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城规划 | 141 

立足上海“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通过人口、企业传统调查数据和手机LBS新数据建构多重数据参照系，从“人—

居—业”叠合视角解析南汇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特征、趋势和策略。分析结果表明，南汇新城地区产城关系仍具有

“城—镇—园”板块化空间组织特征，产业园区发展对城区人口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有限、人群空间分异显著，但各组团

空间一体化发展态势也日益显现。提出南汇新城“十四五”乃至中远期应从注重城区人口增长到重视人才吸引，并通

过人群特征需求精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塑造特色化人居空间品质，形成具有与上海中心城区不同特点的人才吸引高

地，进而支撑本地区承担的更高水平开放、国际协同创新改革探索。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epicted b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Shanghai,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bined data 

reference system using the traditional survey data of population, enterprises and new LBS data of mobile phon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in Nanhui New Tow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dwelling-

industry" superimposi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Nanhui New Town still presents spatial segmentation of 'city-town-industry'.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industrial parks make to the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has been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pat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clusters has been increasingly notable.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Nanhui New Town should shift its focus from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urban area to attracting talent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even in the mid-to-long term. It should form a highland of 

talent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entral city of Shanghai by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at precisely mat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and shaping distinctive residential space to support the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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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国

家发展重点实现从“适应新常态”走向“构

建新格局”的转变。根据中央部署，新时期

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

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4大功能，

并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

北转型”的新空间格局。“新城发力”指按

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推进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的新城建设。五个新

城将推动上海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

层级、多节点网络城市群结构的重要战略空

间，对支撑上海走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发挥重

要作用 [1]。相对过去而言，五个新城定位更

强调“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具体体现

在功能完备性、产城协调性、面向“长三角”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大数据辅助的上海‘职—住—流’空间组织及结构优化研究”（编号2019PJC05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超大城市实现空间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及结构优化策略研究：上海为例”（编号2019ECK0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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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枢纽性等方面 [2]。其中，上海南汇新城

位处上海陆域最东端，规划面积约343 km²①

（见图1），是五个新城中距离市中心最远、相

对独立性最强的新城；也是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中央赋予“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

大力度全方位高水平开放”“聚集海内外人

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等高质

量发展任务和改革探索，因而也日益成为各

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自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以来，在大城

