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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探究及对苏州的启示

一、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概况

（一）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城镇体系由“中心城—卫星城”到“中心

城—卫星城—郊县城镇—农村小城镇”到“中心城—新城—中心镇—集

镇”，再向“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转变，城镇体系日益合理。从城

市空间结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见表）。

（二）圈层划分

上海城市空间划分多以城市功能作为圈层划分依据，主要将上海划

分为内部商业圈、中部居住与生产圈和未来承接人口和产业功能的郊区新

城。以城区边界和城区范围作为划分依据，以外环线为界限，可将上海划

分为中心城区和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又划分为近郊区和远郊区 ；还可将上

海大都市区划分为核心、近域、郊区、外围四个圈层，依次承担全球城市

核心功能、专业化功能、研发与制造功能、综合功能。使用最多的为以下

三个圈层的划分（如图 1）：

中 心 城 区（ 核 心 区 和 边 缘

区）、郊区（近郊区和远郊

区）、外围地区。

二、上海城市空间功

能结构基本现状

（一）上海生产空间结

构的现状

学者主要从工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角度对上海生

产空间结构展开研究，先进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重点。

制 造 业 作 为 上 海 的 传

统优势产业，已呈现出转型

升级趋势，其空间结构呈现

梯度性转移和圈层化分布特

征。都市工业主要布局在中

心城区和近郊区，不同行业

呈现出“中心—边缘”“外

围—边缘”“核心—外围”

分布的特征。创新型工业呈

现“多轴多核”分布特征，

集聚作用与扩散效应并存。

从制造业分布看，劳动力密

集型制造业大量迁往苏浙地

区，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主要

 林久人  郭帅新 

摘  要 ：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结构是学术界专门针对上海城市发展研究而形成的重点领域，相关研究

围绕上海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划、城镇体系等内容展开。论文从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历

程、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基本现状、城市空间结构以及结构优化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上

海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特征，探讨苏州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全面对接上海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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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四个阶段

阶段 时间

单中心阶段 1949—1978

1979—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0—至今

中心城区膨胀阶段

近郊城市化阶段

远郊城市化阶段

多中心发展新阶段

主要特征

1.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向生产型城市转型

2. 优先发展重工业，单一功能的工业城市

3. 同心圆圈层式发展

1. 中心城区集聚效应明显，工业区、居住区围绕中心城周围蔓延

2. 呈“指掌形”拓展

1. 近郊城市化出现

2. 浦东开发带动周边地区轴线开发

3.“多核多轴”多边形分布模式

1. 远郊区中高速扩展

2. 人口与工业逐步向外转移

3. 逐步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1. 逐步形成“多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2.“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的市域城乡体系

3. 立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视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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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市区和远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市区向

