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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新城的轨道交通与人居环境

1、概况

• 2010年上海人均GDP突破1.15万美元，表明上海已经迈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

• 2012年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91%已经步入再城市化的行列，上海新城将担负
着主城区的人口疏解和产业转移的巨大压力。

• 随着十二五末，预计全市机动车总量可能突破350万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的刚性约束也将日益明显，能源保障的难度和碳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加，因此，
城市政府对客运公共交通系统的投入，尤其是轨道交通系统的投入力度很大。

• 上海市地铁营运里程已经达425公里，共设282座站点。

• 上海郊区新城在“十二五”规划中还需要拓展轨道交通里程数，轨道交通线将从
2011年世博会后的11条增加到2020年的22条，轨交网络将全覆盖上海的新城，上海
的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也将因此得到而大幅提升。 



2、上海再城市化背景下人口与土地现状

• -----------总述：根据200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实时跟踪》课题的
研究表明，2006年的城市建设用地现状总量已经超过《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的
规模。2006年上海人口已达1815.1万人，超出了规划期末2020年的规划人口1650万人
的规模。

•             同时还突出存在如下问题：1）新城发展较快，但反磁力作用不够，关键是交通、
就业岗位没跟上。2）楔形绿地中建设用地比重已从38%上升为66.6%。其中浦西从
83.1%上升到90%，几乎全部城市化了，浦东从37.3%上升到61.4%。



• -----------上海城市建设用地：由2004年的
1505平方公里拓展到2008年的2288平方
公里。中心城、近郊区、远郊区分别新增
城市建设用地52平方公里、273平方公里、
458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
中心城外围的宝山、嘉定、闵行、松江和
浦东等地区，使与中心城粘连的城市建设
用地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

• ----------上海常住人口发展变化特征：
1978-2008年，常住人口从1104万增长到
1888万，净增784万
(london2006,751wan)，

• 1992-2000年，年均增长34万人，2000-
2008年，年均增长27万人。

• 外来人口迅速扩大，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
从1978年的5.7万人迅速扩大到2008年的
51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
0.5%上升到2008年的27%左右。预测：
2015年常住人口达到2070万人，2020年
到达2200万人。



• ----------上海人口规模持续增
长带来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
压力增加：上海市2008年居
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517
万人（全部流动人口642万
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27.4%，部分地区如松江、闵
行、嘉定，流动人口数量已经
超过了户籍人口的数量。外来
人口的大规模涌入使得过去偏
重于户籍人口为主的服务管理
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已经不能
适应人口发展的需要，必须改
革、调整和完善。



• -----------上海人口集聚中
心城区与产业布局多中
心之间的矛盾：由于经
济发展的惯性，上海城
市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
表现依然很明显，2008
年中心城区密度为22560
人/平方公里，是郊区的
11倍，其中核心区人口
密度高达近4万人/平方公
里，是郊区的20倍。由
于城镇体系规划和产业
布局规划分属不同的职
能部门，郊区工业园区
和新城的独立发展制约
了产城融合。这既限制
了中心城区功能和郊区
制造业基地功能的充分
发挥，又使上海中心城
区和上海周边省市之间
缺乏一道产业转移和人
口流动的空间屏障，还
加重了交通拥堵和民工
潮问题。 



• 2 上海新城发展面临的交通问题
• ----------对郊区新城支撑不足。到2020年，上海嘉定新城、松江新城将集聚80-100万人

口，临港新城、青浦新城、奉贤南桥新城将集聚60-80万人口。从交通上分析，这些新
城不仅仅是上海的卫星城市，也具备了综合性大城市的出行特征，新城内部、新城与
新城之间、新城与新市镇之间将出现稳定的、较大规模的客流走廊。而目前轨道网络
规划将新城作为一个节点考虑，没有考虑上述新城内部的交通需求，因此难以支撑郊
区新城的强劲发展

• ----------建设运营不经济。网络规划希望同时实现“通达”和“畅达”的目标。通达，
要求站点布置符合沿线客流分布和开发建设，站间距不宜过大；畅达，又希望全程旅
行速度高、时间短。目前规划网络多数线路距离接近或超过40公里、站点又多于20座
车站，在实际运行中，两者较难兼顾。



• ------------新城开发缺乏
与快速公共交通体系节
点的整合，新城开发规
划和快速轨道交通规划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缺乏
衔接和统筹，往往成为
“两张皮”。轨道交通
规划只管工程走线合理，
不考虑以交通引导新城
开发建设。新城土地使
用规划在没有整合大交
通的情况下，新城的商
业、商务、娱乐休闲等
公共服务核心功能区和
重点产业园区往往缺乏
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支
持。

•     总的看来，快速公共
交通体系对新城开发的
主导性不强，成为新城
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之
一。



• 3 上海新城的轨道交通与人居环境建设发展要求

• -----------上海的轨道交通网到今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已达到11条线路420KM，
2012年将到500KM，将是中国第一。规划到2020年，上海将有22条轨道线，
运营里程877KM，站点551个，松江、枫泾、莘庄等都有3-5条轨道交通交汇
处，则应考虑完善、提升城市功能，把建设重心从中心城转移到郊区，进一
步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上海应尽早思考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
都市空间结构，唯有创新，才能承担起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构建长江三角
洲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使命。

• -----------积极发展多模式的客运轨道交通系统，城市交通即服务于城市空间
拓展，又引导着城市空间拓展，在“中心城-中心城拓展区-郊区新城-郊区新
市镇”的空间结构下，各个空间层面度需要大城市的发展标准，建设市政基
础设施、提高配套服务水平、保障城市安全