市外围地区规划建设新城镇，进而实现良好的

市域空间格局被普遍认为是城镇化发展的理

想模式，职住关系也一直是新城规划研究的经

典话题[3]。新城“独立性”体现在职住关系上，

良好的职住平衡度需要新城提供充分的就业

岗位、完善的公共服务和高品质的人居环境。

这就需要兼顾产业与人居综合服务功能，并在

用地布局上实现产业与人居关系的融合[4]。自

“十二五”时期以来，上海在新城规划建设中

开始注重“产城融合”的理念②，强调统筹工

业园区、产业基地、大型居住区与新城建设，加

强产业发展与新城建设互动融合[5]。但不同新

城、不同阶段的“产城融合”特征、趋势和发

展策略往往各不相同。

事实上，无论是“独立”“综合性”还是实

现“发力”的内涵都涉及对新城产业选择和

空间布局模式的探讨。有学者立足上海国际科

创中心体系，认为新城不仅需要吸引人口和产

业，还需要形成上海多层级创新空间体系的重

要承载[6]。相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聚集和服务

辐射国内外高端资源要素，“新城发力”应立

足产业发力并不断迈向更高“价值区段”，通

过先进产业制造与研发引领，以及人居环境特

质塑造充分吸引创新人才，从“城市—人才—

产业”的逻辑推动新城永续发展[7]。可见，塑造

高效合理的“人—居—业”关系对上海新时

期五个新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基于人

口、企业数据和手机LBS新数据关联的“人—

居—业”多元数据参照系，深入解析南汇新城

“产城融合”的发展特征、问题与趋势，为“新

城发力”背景下南汇新城规划策略探索提供

有价值的经验。

1   南汇新城“产城融合”导向下的规

划发展历程概述

从21世纪初至今近20年发展进程中，产

城关系一直是南汇新城规划建设重点考虑的

方面，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以港兴城（2002—

2009年）”“综合新城（2010—2018年）”，以及

立足“自贸新片区”、全球治理和国家管理运

作机制探索、走向“浦东2.0、上海3.0”的“未

来之城”[8]3个主要阶段。

由于远离市区、地处滨海的交通末梢，南

汇新城一直秉持“产业驱动、职住平衡”规划

策略。2002年提出的《海港新城总体规划》

发展思路是“以港兴城”，即依托洋山深水港

规划重装备制造产业区和保税物流区。2004

年《临港新城总体规划（2003—2020年）》

提出建设“综合性滨海新城、上海辅城”，围绕

滴水湖规划综合人居功能，力图通过产业发

展吸引和带动就业，带来该地区的高质量城

镇化。但“相对独立、职住平衡”背后也存在

产业区和人居片区缺乏联系、产业发展难以

带来城区人口聚集的问题。从人口增长率看，

2000—2010年间，南汇新城常住人口从16.8万人

增长到23.1万人，年均增长率3.75%，常住人口

密度959人/km²，远低于嘉定、松江、青浦和南

桥新城，也低于浦东新区平均水平[9]。

随着2010年来上海轨道交通的快速发

展，“1966”体系中距离中心城较近的闵行、

宝山等新城逐渐融入中心城区，嘉定、青浦、

南桥、松江等新城与中心城区的日常职住联

系也日益紧密，新城—中心城之间“职住分

离”现象日益明显[10]。上海“十二五”规划

开始强调新城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同期，

原南汇区于2009年整体并入浦东新区，原临

港新城（现南汇新城）被上海“十二五”定

位为“建设综合性现代化滨海城市”，《浦东

新区总体规划（2011—2020年）》仍强调临

港新城作为“亚太航运物流中心、高端装备

制造和创新基地、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区”

的航运和产业功能。2010年开始，上海海事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若干高校临港校区及

相关配套建成入驻，临港新城地区常住人口

规模明显增加，但由于临港产业片区规模大、

距离城区较远，产业和城区之间日常通勤等

功能联系较弱。如2017年手机数据显示，位于

沪芦高速西南侧的临港产业园区就业者大多

集中居住在产业园区周边，仅有少数人群居

住于城区；城区就业者居住在产业园区的样

本量也明显较少。这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临港

各功能空间仍呈现相对独立的板块化发展态

势（见图2）。同时，这也表明新城城区对南汇

新城各板块，乃至整个新片区的综合服务功

图1  上海市域空间结构（2017—2035年）(左)及南汇新城土地利用现状图（2020年）(右)

Fig.1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2017-2035) （left）and land use map of Nanhui New Town (2020)（right）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① 2019年，南汇新城范围从315 km²扩展至343 km²，将位于四团镇的海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纳入。

② “十二五”时期的上海郊区新城建设更强调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建设若干与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新城，成为上海发展的新引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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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有待完善。

