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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路名规划编制方法与实践探索
Exploration on the Compilation Method and Practice of Road Name 
Planning in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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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规划是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层面的路名专项规划需要在其编

制阶段同步开展、同步纳入。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控规层面的路名专项规划为基础，探讨路名专项规划的编制，并构建一

套路名规划方法体系。以浦东新区干道以上道路路名为样本，从路名通名和专名两个方面，归纳分析浦东新区的路名命

名规则现状和结构。将路名规划方法体系应用于具体规划实践，结合不同区域规划定位和发展功能，从挖掘和保护历史

文化、体现区域特色、延续区域路名规律、保持路名系统性等不同角度制定路名命名方案。按照浦东新区路名采词整体

空间特征将其划分为3大板块，提出未来路名规划空间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

Road name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urban planning system. The road name special planning at the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level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and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planning stage. Based on the road name special 

planning of the Pudong New Are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road name special planning and builds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thod system. Taking the names of arterial road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as samples, the current road naming 

rule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general rules and proper rules. Combining with road name plann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conduct a road naming scheme in ter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ction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to embod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herit regional road name rules, and maintain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road nam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oad nam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and regional strategies for future road name planning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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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无形地标，承载着人与环境的关

系，蕴含社会记忆，是居民意象不可或缺的元

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各地规划道路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大量路名需

要进行命名。然而当前城市路名规划相对滞后，

缺乏系统的规划方法，科学性和规范性不够，对

经济建设和居民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

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路名规划方法体系，结合

城市历史文化、建设现状和发展规划，对路名进

行规划论证，制定路名命名原则，确定路名规划

主题并提出具有共同社会认知、能够为大众喜

闻乐见、长久使用的路名，是路名规划工作者需

要系统考虑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上海路名的研究以地名历史文化传承

方面的探讨为多，例如张鸿奎[1]研究了移民与上

海地名的变迁；亢娜等[2]运用GIS手段探讨上海

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其成因；丁家骏[3]以上海为

例研究我国传统地名特质及其对当前路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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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吴俊范[4]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研究城

市区片地名的演化机制及其历史记忆功能。综

合来看，对于城市规划层面的路名专项规划方

法体系研究以及相关案例分析相对较少。

本文从路名规划整体性、系统性考虑，结

合上海市浦东新区路名规划实践，探讨路名规

划编制方法体系。并结合规划实例，探讨路名规

划中普遍存在的几种情况，以及如何综合考虑

路名与城市文化、风俗、城市品位之间的相互关

系，提出科学合理的路名方案，对于科学编制路

名规划具有积极的意义。

1   路名规划范畴

根据《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

及《上海市地名管理导则》，路名规划中的城市

道路是指在控规中已确定道路红线，并纳入各

级城市市政道路管理的道路。主要包括：城市道

路系统中的快速道路、主干道路、次干道路和支

路[5]。本文探讨的路名规划为控规层面命名市政

道路名称的规划。

2   路名规划方法及路径

城市路名规划主要分为准备阶段、梳理阶

段、分析阶段和方案阶段4个阶段，同一工作方

法可贯穿多个阶段，进而进行相互修正和完善，

最终完成路名规划方案（见图1）。

 

