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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Mission and Response to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张  帆    ZHANG Fan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上海大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功能的核心引擎，需要更聚焦发挥特

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更大范围内承载国家战略和要求。上海及近沪地区已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基础，并在经

济、社会联系上日益紧密，针对现有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从提升动能、强化联系、文化共荣、生态共治、制度协同5个维度构

建更高质量一体化的上海大都市圈方案。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which serves as the core engin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needs to focus more on its leading role as a megacity and to carry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requirements on a larger scale. Shanghai and the near-Shanghai region have form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are increasingly clos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To addres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we need to work on five 

dimensions, which are motivation improvement, tie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prosperity, ecological co-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synergy, 

to build a higher-quality integrated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长期以来，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城市群

为主体形态是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主要策略。2014年国家出台的《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推

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

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区

域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推进

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有条件地区积极探

索同城化”，并最终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

对上海大都市圈建设使命与对策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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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都市圈的作用，即“优化城镇化布局和

形态，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

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发展，促进形成都市

圈”。国务院批复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初

步形成了长三角区域、上海大都市圈、节点城

市3个空间层面。在区域协同的新要求下，上海

大都市圈承载了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力、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的历史使命。同时，由于地处长江

三角洲城镇化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

有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特征，这一地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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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策略必然是建立在协同合作的基础

上，各取所长，共同承载全球城市核心功能。

1　建设使命

长三角地区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合作渊

源。当今的上海大都市圈一带是我国著名的鱼

米之乡，历来商业贸易繁荣，加之对外通商口

岸的作用，因而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近代，在资本带动下的工业经济发展孕育

了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著名的苏南模式等。

自古以来，上海大都市圈一带便是地缘相亲、

一衣带水。这里的一体化进程经历了生产制造

的经济网络化、国际资本积聚与辐射形成的资

本网络化、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价值链分工网

络化等多个阶段。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区域协同走向

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承

担更高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习总书记在2018年11月宣布将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作为长

三角核心城市，需要进一步转型发展。一是要

素拓展、全面对接，从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到生

态文化、民生服务、体制机制的全面对接。二是

动能转型、聚焦引擎，聚焦高质量，创新驱动和

金融合作。三是关系转换、优势联动，从同质竞

争，到分工协作、差异化发展。

其次，上海需要在都市圈内承担龙头带

动、开放先行、全面服务的区域作用。在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中，上海承担着

重要使命。一是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代表全

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体现国家核心竞争力，

聚焦5个中心构建功能网络。二是要进行改革

开放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搭建开放平台，作

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形成区域可复制经验。三是

要全面服务好区域发展，搭建区域资源共享平

台，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与服务全球。

最后，上海大都市圈建设需要在更大范

围内协调空间资源承载国家战略。上海大都

市圈建设是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典型样本。《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将都市

圈作为疏解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与周边地区

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同城化地域（图1）。在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背景下，“上海2035”

总体规划首次明确将近沪90分钟同城化区域

作为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功

能地域（图2）。  

2　发展挑战

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基础，但综合竞

争力不强。3大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粤

港澳、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图1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

图2　上海及大都市圈空间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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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3大世界级城市群以6.3%的国土面积集

