通体系是支撑新城发展

的重要基础。新城与中心城交通出行需求大，出

行距离在30—60 km之间，构建快线既是支撑

新城出行需求的需要，也是优化市域多中心空

间结构的基础。《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年）》明确提出构建市域线、市区线、局域

线3个功能层次的轨道交通。其中，市域线通过

利用既有铁路和新建市域线的形式，服务新城

与中心城之间、新城与新城之间的长距离客流，

同时兼顾与近沪城市的联系需求。从目前市域

线网络规划来看，新增规划市域线以郊区切向

线为主[8]，与新城对外出行以中心城方向为主的

客流走向存在一定脱节。建议在全市轨道交通

网络统筹优化的基础上，抓紧谋划新城直连中

心城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依托市域轨道建设

提高与中心城的联系效率，与中心城保持资源

a 新城内部

a 松江新城

a 松江新城

b 新城与周边城镇

b 奉贤新城

b 奉贤新城

图8  新城不同方向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图

Fig.8  Structure diagram of traffic mod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the new towns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

图9  松江新城、奉贤新城未来对外出行分布图

Fig.9  Future travel distribution map of Songjiang New Town and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松江新城、奉贤新城内部出行期望线图

Fig.10  Travel expectation line map in Songjiang New Town and Fengxian New Tow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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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共享，形成互补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3.3   加快构建相对独立、完善的新城综合交

        通体系

按照独立城市交通体系构建要求，重点完

善新城路网、公交体系。一是构建符合新城实际

发展需要的骨干路网体系。建议利用新建高等

级公路、局部快速路等构建新城快速路系统，形

成新城的外围快速通道，实现过境流与到发流

的分离。完善新城主次干道规划布局，提升路网

连通度，平均路网密度应达到4 km/km²[9]。二是

形成多层次、差异化供给体系，着力提升公共交

通服务和品质，主要客流走廊强化骨干公交服

务，可采用有轨电车、公交专用道等独有路权形

式，提供高频次、高速度的公交服务，形成竞争

力强的出行方式。对于相对离散的交通需求，利

用智慧手段优化公交运营，支持MaaS等智慧出

行服务系统的应用发展“响应式公交”[10]。

3.4   形成以人为本的新城交通设施服务体系

围绕新城活力城市、生态城市建设要求和新

城自身特点，在交通设施配套、交通服务供给、交

通管理等方面鼓励使用绿色化、智慧化的手段。

一是打造“小尺度、高密度”的新城内部路网，

新城要改变现状以机动车交通为主导的空间发

展模式，加大路网密度、缩小道路间距，形成规模

适宜的街坊尺度。赋予道路除交通以外的生活、

休闲等功能，形成多样开放的街道界面，让街道

图11  新城铁路与轨道交通规划布局图

Fig.11  The railway and metro system's planning layout 
of the new tow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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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变得更富生活性和趣味性[6]5，促进更为活跃

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

城市空间。二是鼓励响应式公交、无人驾驶、无人

配送等新型交通技术在新城的利用，在方便居民

出行的同时使城市更具科技感、现代感。三是提

升新城交通精细化治理能力，以科技创新驱动智

慧化发展，使交通系统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

4   结语

新城是超特大城市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战略空间，上海新城经过20余年的建设，形成了

一定的城市服务功能，但离规划预期仍有一定差

距。未来新城在上海面向长三角、面向全球两个

扇面的战略空间下，新城城市能级定位有较大提

升，要求建设“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对交通

系统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交通对于城市发展具有

重要的基础保障、先行引导作用，目前新城骨架

交通基础设施已建成，交通体系优化既要考虑未

来发展需要，又要尊重客观基础。本文总结上海

城市总体规划中新城规划、新城交通体系构建的

特点，分析了现状新城交通系统的特征和瓶颈问

题。在未来新城构建门户枢纽、综合性城市、独立

城市、节点城市、绿色智慧城市、活力城市的目标

定位下，分析对交通系统发展的要求，并从交通

设施配置、交通体系构建、交通运输结构完善、交

通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优化思路，以期为上海推

进“新城发力”战略提供思路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