2.1   资料准备

规划任务确定以后，首先需要进行资料的

收集和准备工作。收集的资料主要有4类：纸质

资料、电子资料、地名查询数据库、相关单位及

专家名单。

纸质资料包括地方志资料、地理历史文献

资料、相关规划等；电子资料作为路名规划工

作文件的基础，力求准确性和时效性，主要包

括规划范围内的道路红线图、电子地图、最新

版的电子地形图等；地名查询数据库等平台类

资料，主要包括各地方地名查询系统等。工作

过程中通过专家咨询及相关部门和单位访谈

获取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其中相关部门和单位

主要包括城市建设、市政、交通、规划、自然资

源、地名等管理部门以及公安局、邮政局、相关

街道/镇等。

2.2   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

建立和维护地名统计数据库是路名规划的

重要工作方法。数据库内容有现状路名数据库和

规划路名数据库，格式上包括矢量地图文件数据

库和图表文件数据库。矢量地图文件数据库建立

之初需要根据不同内容进行分层和编号，以方便

数据的完善和维护；图表文件数据库主要的要素

信息包含道路走向、路名、道路起迄、规划道路红

线宽度、道路长度、路名批复情况等。

2.3   路名查询平台的使用

道路路名查询平台是路名规划的必备工

具。上海市路名查询最常用的是上海市地名管

理信息系统。该系统包含全市所有已批及待审

批城市路名，从中可以进行标准路名、道路起

迄及规划路名同音重名等的查询。浦东新区的

路名基本情况也可以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行政许可结果

公开—地名审批”的路径进行查询。

2.4   实地踏勘与专家咨询

实地踏勘主要考察现状路名使用情况，包

括道路走向是否与规划红线一致、道路门牌的

编制走向、门牌号码使用情况等。专家咨询则贯

穿路名规划的整个过程，梳理阶段地名的历史

由来、地名背后隐含的典故、所传达的文化内涵

等，方案阶段规划地名的采词风格、采词方案，

都离不开各类专家的献计献言。

3   浦东新区路名命名规则与规划实践

城市道路名称遵循“专名+通名”的命名

规则。通名体现道路的类型、共通性和部分特

性，专名则是道路的专用代号。

图1　路名规划方法和路径
Fig.1  The method and route of road name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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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小类 路名举例

地名命名

1.直接引用地名命名 金桥路、昌邑路、长清路、胶南路
2.地名+方位词 浦东南路、浦东北路、康桥东路
3.地名派生 新金桥路、御水路、唐龙路、庆荣路
4.道路连接村镇首字相连 川周公路、川六公路、川南奉公路、老芦公路
5.河道派生路名 北洋泾路、年家浜路

区域功能

6.直接体现区域功能 银城路、港城路、高科路、创业路

7.区域功能内涵延伸

对应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全国制造业企业集聚功能命
名的：金京路、金港路、川桥路
对应外高桥出口贸易区功能命名的：日樱路、意威路、
港华路

方位命名 8.方位命名 江东路、城西路、镇中心路、浦港大道

人名命名 9.直接引用人名命名 张衡路、郭守敬路、哥白尼路、源深路
10.历史人名派生 闻居路、闻居西路

花草树木 11.花草树木命名 白杨路、玉兰路、美人蕉路、橄榄路
自然景观 12.自然景观命名 晨阳路、民秋路、民风路

寓意吉祥及
美好愿望 13.寓意吉祥、美好愿望 永泰路、顺翔路、康安路、祥泰路

历史特色 14.历史特色 观海路、听潮路、下盐路、鹤雷路
诗词佳句 15.诗词佳句 碧云路、层林路、妙香路、玉宇路
时代背景 16.时代背景 世纪大道、世博大道、军民公路、繁荣路

