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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向郊区的延伸，现

代新型轨道交通与当地传统县乡古镇之间产

生了一个多元复合交集。从城市向郊区进行人

口和空间转移的角度上看，郊区轨道交通带动

的站点地块规划开发，是TOD等“交通引导城

市”和大城市“有机疏散”等规划理论在中

国大城市郊区的成功规划实践；而站在郊区县

乡古镇内在发展逻辑的角度，快速便捷的轨道

交通在加强了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联系的同

时，其自身的空间景观也感受到了现代大都市

的直接影响。

郊区古镇与轨道交通的交集
——上海轨交11号线两站点地块综合开发相关规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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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轨道交通向上海郊区的延伸与郊区传统古镇产生了一种多元复杂的交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块的土地开发规划建

设情况较为直接地反映了该交集内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协调和共存。以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南翔站和安亭站为例的调查

分析表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郊区段及其站点区块规划开发情况显著影响了中心城与郊区的空间格局。而郊区空间能

否保持稳定则取决于该郊区区域具备的县镇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厚度。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地块综合开发有自己的特点和

要求，合理的规划能达成郊区新旧区域空间的互补共存。

There is a multivariate complex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modern rail transit and the local ancient towns in Shanghai suburb. The 

condition of the l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rail transit site surrounding plots directly reflects the coordin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e within the intersection. Taking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Nanxiang and Anting station as 

an example, the rail transit h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spatial pattern between the city and suburbs. Whether the suburban spaces 

can maintain stability depend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county towns. The SID in 

suburb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Reasonable planning of the SID can achieve complementary coexist between 

new and old districts in suburbs.

在当下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现代轨道交

通和城市外围郊区城镇之间形成了一个多重

性交集。这个交集首先体现在古镇轨道交通站

点站房及其周边地块的土地开发规划建设上，

并由此参与到重新协调城乡不同地理形态的

过程中来。调查表明，目前在上海郊区轨道交

通16号线、9号线、10号线、5号线和11号线

等郊区延伸段大都有结合轨道交通设施建设

所进行的综合土地开发（交通枢纽综合开发，

St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简称SID）。

通过比较，本文选取了轨道交通11号线郊区延

伸段嘉定区南翔站和安亭站站点周边地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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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情况作为重点调研对象。