自“十三五”开始，上海进一步明确将新

城作为新增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主要空间载体，

并聚焦5个主要新城，将“长三角地区综合性

节点城市”的定位升级为“长三角城市群综

合性节点城市”，从世界级城市群的高度谋划

新城定位，且继续强调“产城融合”发展[11]。

其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将南汇新城定位为“滨江沿海发展廊道上的

节点城市，以先进制造、航运贸易、海洋产业为

支撑的滨海城市，是以自贸区制度创新、产业

科技创新、智慧文化创新为动力的我国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南汇新城也在2018

年被纳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并入驻了三一重工、特斯拉等重点产业

项目，与西翼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板块组

成上海外围“东西两翼”重点片区，至2020年

已实现工业总产值1 700亿元。与之相对，该地

区人口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2020年常住人口

不足30万人，远低于规划预期的68万人口规模，

仍是五个新城中人口最少、增速最慢的地区。

回顾南汇新城近20年规划发展的历程可

见，作为相对独立性新城，南汇新城产业发展

成效显著，政策目标和长远发展前景广阔，但

城区人口吸引力相对滞后。上海“十四五”规

划对南汇新城定位为“全面建设与临港新片

区功能相契合的高能级、智慧型、现代化未来

之城”，更强调通过高质量的“产城融合”发

展匹配临港新片区的功能，形成高能级人才吸

引力和产业创新环境③。这就需要对南汇新城

“产城融合”理念背后的空间组织关系、发展

趋势进行深入的解析，进而有助于提出更合理

有效的规划策略。

2   南汇新城地区“人—居—业”空间

特征解析

从既有文献看，针对上海郊区新城“产

城融合”发展的研究较多立足于新城产业选

择、产业与城市用地布局关系，较少从“人、

居、业”视角审视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

特征及趋势问题。立足这一视角，本文以南汇

新城（343 km²，含119.5 km²先行启动区）所

在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主体部分④（819 km²）为主要研究范围（见

图3），展开多重数据支撑下的南汇新城“人—

居—业”空间组织关系研究。

2.1   多重数据支撑的“人—居—业”空间

分析平台建构

本文采用2019年末覆盖研究范围的常住

人口调查数据和企业调查数据，以及2020年

10月基于手机终端位置的服务数据（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通过手机LBS数据可

以追踪样本的居住、就业分布，并根据人工智

能算法推测人群个体样本的特征；人口和企业

调查可以呈现研究范围的居住、就业人口分布

关系，以及就业门类空间集聚关系。通过LBS

新数据与传统调查数据的校核，可以对新数据

质量进行检验，并建构新数据与传统数据的连

接关系，在同一空间栅格叠合后，形成“人—

居—业”多重数据空间分析参照系。

经测算，通过手机数据辨识居住在

819 km²研究范围（以下称为“新片区”）常

住人口样本为24.2万人，2019年人口调查的

常住人口为81.8万人，抽样比约30%。通过该

片区分街道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发现，LBS常

住人口与人口调查分街镇样本校正后方差R²

为0.92，LBS就业人口与企业调查就业人口

分街镇校正后方差R²为0.79。回归分析表明，

新数据与传统数据在街道层面分布规律一致

性显著，可以通过建立基于多重数据的空间分

析平台展开南汇新城“人—居—业”空间组

织特征及发展趋势解析。

2.2   南汇新城职住关系解析

（1）南汇新城与外部地区职住关联特征

及演化趋势（立足新片区视角）

与主城区关系方面，2017—2020年间，

新片区居民到上海主城区⑤就业比例从5.8%

上升到6.7%（见表1），向心通勤比例有所提

升且主要集中在南汇新城地区，但相对嘉定、

松江、青浦新城等与中心城区距离较近新城的

向心通勤率较低⑥；另一方面，新片区就业“反

向吸引”上海主城区居民的比例从5.5%小幅

下降至5.1%。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向心就业地

集中于上海主城区东西轴线（虹桥机场—淮

图2  南汇新城产业园区（左）与城区（右）就业者居住地分布

Fig.2  Residenc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 in Nanhui New Town Industrial Park (left) and urban district (right)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信令数据（2017年）。

图3  本文主要研究范围（819 km²）及其与南汇

新城（343 km²）的空间关系

Fig.3  Main research range (819 km²)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Nanhui New Town (343 km²)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上海市“十四五”规划对南汇新城的具体定位是：产业方面，提出聚焦在前沿产业以及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现代航运、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人

居方面，提出建设国际人才服务港、顶尖科学家社区等载体平台；并注重智慧基础设施及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配置。

④ 临港新片区全域面积共873 km²。其中，主体部分为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地区，面积约819 km²，小洋山岛区域面积约26 km²，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面积约

28 km²。本文重点研究主体部分。

⑤ 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明确的主城区范围包括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以及虹桥、川沙、宝山、闵行的若干街道。

⑥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2019年百度LBS职住数据测算，嘉定新城、松江新城、青浦新城居民在上海主城区就业比例分别达到16.1%、12.2%、11.4%，常

住居民日常向心通勤率显著高于南汇新城地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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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外滩—陆家嘴—世纪公园）；到临港就