3.1   通名命名规则及现状分析

通常道路命名中，出现的通名主要有3种，

分别为“路”“公路”“大道”。

按照《上海市地名管理导则》中对通名命

名的相关规范，使用“大道”作为通名，必须符

合相应的技术标准：规划红线宽度50 m以上的

主干道（崇明例外）。主干道以下的道路一般以

“路”作为通名。

“公路”则为公路交通体系专用通名。但由

于在城市化进程中，道路性质、管理主体等发生

变化，导致城市道路和公路存在一定重叠，有些

城市道路通名为“公路”，实为城市道路。

例如以浦东新区规划道路红线为基础，结

合现状地形图及实地踏勘，统计浦东新区干道

以上道路共计317条，其中通名“大道”的有

15条，通名“公路”的有26条，其余276条道

路通名为“路”（见表1）。

在使用“大道”作为通名的道路中，浦东新

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达到50 m的道路有9条，符合

通名使用规范。另有6条道路红线宽度在32—45 m

不等，虽不符合通名使用规范，但多因交通通达性

需求和区域对外指位需要而设定（见表2）。

3.2   专名命名规则及结构分析

3.2.1    专名命名分类体系

按照不同的采词方向，将专名命名规则分

为10大类16小类（见表3）。

3.2.2    路名专名命名规则结构分析

对上述317条干道道路专名进行分析，使

用最多的是借用地名，占比为46.7%。其次为依

据区域功能命名和依据方位命名，占比分别为

12.9%和12.0%。依据区域或道路历史特色命

名的比例为7.4%，寓意美好吉祥愿望的比例为

6.2%。另外花草树木、时代背景、诗词佳句、自

然景观、人名命名的道路也有一定的数量，所占

比例在1.9%到3.6%之间（见图2）。

可见，路名命名采词仍以借用地名或者地

名派生为主，这是浦东新区道路命名的传统思

路。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和规划编制的要求，与

控规同步编制的路名规划则注重区域用地性质

和使用功能，着重考虑功能方面的因素，以体现

区域特色，增强区域辨识度。依据方位命名使路

名具有较强的指位性，并在使用中更加方便有

效。路名规划应注重挖掘地区的历史特色、历史

典故及历史渊源，使路名承载更多的历史文化

内涵，并与所在地区在文化上充分融合[6]。

3.3   路名规划案例分析

3.3.1    历史地名的挖掘与保护

浦东新区新场镇相关路名规划充分考虑

当地历史文化特色，使当地的历史文化得以保

护和传承。

新场镇地处原南汇县中西部，成陆于唐

中后期，有着近1 000年的历史，史称“石笋

通名 道路条
（段）数/条 路名举例

大道 15
五洲大道、浦东大道、世纪大道、临港大道、浦港大道、申港大道、海港大道、同
顺大道、龙东大道、世博大道……

公路 26
南芦公路、沪南公路、六奉公路、浦星公路、周祝公路、林海公路、南祝公路、南
团公路、川南奉公路、东港公路……

路 276
双江路、港城路、凌海路、江东路、浦东北路、杨高北路、航津路、洲海路、东靖
路、华川路……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制作。

表1  道路通名举例 

Tab.1  Examples of road general names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红线宽度/m
五洲大道 快速路 80
世纪大道 主干道 80
临港大道 主干道 72
申港大道 主干道 72
龙东大道 主干道 60
两港大道 主干道 60
浦东大道 主干道 50
海港大道 主干道 50
同顺大道 主干道 50
世博大道 次干道 45
机场大道 次干道 45
南港大道 次干道 40
东港大道 次干道 40
滨港大道 次干道 40
浦港大道 主干道 32

表2  通名“大道”道路一览表

Tab.2  List of general names for "Avenu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制作。

表3  路名命名规则分类及路名举例
Tab.3  Classification of naming rules and examples of road nam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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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石笋里”，文化底蕴深厚。新场历来有“笋

山十景”“马鞍水桥石驳岸”“十三牌楼九环龙”

等胜景[7]，驰名江南。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浸润

着这块古老的土地。

规划区域位于镇历史风貌区东侧（见

图3），据《浦东村史》 《南汇县卷》 《新场镇

志》等史籍资料记载，规划所在区域历史上

为新场金建村绣花坡（铺），“顾绣的发源地

在新场，其地位于今千秋桥东约里许的金建

村”。顾绣为上海市民间传统美术，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经过大量考证和走访调研，充分还原了绣