中了24%的人口，贡献了47%的GDP。其中，尤

其以上海大都市圈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

和人口密度最高。

二是区域经济网络日渐凸显，但创新能

力有待提升。上海大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增强，区域经济网络日渐

凸显。一方面，高等级节点城市联系增强。沪宁

轴、环杭州湾地区形成经济紧密联系区，高等

级城市跨区域联系增强。总部在上海的企业向

外开设分支机构的企业数量是总部在其他城

市、分支在上海的企业数量的5倍，上海在区域

内企业经济联系的龙头地位显现。另一方面，

近沪次级节点城市开始嵌入网络。昆山、无锡、

苏州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度增速明显，近沪区域

联系紧密度增强。此外，嘉善、平湖、溧阳、张家

港等次级专业型节点城市作用开始显现。

三是区域社会网络不断加强，但空间贴

边发展缺乏有序管控。上海市与周边城市的社

会网络联系不断增强（图3），人口日常联系呈

现典型的地域邻近性特征。基于腾讯定位数据

的上海大都市圈人口流动研究显示，昆山、苏

州市辖区、嘉善县、太仓市的首位联系城市均

为上海。数据显示，上海大都市圈的区域社会

网络正由过去的商务圈向商务、生活圈转变。

2016年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地面交通联系呈现

出周末强于工作日、节假日强于非节假日的

特征。

四是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亟需共治共保。

上海大都市圈面临日益严峻的区域生态环境

问题。在土壤方面，环太湖地区、浙江南部地

区、沿江区域存在由重到轻程度不等的土壤污

染问题[1]。在大气方面，2015年长三角25个地

级以上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60.0%—90.8%之

间，平均为72.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由局

部污染转变为区域性、复合型的污染[2]。在水资

图3　近沪城市对接上海具体空间举措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源方面，2015年太湖湖体总体水质处于IV类，

共检测到蓝藻聚集现象91次[3]。除水体污染外，

区域水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3　对策构想

面对国家战略要求，如何构建区域更高质

量一体化的“上海大都市圈方案”？首先需要

明确这样的基本认识：一体化不等于一样化、

高质量不等于高经济、谋发展不等于大开发。

一是动能+：创新先导形成节点城市功能

网络。（1）共建创新驱动平台。大科学设施共

享，科技创新联合攻关，聚焦重点产业和民生

领域，实现协同发展，持续实施具有典型示范

意义的合作项目。（2）打造长三角世界级产

业集群。对标美国硅谷，形成科学的产业生态，

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和纺织服装

领域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

司和产业集群。（3）功能互补。聚焦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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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在都市圈范围内形成金融、制造、科

教、文化创意等专业功能的节点城市网络。

二是联系+：交通网络适应产业结构的变

化。（1）提升门户枢纽功能。依托区域、链接区

域、服务区域。（2）完善城际综合交通网络。提

高城际铁路对5万以上人口城镇、高等级公路

对城镇的覆盖水平。链接国家高铁网络。都

市圈内高等级枢纽服务、高频次商务客流，

依托高铁和城际铁路，实现国家级、区域级

枢纽之间60 min可达。（3）支撑次级节点城

市功能培育。使次级城市群内节点城市之间

30 min可达。

三是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基底构筑民族

文化魅力。浙江的河姆渡文化、上海的崧泽文

化相互影响交融，是长三角地区文化亲缘的象

征。上海大都市圈作为江南文化的起源地，明

清时代就有“江南经济区域”的概念，人口密

集、商贸繁荣、文化繁盛。温文儒雅的吴文化、

激越高亢的越文化、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形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区域文化。（1）打造博采

众长的文化码头。以湖荡生态资源吸引国际文

化艺术与体育赛事，广搭平台弘扬兼容并蓄的

海派文化。（2）形成创新发展的文化源头。实

现对标瑞士日内瓦湖区，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带动文创产业发展。（3）塑造创新精神的迸发

源头。实现生活方式、文化素养、城市治理模式

的全面创新。

四是生态+：山水田林湖的生命共同体体

现生态文明。（1）统一发展理念。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划定区域生态红线。（2）擦亮生

态底色。疏通区域蓝网绿脉，以生态资源本底

形成江南水乡湖荡风光标志地。（3）建立区域

环境治理与补偿机制。联合开展污染治理、应

急处置联动、环境监测、重要信息互联共享等

工作。

五是制度+：以体制机制创新适应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新要求。（1）搭建共治共享平台。

业界共治+专业委员会+合作组织的公共治理

架构。（2）创新区域开发与共享的财税机制。

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土地指标流转、项目税收分

成、生态环境补偿等机制。（3）建立统一的综

张慧，高吉喜，宫继萍，等.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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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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