业的上海主城区居民在市区的居住分布、在新

片区的就业分布则相对均衡（见图4-图5）。

与上海主要新城联系方面，2020年新片

区居民在其他四个新城就业的比例为2.8%，

来自其他新城居民就业的比例为3.6%，上述

联系主要集中在新片区西部街镇与奉贤新城

之间。与之相对，南汇新城地区与奉贤新城职

住联系很弱，与嘉定、青浦、松江新城也尚未形

成明显的日常职住联系。

在新片区层面，绝大部分人群在本街镇

内就近就业。其中，围绕南汇新城和奉贤新城

清晰地形成了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职住板

块。2017—2020年间，新片区各街镇内部职

住平衡度从77%—79%下降到73%左右，新片

区街镇间的就业比例从7%左右上升到10%左

右，表明新片区街镇之间的日常关联紧密程度

明显增加，产业分工和空间一体化进程逐渐强

化。此外，新片区与周边紧邻地区（如南汇新

城与浦东惠南镇、新片区奉贤板块与浦江镇）

的联系紧密程度也明显增加。

（2）南汇新城内部职住关联特征及演化趋势

在南汇新城（343 km²）范围内部，根据

主要产业、人居板块职住联系的强弱程度可以

划分3个主要组团。①东部组团，以南汇新城主

城区为核心，与大学城、临港科技城以及外围

的综合区、书院等镇区形成较强的日常向心放

射性联系，但大学城、临港科技城等功能板块

缺乏规划设想的日常“产学研”联系；②中部

组团，形成了以泥城及公租房社区、芦潮港社

区与重装备产业区、物流园区、周边镇级工业

园区之间十分紧密的日常职住关联；③西部组

团，以平安社区为核心，形成了与海港开发区、

临港奉贤园区联系紧密的相对独立组团。

从演化趋势看，2017—2020年间，3个

组团的空间格局和内在结构仍然保持清晰，

但组团之间的联系程度更为紧密，职住一体

化程度有较显著提升；在各组团内部，东部、

西部组团的内部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部临

港物流园区与泥城社区的联系相对减弱。总

体而言，尽管组团之间职住联系增强，但各产

业片区就业人群仍倾向于就近择居，以核心

社区为中心形成3—5 km的职住紧密联系组

团，只有较少比例人群选择在南汇新城主城

区居住（见图6）。

2.3   南汇新城“地—业—人”关系分析

（1）“地—业”关系解析

从分街道产业门类细分视角可以进一步

深入解析南汇新城的空间组织特征。基于2019

年企业调查数据展现的产业门类分布，新片

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1：62.4：37.5，整体

呈现出东部服务、中西部制造的格局。南汇新

城范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则为0.1：46.8：

53.1，其中，生产生活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分布

相对集中在南汇新城主城区及老街镇范围内

（见图7）。南汇新城是典型的服务业聚集区，申

港街道兼具生活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功能，芦潮

港镇（含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是典型的生

产性服务业聚集区⑦，但就业人口相对较少。泥

城镇也有相当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

务业聚集。先进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南汇新城的

泥城镇和奉贤片区的奉城、金汇、青村等街镇。

但从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看，传统制造业仍在

新片区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分布在奉贤板块的

表1  新片区就业来源及就业去向（单位：%）

Tab.1  Employment sources and destinations of Lin-gang Special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4  2020年新片区居住人群就业去向（左）和就业人群居住来源（右）

Fig.4  Employment destination of residents in Lin-gang Special Area in 2020 (left) and source of employment (righ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⑦ 由于芦潮港镇范围内除了芦潮港社区外，还包括洋山特殊综保区芦潮港区域和临港物流园区的一部分，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占有较高就业比重。注释：

地区分布 居民就业去向 就业人口来源
2020年 2017年 2020年 2017年

本街镇 73.60 77.09 73.77 79.17
新片区其他街镇 10.19 7.26 10.09 7.23
浦东外围区域 4.20 4.20 4.67 3.56
浦东主城区 2.92 2.26 1.95 2.14
浦西主城区 3.82 3.53 3.15 3.32
奉贤新城 2.57 3.20 3.34 2.27
嘉定新城 0.11 0.35 0.12 0.09
青浦新城 0.07 0.07 0.07 0.04
松江新城 0.08 0.11 0.14 0.06