近郊转移，部分低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转移

至郊区及苏浙地区。

服务业是上海的重要支柱产业，产业空间分

布多集聚于核心区，也出现向外围扩散趋势。知

识服务业布局集中与分散并存 ：信息依赖型知识

服务业主要分布于核心区，创新型知识服务业主

要分布于创意园区，以医院、学校为代表的知识

服务业逐步向郊区扩散。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

在中心城区，集聚中心位于外滩 CBD 和南京西路。

农业在上海产业体系中居相对次要地位，其

空间布局有明显的郊区化、边缘化特点，近郊区农

业生产率低于远郊区，形成逆杜能圈结构。上海农

业以市郊农业为特色，主要布局在五大片区 ：三岛

生态绿色片区、浦南及杭州湾片区、黄曲江上游

农业片区、西北远郊片区和中近郊农业片区。

（二）上海生活空间结构的现状

上海居民生活空间主要表现为以中心城区

为核心，人口、公共服务等逐步向郊区扩展的趋

势。有学者认为上海城市人口已呈现出边缘区和

郊区的疏散趋势，也有学者认为上海中心城区人

口集聚仍然明显，即人口中心集聚与边缘疏解并

存（如图 2）。上海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双

核心结构，中心城区以黄浦区为核心，郊区以奉

贤为核心，中心城区边缘区形成“环状低谷”。

在城区人口评价中，多数认为上海核心区明显过

载，人口拥挤指数最高，正处于逆城市化向再城

市化过渡阶段，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超前于产

业空间推移。

上海社会生活空间结构，如教育、休闲等

生活空间，也有学者涉及。高校布局形成“两城

两区一线”的形态，杨浦和徐汇两个大学城、松

江、南汇科教园区、浦东高校群。城市公园需求

度高和公园可达性好的居住区均位于中环线之

内，公园空间布局较合理 ；旅游休闲公共空间整

体表现为单核集聚，中心城区呈现出高等级、高

聚集度的特征，但近年来各郊区的旅游休闲空间

也在逐步扩大。

（三）上海生态空间结构的现状

学术界对上海生态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

态空间布局及特征方面。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布局

研究中，侧重对整体空间和内部生态空间功能

差异方面。总体上看，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不均

衡，表现为中心城区高、郊区低的“西高东低”

形态 ；中心城区核心服务面积超过 60%，郊区

整体较低（除松江外）。可将生态游憩空间服务

功能划分为五个等级，上海生态空间整体服务

功能较弱，仅长宁区较优，大部分县区一般。

（四）上海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现状的总结

整体而言，上海由传统单中心集聚正向多中

心协调发展转变，呈现郊区化趋势。生产空间形

图 1  上海的城市空间圈层基本划分

图 2  上海各圈层人口密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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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中心城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郊区以制

造业及少量都市农业为主”的产业格局，生产性

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其主导产业。就生活空间

而言，人口布局仍为单中心模式，但多中心模式

趋势开始出现，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 ；外来流动

人口受经济因素驱使而在近郊和中心城区边缘区

集聚 ；公共服务资源、休闲游憩场所分布以中心

城区为主，郊区逐步增多 ；就生态空间而言，整

体生态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由中心城区向郊

区递增，但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中心

城区生态空间有所改善。

三、上海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优化

（一）生产空间优化

上海城市生产空间优化是城市功能结构优化

的重点，也是推进人口和环境改善的重要前提，

其核心在于产业功能空间的协调。从市域范围

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向郊区扩散，形成“两轴

三带多圈层”的空间结构体系，制造业有所区分

地进行疏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

外疏解，资本密集型不适宜大幅疏解。就长三角

地区而言，上海应加大与周围地区的合作，发展

总部经济和服务经济，而其制造业应谋求在长三

角区域内的疏解转移和优化布局。

（二）生活空间优化

上海的城市生活空间优化重点突出城市居

民及其配套生活体系的层面，主要体现在人口疏

解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方面。学术界对人口疏解

的看法不尽相同，认为应采取人口近郊化路径，

以产业疏解为先导，并将中心城周边地区作为疏

解的首要空间载体。从空间均衡角度看，疏解中

心城区人口应发展壮大次中心城市，逐级疏解人

口，注重区域协调，配套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

（三）生态空间优化

新时期上海城市生态空间优化应体现出绿色、

健康、可持续的目标导向。上海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大都市圈发展和以人为本原

则，形成以各级公共绿地为核心，郊区以大型生态

林地为主体，以沿“ 江、河、湖、海、路”地区的

绿地为网络和连接的点线面空间网络格局。要加

强绿地建设和生态功能区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和

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

（四）空间结构优化总结

上海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实现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的目标。应以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为要求，实现城市空间功能“适度集聚”与“弹

性疏解”有机结合。生产空间要结合城市的整体

功能定位，根据城区产业优势适度集聚，有机疏解

非优势产业功能 ；生活空间要以产业布局空间为基

础，推进产城融合，提升上海城市生活空间配套能

力 ；生态空间要以城市生态屏障为根本要求，强化

生态绿色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生态宜居度。“三生”