花坡与“顾绣”文化的历史原貌。明嘉靖年间

（1522—1567年），绣花坡有个姓韩的刺绣人

家，世代以刺绣为业。韩家有个姑娘名希孟，自

幼刺绣，而且心灵手巧，学得一手好画。其所绣

花鸟、山水、人物，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其妙绝

一时的“画绣”，成为时尚，连宫廷也知其名。韩

希孟嫁入上海县做官的顾家，成为名贤顾名世

的孙媳妇。后来韩希孟及其教授出来的女性绣

品，一概冠以顾姓。韩希孟的“画绣”一度成为

顾家的“摇钱树”；“顾绣”也成为一块金字招

牌。顾家所处位置在上海市区的露香园路一带，

行更便捷、生态环境更优美、文化氛围更浓厚”

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在科学城范围内的路名规

划中，则紧扣科学城发展目标，分类分片，根据

各控规编制单元的功能定位来制定地名命名主

题，对具体路名采词进行指导（见图4）。

国家实验室单元路名规划中，紧扣“中国

乃至全球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之地、新产业的

培育之地，新型宜居科创功能片区”的功能定

位，探索科学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的叫法，制定

“格物致知”这一路名规划主题，并将“闻”“晓”

等体现做学问多听多想、细致入微、见微知著等

字源用于地名采词，提出博晓路、格晓路、闻晓

因此“顾绣”也称“露香园顾绣”。

规划考虑，若将“顾绣”文化用于路名命名，

为广大百姓使用，则可以将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

重新唤醒。首先提出“顾绣”是否可以直接作

为路名，对这段历史进行记载。但考虑到“顾绣”

虽发源于绣花坡，但成名于露香园。为避免在地

域上引起争议，最大程度地尊重和还原历史，笔

者进一步拜访了上海露香园顾绣研究院的专家，

对新场金建村作为顾绣发源地的历史进行求证，

并征询专家意见。经过详细讨论，结论是顾绣发

源地为浦东新场绣花坡，将“绣花坡”作为地名

更为妥当，路名方案采用绣花坡路能够更加真实

地保护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

3.3.2    分类分片，体现区域特色

张江科学城为叠加3大国家战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国家自由贸易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重点地区。张江科学城目标将发展

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之地，

新产业的培育之地；成为以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和青年创新人才为主，以科创为特色，集创业工

作、生活学习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新型宜

居城区和市级公共中心；成为“科研要素更集

聚、创新创业更活跃、生活服务更完善、交通出

图3  规划区与历史文化风貌核心区的区位关系示意图

Fig.3  The location of the planning area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re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路名命名规则分类结构
Fig.2  The naming rules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road nam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张江科学城分片分类命名路名示意图

Fig.4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oad names of Zhangjiang Science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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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浦东新区路名规划区域差异化策略