上海其他地区 2.42 1.94 2.7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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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城、青村、金汇等镇区产业园，在南汇新城的

泥城、书院、万祥等地区也有一定比例的分布。

通过分居委会区位熵分析可进一步展现

南汇新城的产城关系及空间组织逻辑。可以发

现，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高值区集中在南汇新

城申港街道、芦潮港镇、东海农场、泥城镇部分

社区。在海港综合经济开发区、奉城、海湾、四

团部分居委会也有零星分布。生活服务业区位

熵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南汇新城的申港街道，以

及奉城、四团、书院、泥城等镇区（见图8）。先

进制造业高区位熵地区主要集中在重装备产

业园、海港综合经济开发区。承载大量就业人

口的传统制造业高区位熵地区则散布在新片

区除南汇新城主城区之外的镇级工业园区及

重装备产业园区范围内，呈现出园区、镇区和

农田相对混合的分布态势（见图9）。

（2）“人—地”关系解析

通过手机LBS数据的人群标签画像，可以

进一步从收入、年龄等方面深入解析对南汇新

城人地关系特征，以及南汇新城产业—空间分

异背后存在的人群—空间分布差异。

以南汇新城职住人群相对密集的核心建

成地区⑧为例，年轻、低收入居住人群主要集中

在大学片区；中等收入居住人群在南汇新城主

城区、泥城与芦潮港的建成社区均有分布，就

业人群则分散于重装备产业区、奉贤园区和物

流园区；较高收入人群则主要居住在南汇新城

主城区，就业人群也主要集中在城区及大学片

区（见图10）。从年龄分布看，16—25岁学生

人群主要聚集在大学片区，26—35岁年轻人

群广泛分布在产业园区和社区范围；36—45

岁中青年人群及45岁以上人群则相对集中居

住、就业于申港街道、大学城及周边社区（见

图11）。

3   “人—地—业”视角下的产城空间研

究发现

通过对南汇新城产业、人群特征及职住

关系的深入解析，可以从“人—居—业”叠

合视角下归纳南汇新城“产城融合”的主要

发展特征。

（1）新城发展具备典型的“相对独立节

点城市”的发展特征

南汇新城地处末梢且距离市中心相对较

远，与嘉定、青浦、松江等新城大量吸引上海

主城区就业人口择居具有明显不同。2017—

2020年南汇新城对外职住联系演变情况显示，

南汇新城对上海主城区向心就业联系有所增

强，反向就业吸引力略有下降，与其余四个新

城缺乏明显的职住联系，近年来常住人口增长

主要来自产业发展带来的内生动力，具备“独

立节点城市”的发展特征。但随着上海郊区新

城“一城一枢纽”市域交通系统建设，南汇新

城交通末梢区位有望得到显著改善，未来与中

心城和主要新城之间的职住关系和人口分配

情况仍有待观察。

（2）本地区“城、镇、园”功能组织呈现

空间板块化发展格局

基于多重数据的“人—居—业”空间关

系表明，南汇新城作为新片区的核心板块，其

内部可以划分为3个清晰的职住组团。新城在

总体布局上实现了产业和人居功能的统筹安

排，且体现出较高比例的就近职住平衡度，但

组团间日常联系较少，城—园之间仍缺乏联

系，城、镇、园呈现功能相对独立的空间发展特

征。分行业就业分布和区位熵也表明，不同产

a 2017年                                                                               b 2020年
图5  新片区及周边职住关联分布图

Fig.5  Job-housing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of Lin-gang Special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2017 and 20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2017年                                                                               b 2020年

图6  南汇新城主要板块职住关联分布图

Fig.6  Job-housing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of major blocks of Nanhui New Town in 2017and 2020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新片区分街镇分产业就业人口结构图