• ------------合理确定各类模式的服务范围，地铁系统主要适用于中心城内、中
心城与近郊新城重要交通走廊上的中长距离交通疏导；轻轨系统主要适用于
中心城拓展区、郊区新城内部、郊区新城与新市镇之间次交通走廊上的交通
联系；市郊铁路系统主要适用于中心城与远郊新城，远郊新城之间的交通联
系；低运量辅助轨道交通系统，因环保、美观、布局灵活等特点，虽然运量
小，但也适用于市区局部区域或个别新市镇内部。

• -----------科学选择不同模式的线路制式 



二、案例分析：
十一号轨交线与上海嘉定新城

2007年3月1日上海轨道交通11
号线正式动工建设，线路
线路连接嘉定新城和临港
新城，总长120公里，是
上海市最长的轨交线。规
划中的上海轨道交通11号
线途径嘉定新城共六站，
南翔、马陆、嘉定新城、
白银路、嘉定西、嘉定北，
支线由安亭至嘉定新城站
途径上海国际赛车场站，
共四站，并与11号线主线
段在嘉定新城站并线。



            嘉定新城，具
有科技特色和高端
制造功能的长三角
综合性节点城市，
区域用地为约464 
平方公里；2020年
期末规划人口：130
万，城市化率：
95%



1、案例一：上海嘉定新城中冶祥腾城市广场

• 这个项目位于嘉定新城
轨道交通南翔站点，是
一例典型的TOD引导的
城市综合体开发案例，
是先有轨道交通站点的
规划建设，再进行站点
南侧开发地块的土地出
让和规划建设，

• 综合了轨道交通、换乘、
商业、办公、休闲、居
住等物业，

• 该项目占地5.36公顷，
• 地上建筑面积13.11万平

方米，
• 地下建筑4.6万平方米。
• 2009年12月底轨道交通

开始运营，2012年该城
市广场项目开始运营



“SOHO”公寓+办公+住宅
      地面公寓、办公物业和住宅的开发为站
点提供了昼夜不断的人气。



“轻轨+换乘+停车”交通综合站点

• 轻轨在高架位置与商业三层直接相通，
地面有7条公交首末站和出租车换乘
点，地下一层是1055辆公共停车场和
地块内部的停车场，通过竖向设计把
人流分流疏解，减少地面交通的压力。



“线形+岛式+平台”商业物业
      通过三层平台将轻轨释放的人流接纳，并由商场内部逐层分流到地面，
商场内部形成了“三个首层”的延展性商业空间效果。











•随着城市开发的深入，开发商对原规划中商业物业
的类型做了调整，并对交通枢纽位置、商业地块的
出入口、以及地块的架空连廊提出了修整方案。









该交通枢纽规划有十二条公交线路通过，因此交通设计必须与轻轨换乘车流、人流以及城
市地面交通不交叉干扰，尽量避免进出口在道路同侧出现，这个方案被城市政府采纳并实
施。

































该项目的地下有3890辆地下车位，402地块在商场下有1573辆地下车位，
由于该项目体量比较大，预计商业物业将在2015年年底试运营。











3、轨道交通与人居环境在规划、建设、营运
各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5.1 从轨道交通线站和周边物业层面上分析
• ------------轨道交通规划选线和站点选址：将线站和周边区域与自然环境相和谐。
• -------------配套规划的衔接：水、电、人防等工程规划必须先行落图并同步实施。
• -------------土地储备和土地供应：避免大量动迁造成资金和社会压力。
• -------------地下空间综合开发与利用：地下空间的物权关系必须在规划阶段理清，以免在实施阶

段扯皮。
• -------------轨道交通站线建设和站点综合体开发建设：两者尽量结合，整体考虑，可以节约社会

资源和建设成本。
• -------------城市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 -------------站点综合体物业的销售和招商
• -------------线站物业维护和更新的资金保障
• -------------资金、专业人员和开发周期



• 2  从人居环境层面上分析
• -------------中心城区和新城地区

要区别对待：前者需要人口导出，
后者需要人口导入。旧区可能从
“线跟人”来考虑，因为旧区人
口密度大。新区则一定要从“人
跟线”的方面去研究。

• -------------经济发展：引入产业
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 -------------社会发展：加强社区
建设，提供相关培训，促进居民
参与

• -------------环境改善：修缮破旧
房屋，丰富建筑形式，整治公共
空间

• -------------设施建设：增设服务
设施，提高配套水平

• -------------住房建设：加大住宅
供给，增加类型选择

• -------------其他配套政策，增加
社会住房比例，以促进人居环境
和谐目标的实现。



3 、轨道交通与其他绿色交通模式的组合

• --------------建设BRT快速公交系统。
在大都市，BRT可以与快轨组合，
形成公交网络。根据国发办【2003】
81号文件，城区人口在150万人以
上是修建轨道交通的门槛条件之一。
对于人口规模在150万以上的城市
而言，发展轨道交通是必由之路，
但对于人口规模在150万以下的大
城市而言，建设BRT则可以弥补常
规公交运力不足、运行速度慢和便
捷性低的问题。同时，可以以BRT
为骨架组织城市空间结构。

• --------------复兴慢行交通方式。
2002年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城市
交通白皮书》首次在国内提出慢行
交通的概念，上海市界定慢行交通
为：以步行、自行车为主体，以低
速环保型助动车（最高时速不高于
20KM/小时，噪声较低，制动良好）
为过渡性补充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结语：轨道交通让人居环境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有一句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轨道交通与城市人居环境也应
该是锦上添花的关系，通过各方努力，为城市居民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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