空间的统筹协调，要重点推动城市规划“多规合

一”，加强城市各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布局。

四、苏州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对接上海的

思考

随着城市功能空间呈现出过载趋势，上海正

在推进疏解城市的非核心城市功能，推进与毗邻

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通过城市空间功能

结构的调整，推进与上海发展的全面对接，是苏

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苏州对接上海发展应从

优化“三生”空间功能出发，推进产业、人口流

动和生态协作。

（一）城市规划衔接

苏州城市空间功能结构要突出与上海城市

功能的对接，强化城市空间结构与上海的有机统

筹，推进苏沪城市功能区的协作。一方面，要顺

应面向上海发展的城市发展趋势，将规划建设的

重点功能区优先向毗邻上海的区域倾斜，尤其是

昆山、太仓、吴江及苏州工业园区等区域，提高

开发建设强度和保护力度，降低与上海城区发展

的梯度差。另一方面，要主动推进与城市规划的

协调统筹，重点布局规划产业、交通、生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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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公共设施等功能空间，与上海城市功能区规

划形成有机联动，实现与上海城市规划相协调的

“升级版多规合一”。

（二）统筹沿江与临沪空间开发

苏州与上海通过长江下游干流和陆地两部分

直接与上海衔接，通过统筹苏州沿江开发与临沪

空间开发，主动承接上海非核心城市功能，深化

苏州城市功能空间与上海的协作。

沿江开发上，推进苏州与上海的沿江产业密

集带建设。统筹苏州港沿江产业发展带，重点强

化制造业发展，积极承接上海制造业转移 ；以制造

业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建设

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打造与上海差异化的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统筹苏州港港口功能，

加强港口开发力度，建设滨江新城，推进产城一体

化 ；完善港口配套服务和辐射功能，提升苏州港整

体竞争实力，主动承接上海港的部分航运功能，

形成与上海港相协作的港口功能体系。

临沪开发上，以昆山、太仓、吴江为重点

打造支撑上海城市功能的腹地。借助紧接上海的

区位优势，主动接受上海城市功能辐射 ；加强昆

山、太仓、吴江及苏州工业园区，与上海嘉定、

青浦、松江等城区的全面协作 ；以区域性物流枢

纽场站为重点，承接上海部分枢纽功能，争取上

海第三机场落户吴江或太仓 ；重点打造昆山花桥

组团、吴江汾湖高新区、太仓长江口旅游区等临

沪区域，打造环淀山湖古镇文化与江南水乡旅游

品牌，推动全面接轨上海。根据上海疏解部分教

育功能的需求，以昆山、太仓、吴江为重点，开

发建设苏沪教育合作园区，实现对上海部分高校

科研院所功能的承接。

（三）行政区划调整

通过撤县（市）设区可以直接将苏州城区

与上海城区接壤，减少县一级行政部门的职能重

复，同时深化撤县区与苏州中心城区的深度融

合。在吴江市撤县（县级市）设区的基础上，全

面推进与上海毗邻苏州县级市——昆山、太仓的

撤县设区，推进苏州城区规模向上海方向扩张。

同时，重点将苏州城市发展重心向上海方向转

移，通过设置城区的方式强化与苏州中心区的融

合，进而直接从苏州层面强化与上海的合作。

（四）强化交通联系

苏州要充分发挥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推进

跨省市际交通运输的高效衔接，打造跨市域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应重点依托公路、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水陆等交通方式，以轨道交通衔接为重

点，推进两地间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一

方面，要以沪通铁路、苏州轨道交通 S1 号线—上

海轨道交通 11 号线为基础，以沪苏湖、通苏嘉高

速铁路建设为重点，规划建设上海至昆山、吴江、

太仓的城市轨道交通，打造联通两地的快速交通

网。另一方面，重点优化现有城市道路，打通江苏

吴江、昆山、太仓与上海城区间的“断头路”，改

造和提升道路等级，高效运用市域城市道路。

（五）协同打造生态空间功能体系

充分利用上海与苏州的紧邻区位特点，以

“1+6”城市群为合作平台，协同打造苏州与上海

一体化的生态空间功能体系。重点完善上海—苏

州长江口合作机制，构建沿江生态廊道 ；以淀山

湖、太浦河等水域为重点，协调上海苏州城市生

态空间功能，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以临沪区域为

重点，协同打造环沪绿化带、生态间隔带、生态

农业区等绿色生态设施 ；要以建设海绵城市、森

林城市、田园城市为目标，协调毗邻地区的城市

生态空间功能，协同打造高度协同的跨市域生态

城市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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