Fig.7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Lin-gang Special Area 
by street and indust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⑧ 含南汇新城主城区西侧建成区域、泥城社区、芦潮港社区、平安社区等城区型区域，以及临港物流园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芦潮港区域、重装备产业区、临港奉

贤园区等产业园区区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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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空间上边界较为明晰，空间背后的职住人

群在年龄、收入特征上也呈现明显的分异，人

群结构的空间分异是本地区空间板块化组织

现象的内在体现。

（3）产业板块发展对城区人口增长的带

动力相对不足

南汇新城主要就业门类为生产性服务、生

活性服务和先进制造业，在外围镇区有一定数

量的一般制造业。一方面，从本地区不同收入、

年龄人群对应产业门类空间聚集的特征看，制

造业就业人群数量规模较大且多为较为年轻

化的中等收入人群。做大制造业规模也是吸引

常住人口的重要途径。但南汇新城制造业从业

人群大多在邻近社区居住，此外高管人群通常

选择在上海主城区居住，只有较少就业人群居

住在南汇新城主城区。另一方面，城区立足研

发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吸引年轻化、中

高收入人群。这类产业短期带来的就业人群规

模相对较小。因此，在既有产城关系逻辑下，南

汇新城乃至新片区产业规模、就业人口增长并

未直接促进南汇新城主城区人口的显著增长。

（4）产城空间融合一体发展趋势日益显现

从2017—2020年本地区职住关联网络变

化趋势看，各组团内部及其周边紧邻地区日常

联系紧密程度有明显上升，表明南汇新城空间

组织模式正在快速演变。尤其是新片区设立以

来，南汇新城乃至新片区跨街镇、跨板块尺度

的职住关联得到一定程度强化，城区人气也明

显增强，本地区城、镇、园空间组织方式从“板

块化分异”走向“产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

趋势日益显现。

4   结论和展望

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发展被认为是新城规

划建设的理想状态。南汇新城经过近20年“相

对独立”的发展，已从“交通末梢”日益成

为上海最重要的产业高地和综合新城之一，

但其城—园相对独立的空间组织逻辑也带

来“城、镇、园”空间板块化发展特征；其制

造业就业人口在就近镇区择居，亦从一定程

度上造成新城城区人口增长不及预期的现实

情境。与此同时，立足时间纵向数据研究也可

以发现，近年来本地区产业和人居空间组织

的关联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城、镇、

园”空间一体化进程逐渐显现。通过本地区

产城关系的空间组织逻辑特征和演变趋势，

可以对城区产城关系定位、人口规模增长预

期、公共服务设施高效配置等问题提供有价

值的启示。

图8  生产性服务业（左）和生活服务业（右）分居委会区位熵

Fig.8  Location entropy of production services (left) and life services (righ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先进制造业（左）和一般制造业（右）分居委会区位熵

Fig.9  Location entrop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left) and general manufacturing (righ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南汇新城（核心建成区）不同收入特征人群空间分布

Fig.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n Nanhui New Town (core built-up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收入分段依据为手机LBS人群画像模型数据。



新城规划 | 147 

图11  南汇新城（核心建成区）不同年龄段特征人群空间分布

Fig.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Nanhui New Town (core built-up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年龄分段依据为手机LBS人群画像模型数据。

立足“十四五”并展望新时期的全球发

展格局，“产业发力”仍将是包括南汇新城在

内的上海主要新城发展的必然选择。“产城融

合”与“宜居宜业”是对应概念，二者相互衔

接。前者强调空间发展的组织原则和形态模

式，形成“产城融合、组团生长的高效新城”，

后者更强调特色、魅力，针对人群的精准公共

服务配置，突出城市品质和机会。在一定时期

内，南汇新城城区规划仍应避免过度追求人口

规模和相应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而应从注

重新城人口增长到重视人才吸引，通过特定人

群的空间需求精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塑造

特色化空间品质，建构与上海中心城不同品质

韵味的东海宜居明珠、人才高地，进而有效支

撑新片区开放创新功能和国家全球治理体制

机制探索。

（致谢：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

的指导与帮助。）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Z].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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