在讨论大城市外围城镇的规划建设时，既

有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以特大城

市为视角的大地区层面，要点是确立该城市单

中心或多中心，进而在其行政区划上建立起层

级分明的空间结构；其二是以外围郊区城镇为

对象的单体层面，着重于对郊区具体的新城建

设实践进行具体的调查分析。前者侧重于理想

模型推演、战略指导、政府介入以及政策倾斜

主张[1]；后者侧重于归纳整理实际的规划建设

案例，往往从历史地理文化保护等多方面入手

给出反思和建议[3]。

综合以上方法，本文在研究中将首先在城

乡一体化和交通影响城市理论下进行规划分

析；其次在讨论这些规划实践的特点时也将考

虑到其所处的大城市外围郊区单体层面视角、

从属的嘉定区域属性，以及南翔和安亭等传统

市镇的发展历程和意义。

1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郊区延伸段的

      建设背景

1.1  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与嘉定在上海地区

        体系规划中的定位

嘉定区位于上海西郊苏州河北岸，1957

年并入上海市后逐步纳入到了特大城市的结

构体系之中。2010年世博会前后，迅速发展

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新的规划调整相结

合，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中心城区和周边郊区

的一体化整合。其间，嘉定区内的轨道交通11

号线郊区段（系统编号R3线）其线路规划

在时间上也正与嘉定区2004—2020年总体

规划同步；空间形态上11号线特意采用了Ｙ

形线路布局，以适应嘉定的地形和一核三片

区总体规划框架①。如图1所示，“线路将嘉定

中心城、安亭汽车城、嘉定老城区和南翔中心

镇联系起来，将有力地促进嘉定新城的建设

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交通影响城市的发展理

念[5]”。

1.2  郊区型轨道交通站点设置

考虑到远郊较长的输送距离，轨道交通

11号线选用了当时我国最快的100 km/h的A

型车。其次由于造价和生态的原因，线路建设

大多采用了高架形式，站点场站用房相应地

也设在架空平台之上。这种高架站房出入口

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站点区块开发

体的交通系统规划和空间形态。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郊区段的站点设置

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是选在现状县镇人口

密集区附近，以兼顾改善当地的交通需求；二

是选择郊区相对空旷的地块，以求站点周边

留有足量新城开发储备用地。前一种站点布

置明显正处在轨道交通和郊区古镇的交集之

中。如南翔、安亭、马陆、嘉定西站和北站等；

后一种选址的站点周边土地开发相对具有独

立性，表现出一定新城规划性质。如昌吉东路

站、光明路站和嘉定新城站，以及专项站点赛

车场站等（图2）。

2　轨道交通11号线郊区段站点区块综

      合开发体规划

2.1  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及其综合开发体概观

轨道交通的技术内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其自身及相关设施的现代属性。同时交通站点

所处的当地人文地理环境也有其自身的文化

渊源。因此两者间的交集是次生中间体，其

属性理应受到两者双重影响。但调查显示，

轨道交通设施和周边土地规划建设实际是以

开放的现代技术为主流的。这至少有以下几

个原因。首先，国内社会主体上仍处在现代

化的百年历程中；其次，国内人居环境建设

仍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郊区站点及其综合

体更像是一个由轨道传递来的中心城镜像；

最后，自上而下的强势主导使项目在建设时

优先考虑的是沿线纵向的标准化、经济性和

建设速度因素等等。 

在上海轨道交通向郊区延伸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站点也曾做过某种尝试。如轨道交

通17号线朱家角站的前期规划意象，就曾考

虑到青浦的低地水乡景观和历史风貌保护，

通过小尺度、木结构和坡屋顶符号等方法寻

求与站点所在当地环境横向协调（图3）。另

如新场历史风貌古镇，其相邻的16号线新场

站的站点周边土地开发也有这种可能。

2.2  郊区站点综合体的规划

轨道交通郊区站点综合体大多负有接纳

人口等城市要素转移的使命。也由于郊区交通

相对单一，土地开发大多采取了将快速轨道交

通优势发挥到极致的规划策略。另外在郊区还

受到耕地红线的严格限制，建设用地紧张。因

图1   嘉定区城镇体系规划2008
注：下方三角为嘉定新城与其东西两翼：南翔和安亭。

图2   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组团规划[5]（轨交Y型
线路与嘉定城镇分布形态基本吻合）

图3   17号线朱家角站前期规划意象

①部分嘉定区规划资料由嘉定区规划局提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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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催生了一种与站房零距离对接、土地使用

上采用集约型高强度土地开发、内部道路系统

立体整合，以及空间形态晶体化的郊区型“城

市综合体”。

（1）规模：经统计，轨道交通11号线郊

区段站点周边直接开发地块建设面积平均为

94.6 hm2，大致可换算成半径为550 m的圆

形，或者边长为970 m的正方形。考虑到地块

不规则因素站点周边建设范围仍在10 min步

行距离以内[6]。

（2）布局：在11号线郊区段站点地块，综

合体多夹持在轨道交通站房的两侧布置，一如

江南小城镇夹河为市的传统，形成一个半闭合

社区的类圆形。其中以汽车城站商业服务区形

态最为典型（图4，图5）。

（3）分区：轨道交通站点郊区型城市综

合体内部空间被大大压缩，土地使用性质带有

集约整合的特点。从内到外仍可大致分为3个

圈层：

图4   汽车城站SID商业区内圈的理想形态 图5   汽车城站SID住宅区

图7   安亭站嘉葶荟项目SID卫星地图图6   南翔站中治祥腾SID项目鸟瞰图

项目名称

上海嘉亭荟城市生活广场 中冶祥腾城市广场

开发商 上海嘉亭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崇邦集团）

中冶集团二十冶公司
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

体量 总建筑面积：19.5万m2

其中商业部分6.5万m2
总建筑面积：18万m2

其中商业部分5.2万m2

楼层 B1-L4 L1-L4

市场定位 中高档跨区域大型城市综合体 南翔“唯一”的大型中高端消费城市
综合体

商业性质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停车位 1 110个（其中，商业833个，住宅277个） 110个（地上）

