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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99、民建上海市委

关于加快建设上海都市圈的提案

※背景情况※

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城市群对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拉动国家发展起到的作用

也越来越大。而在城市群发展中，核心大城市及周围的都

市圈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也必然越来越强。

――――――――――――――――――――――

※问题及分析※

当前，上海都市圈建设面临的障碍主要在于：

1、观念障碍。在发达国家，城市的地理管辖范围通常

比较小，相临的不同城市之间用轨道交通紧密连接，形成

了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一小时通勤圈，即“都市圈”。而

中国的地级市和直辖市是一个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因此中

国的城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城市。以上海为例，它的

尺度介于发达国家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市（如纽约市、东京

市）和围绕着超大城市所建设的都市圈之间，其土地开发

强度仍然低于东京都市圈的土地开发强度。

2、规划障碍。当前，各个城市是按照自己的行政管辖

边界来进行城市规划的，因此，在潜在的“上海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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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如何规划土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缺

乏相应的统一规划。反观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等等国

际大都市圈，则是在轨道交通连接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的

情况下，轨道交通沿线充分开发，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连

片发展，人口密度从中心地带出发，沿着轨道交通线呈现

出梯度下降的状态。

3、体制障碍。在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各地的考

核目标中均有各自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招商引资计划，目标

都是为了最大化本辖区范围之内的投资和 GDP，而各地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支出又相对独立，

并不是最大化整个都市圈范围之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和 GDP，

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

――――――――――――――――――――――

※建议※

1、建议尽快推进上海都市圈规划。一是在已有的“上

海大都市圈”规划基础上，加快制定一个大约 50~70公里

半径的核心区规划，即上海都市圈规划，并与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和沪苏同城化相对接。二是在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建设的相关组织机构之上建立协调机制，甚至逐步

发展成为跨越三省（市）行政边界的类政府机构。

2、淡化核心大城市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控制目标。加快

都市圈内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进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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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提高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在落户标准中的权重。

调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结构和布局，适应人口

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

3、打破行政边界制约，进行都市圈内统一的土地开发

规划。一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上海作为人口流入地，

可以与人口流出城市之间结对，利用好已有的建设用地指

标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增

加上海建设用地。二是可以通过调整都市圈内部土地利用

类型，增加住宅用地比例，实施工业用地转住宅用地、闲

置商服用地转住宅用地（或商办楼宇部分楼层转住宅用途），

增加容积率等措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密度。

4、加快建设网络化、快速度、大体量的轨道交通线

（城际铁路），连接上海与周边县市，加强沿线开发。上

海的轨道交通全网络运营里程 831公里，苏州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即将达到 350多公里，其中包括地上里程。即

使将上海、苏州的地铁加起来，再加上上海与毗邻城市之

间的铁路里程约 676公里，上海都市圈的轨道交通仍然与

东京都市圈 2750公里的轨道网有差距。因此上海都市圈范

围内仍然需要加强轨道交通建设，重点是连接郊区新城的

地铁，以及与周边县市的城际铁路。同时，建议加强轨道

交通沿线的土地开发利用，在轨交站点附近加强公租房和

廉租房建设，为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工作于中心城区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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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群）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可负担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