道路通名方面，在今后地名规划实践中，应

严格按照《上海市地名管理导则》中规定的技

术标准执行，避免通名不规范造成使用上的混乱。

道路专名方面，采词方向需结合所在区域

进行特定分析。从浦东新区整体空间特征上来

讲，陆家嘴地区及三林镇较多路名采用直接引

用山东省地名命名，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辨识

度。花木地区道路命名多采用花草树木命名。

外高桥、金桥、张江地区则依据用地功能内涵

来延伸道路命名。航头、惠南依据历史文化特

色命名道路较多。临港主城区路名依据花草树

木来命名，西侧临港产业区集中采用伟人诗词

佳句命名道路，南侧海洋高新基地又依据功能

来命名。浦东中部地区大多数集镇则多采用地

名派生或道路连接村镇首字相接来命名道路。

总结近年来路名规划的研究与实践，笔者

认为浦东新区路名规划在空间上可分为3大板

块：北部板块、中部板块和南部板块。对于不同

板块的路名命名，可以参考以下引导。

北部板块主要包含外高桥综合片区、陆家

嘴—世博综合片区、张江—金桥综合片区、曹

路—唐镇综合片区。该板块各区域功能相对明

确，路网命名较为完善，且已形成区域特点鲜明

的采词主题。建议路名规划以延续为主，在充分

结合区域功能和原有道路命名规则的基础上进

行路名采词。

中部板块主要指浦东新区中部城镇群地

区，包含周康航新综合片区、川沙—主题公园

综合片区、惠南综合片区、大团—老港综合片

区。该板块较多区域功能尚未明确，干道系统

路网命名尚有一定空白。板块内包含川沙、新

场、航头等历史文化风貌区，古城、古镇多，历

史悠久，拥有较多历史文化资源，且多数区域

属于农村，相对应的河渠、护塘、村宅、祠堂、

豪门望族等老地名占了很高的比例。建议该

板块道路命名在原有命名规则的基础上，以

挖掘历史文化特色为主要思路，并结合区域

功能命名。

南部板块主要指临港新片区。该片区功能

为城市新城，现有路名规划相对较新，路名特色

路等路名方案。国际医学园区单元是“以医疗

服务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为核心、打造高端医

疗服务平台、建设高科技医疗器械产业基地”

的新型综合性医学园。路名规划中首选与医

疗相关的命名思路，使其既能传承中华传统

医学的文脉，又能与其他区域医疗园区有所

区别，凸显生命主题。结合园区内已有路名的

采词规律，规划中提出采用中草药植物采词

命名，名称选取原则一为人们喜闻乐见，既是

花草植物，又是中药药材；二为百姓熟知，能

够体现医术高明、妙手回春之意。经过反复论

证及推敲，最终确定红景天路、牵牛花路、檀

香路、百合花路、甘草路等命名方案。康桥工

业区南区规划中，路名规划则紧扣“先进制

造业、物联网制造基地的功能定位”，制定“产

业腾达，企业长青”的地名命名主题，确定广

青路、良腾路、良虹路等代表企业发展美好企

盼的路名方案。

结合规划区域的功能定位，分类分片，紧扣

地名命名主题，构建良好的地名命名体系，形成

区域的鲜明特色，增强地名的指位性，是路名规

划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

3.3.3    延续既有地名规律，提高辨识度

在金桥副中心核心区路名方案研究中，充分

考虑区域原有的地名命名规律，使区域地名系统

性更强，增强区域的识别度。金桥副中心核心区

位于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侧，周边板块功能相

对稳定，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名命名风格。分析周

边板块的地名规律有助于确立路名规划的主题。

北侧的金杨新村居住板块，地名采词多以

借用地名（山东地名）为主。例如菏泽路、牟平

路、长岛路、胶东路等。东侧的碧云国际社区板

块，以范仲淹的诗词入地名，反映了该地区优

雅、和谐的人居环境，并采用色彩加植物的方式

命名道路，营造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宜居生态

环境。例如碧云路、明月路、红枫路、黄杨路等。

南侧的张家浜楔形绿地，则采用植物命名道路，

展现区域绿地特性，例如碧桃路、翠柏路、银柳

路、紫竹路等。与规划区域结合最为紧密的金桥

开发区，前身是金桥出口加工区，为1990年批

准成立的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在历史形成过程

中，路名规划结合定位，抓住出口加工区拥有全

国各地的制造业企业这一特色，采用“金”“桥”

二字加全国各地省份简称来命名、其中南北向

是“金+省份简称”，例如：金京路、金穗路、金苏

路等。东西向采用“省份简称+桥”，例如：宁桥

路、鲁桥路、川桥路等（见图5）。

 经过近30年的开发建设，金桥出口加

工区的历史已成为该区域的烙印，保持原有

“金”“桥”作为地名的命名规律，既符合区域定

位，又是对历史的尊重。考虑到地名同音重名、

省份简称资源有限等因素，并结合金桥副中心

“人性化城市+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的城

市设计理念，建议采用与用地功能结合并展现

美好生活的字与金字组合，及省市简称与桥字

结合的地名方案（见图6）。

图6  金桥副中心路名规划方案（讨论稿）示意图
Fig.6  The road name planning scheme of Jinqiao sub-
ce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规划区周边板块地名分析示意图
Fig.5  Analysis of names of surrounding blocks in the 
planning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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