与地铁无
缝对接 是（11号线安亭站） 是（11号线南翔站）

表1  南翔站中治祥腾项目、安亭站嘉葶荟项目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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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核心的是轨交站房及停车场、公交场

站等交通换乘系统。

紧依站房的内圈为商业服务区。交通联

系上与站房二层出入口多直接采用步行大平

台立体连接，配备商业餐饮娱乐服务功能。部

分站点另有大型集中商业、高层写字楼及商

务酒店设施等。

商业服务区的外圈是居住区域，或者在

商业裙房上部设计高层住宅楼。郊区SID的

特点是居住建筑为站点区块开发比例的大部

分（表1，图6，图7）。

（4）商业服务配置：图8中南翔站服务区

为郊区的常见形式，其商业服务配置反映了

郊区消费的特点：贴近生活，经济实用、兼顾

时尚。各层平面配置是：一层为餐饮、零售、服

装；二层为餐饮、服装、教育、娱乐；三层为餐

饮、娱乐；四层为大型影城。整个综合体形成

了一个涵盖衣食住行的小型体系。

2.3　郊区轨交站点SID的特征

与中心城内的轨道交通站点城市综合体

相比较，郊区站点周边的综合开发在内容上并

无本质上的不同。但在用地性质的侧重上以及

与所在郊区环境的关系上，两者仍然存在一定

的差异：

（1）土地利用的侧重。在用地方面，SID

距离中心城区越近，其商业属性越强；距离中心

城区越远，居住比例越大。郊区型SID中，居住用

地往往占据综合体土地开发的较大比例。同时

在时间上住宅施工也启动较早，相应地造成开

发初期商业配套的滞后，如昌吉东路站等。

（2）用地边界。城内的综合体与周围环境

相容，而郊区的综合体与周边环境相异。地块开

发范围的内部和外部理论上应属于城乡二元关

系。站点附属开发体理论上被乡村异质空间所

包围，在郊野景观上应表现为“SID岛”形式。

（3）内部交通和内敛属性。高度依附轨道

交通站点的郊区综合开发体的内部道路强调与

轨道交通的零距离对接，与高架大平台合一。内

部空间结构更为密实。很自然地形成了高密度

的集约城市综合体。

（4）站点距离的设置。高密度集约城市综

合体具有模块化的适配通用性，使得其既可依

附已有镇区设置，也可设在开阔的旷地以开发

出相对独立的新城。其中，站点到古镇距离的设

置十分重要。南翔和安亭的站点设置情况是，古

镇的历史街区和轨道交通站点SID两者呈现为

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弹性的距离兼顾了

古镇居民的出行，也给古镇和轨道交通站点新

区各自的发展都留有了余地。轨道交通嘉定西

站和北站与嘉定老城的关系也大体相同。

（5）郊区新建综合体社会形态分析与传统

古镇的人文价值。用社会形态方法[7]分析郊区

新建的各类综合开发体，会发现其内部不管功

能配套高低，对照成熟社会，郊区型SID这类

集约综合开发体仍然明显存在着社会人文类

别上的缺环。所欠缺的主要是那些由于各种原

因难以满足的代表人类需要高端层次的城市

内容[8]。

很明显，中心城区的某些内容郊区不会

图8   南翔站、安亭站SID商业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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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结合的综合规划。模型中提出的土地

开发与公交系统相结合的思路，对于此后新

加坡的城市布局与市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目前新加坡约有20个新城镇沿地铁线分

布，并采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

住宅、购物中心、公共设施以及露天场所与交

通枢纽紧凑地加以结合。这样的布局模式使

得有一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地铁站周边1 km

的覆盖范围内。一方面通过快速交通体系将

城市中心与新市镇有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

私人经营的轨道交通干线和公交巴士支线形

成有效的组合，造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完整有

效的公交网络之一[9]。

（2）哥本哈根——城野相间的手指形态

规划

哥本哈根早在1947年提出了著名的“手

指形态规划”（图9），要求城市开发沿着几条

狭窄的放射形走廊集中进行，走廊间由限制

开发的绿楔隔开。发达的轨道交通系统与楔

形绿地系统整合在一起，大多数公共建筑和

高密度的住宅区集中在轨道交通站点周围，

使居民既能够方便的利用轨道交通出行，又

能享受良好的郊野生态环境[10]。

哥本哈根的手指形态规划对当前国内

城镇规划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大的启

示。但相比较其规划价值，更需要关注的是相

关部门几十年来对规划的不懈地执行，以及

政府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协同支持。比如哥本

哈根的城市开发建设要求所有的开发必须集

中在距离轨道交通站点1 km范围内。为保障

规划的落地，政府通过公共交通站点用地开

发的补贴、建筑密度奖励的杠杆等政策来支

持站点周边商业地产的高密度开发，从而间

接保护了指间绿地。

（3）东京——外围自律性都市圈

日本战后东京都的历次规划对同属东亚

文化的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启示。2014年中

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等人在访问东京

后总结出了诸如“注重发挥大城市周边中小

城市的作用”、“轨道交通规划和新城规划相

融合”，以及“30 km新城核心圈”等一系列

实践经验[11]。

在东京的规划经验中，其“自律性都市

圈”的主张强调外围中小城镇自身的自主自

律（图10），从而在大城市的空间格局中能够

保持与中心城区的空间均衡性和自有经济文

化稳定性。这其中既有规模平衡的问题，同时

也有保护外围独立性、差异性，放开地方活力

的含义[12]。

历史上国内一些传统城镇也曾有过类似

自治自律的例子。如早期嘉定治下的南翔安

亭等强镇，大都有过一段因寺成镇或起兴于

草市的非建制镇的经历，并表现出了很强的

地方开拓活力。大城市外围自律性都市圈可

产生一定的离心分量，借此可适当平衡对中

心城资源和政策指导的过度依赖。郊区的发

展一方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一方面也可借

完全具备也不必要。郊区应保护自己的地方特

色。正因如此，那些选址时依托传统古镇的站

点，其上层人文社会缺环在此可得到侧面的缓

和。例如11号线的南翔站和安亭站等，由于站

点新建的综合社区可以借用老城的成熟社会

配套和历史人文资源，因而其SID更有真实感，

更容易为新居民所接受。同时，老城居民在乘

坐轨道交通出行之余，也可在站点综合体内感

受城市前沿的气息。从而使郊区古镇和轨道交

通的交集产生出多元互补性。

2.4　郊区轨交站点规划建设中需要研究的

        问题

通过几年的建成使用，轨道交通郊区型

高密度集约城市综合体也显示出了一些不

足。从项目本身上说，首先受人口频繁流动和

半市场化土地开发模式影响，导致此类居住

综合体的社会配套相对不足。其次，纵向运作

的规划开发容易导致站点综合体的模式化、

商业服务配置的同质化、与中心城区雷同化，

以及缺乏与站点当地环境的协调等。

更主要的问题表现在站点周边地块用地

范围的维护上。其与所处的郊区农田非建设

用地之间理应有明确的边界限定。不然站点

地块就会不断向外复制开发，不断向外摊小

煎饼。将成为现实中另一种大城市无序膨胀

“摊煎饼”现象。

上海一带历史上以田园水乡著称。随着

城市化的急速扩张，犬牙交错下的郊区城—

乡意象主客关系已经易位。郊区的历史风貌

需要政策的保护。对于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地

块开发来说，最重要的是防止郊区古镇和轨

道交通的交集的失衡，自身乡土文化价值的

无谓流失。

2.5　国外成功案例借鉴

（1）新加坡——快速交通系统引导与公

交系统组合

新加坡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了新城

（新镇）结构规划模型，用以指导新镇的发

展建设。该模型是一个土地综合利用与道路

图9   哥本哈根手指状城市战略规划

图10   东京新城轨道交通一体化自律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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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清中叶南翔镇平面图[15]图11   清中叶安亭镇平面图[15]

鉴自己的历史。

3　南翔和安亭古镇规划

3.1  从底层视角看地方古镇历史

在江南地区，市镇大多兴盛于自发形成

的草市镇[13]。市镇以下有大量村落作为乡脚；

其上有连通国内外的民间商业网络。现代轨道

交通与南翔、安亭产生的交集，放在长时段上

看，只是历史上古镇历次兴衰变化的续集。其

间，地理地貌因素也微妙地影响了地方耕作和

商业手工业趋势[14]。明嘉靖年间，地处冈身而

适于植棉的嘉定县借助税赋折银改制，“躬耕

之家，仍纺棉织布，抱布易银，以输正赋而买食

米”[15]。一个多方交易的市场体系由此成形。

南翔和安亭等地也乘势成为了明清时期闻名

的棉花种植和棉布加工销售的专业市镇。

3.2　嘉定区域结构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近代以来，原本依托太湖盆地的水运交通

旧体系逐渐为新型交通所取代；大上海的

兴起则代表了江南区域内部中心的东移。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是否能兼顾本地的稳

定和发展，除了上层规划的作用之外，很

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地历史文化的厚度、

居民的自我认同，以及历史传承风貌保护

的力度。用施坚雅（G. Will iam Skinner，

1925—2008）的区域中心理论来分析可

得出这样一幅图像，即嘉定区域隐约存在

一个中长时段的区域文化深层结构，从而

使其即便处在强力的外部交通场合中仍能

保持相对稳定（图11-图13）。

在今天的嘉定区总体规划和战略规划

中，安亭镇和南翔镇是嘉定区域空间框架

图13   南翔老镇区详细规划（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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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常有活力的“两翼”，一东一西支撑着

嘉定新城的空间形态。

4　结论

上海的肇始和城市发展，与周边小城镇群

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大上海总体结

构层面上看，嘉定区南翔和安亭等江南小城镇

仍是今天的上海城市整体发展必不可少的基

点。对大城市外围郊区城镇层面来说，古镇利

用不仅是着力点，还具有承上启下理顺空间秩

序和发展脉络的重要作用。

归纳起来，处在轨道交通和郊区古镇交集

之中的站点地块开发，其优势有以下3个方面：

其一是良性的项目投资和社会保障的关

系。由于有古镇老城区做依托，有一定的人文

生活气氛、商业成熟度以及历史传承和知名

度，从而在投资和社区氛围形成之间形成了正

循环。

其二调查发现，轨道交通不仅拉近了嘉定

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同时也增强了嘉定区域内

部的联系。嘉定老城和依托古镇商业服务设施

更加齐全的安亭站和南翔站，吸引了相邻居民

借助轨道交通前往，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准地方

中心。

其三是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和小城镇旅游

开发起步较早。嘉定地处高乡，历史上当地的人

们很早就具有了前现代工商业意识[16]。在今天，

这个郊区老城古镇和轨道交通站点的交集，既

保留有向下与村落的传统联系，又有向上与中

心城的现代交通；既有古镇老街的历史风貌，又

有站点新城的商业时尚。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兼

容，表现出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多元共生。

与西方偏重经济地理的区域理论不同，中

国的“区域”概念更接近于一种有历史记忆的

“人文地理”。南翔和安亭等古镇所处的嘉定区

正是这样一个虽经过千年的变迁，但仍保存着

自身相对完整性的文化区域。从规划角度来看，

中心城区和郊区和而不同，郊区古镇过去和将

来都将是其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