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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

浦东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刍论
朱　盛　张永庆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实现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上海市浦东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成立并经历了20多年的开发建设，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缩

影。作为一个全新的、多功能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城区，浦东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紧密相连，研究其城市化发展战略意义

不仅仅在于为其提供新的动力、活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城市化过程对江浙一带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流域的大城市城市化起到的辐射

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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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是一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社会经济物

质和思想演变的过程，其内涵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变农村人

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即城市化的数量过

程;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根本在于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区域产业结

构的不断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

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以及城市

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这是

城市化的质量过程。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浦东

开发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城市化现状的基础，为浦东未来城

市化发展战略提出建议。

一、浦东新区20年来城市化历程概述
原浦东地区，经过20年的开发建设，新区的中心城(外环线以内)

区域已从当初的沿黄浦江南北发展逐渐向东、向南推进，发展规模超

出规划预期。外环线之内的高桥、金桥、高行、张江、北蔡、三林等

镇的集镇建设已基本上与周边街道连成一片，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

化地区，城镇概念日趋弱化。外环线以外的新市镇建设由于受到相关

政策、决策推动(如公共中心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大型居住区建设

等因素)和邻近中心城的区位，建设速度相对较快。处于远郊区的集

镇(如原机场集镇、合庆集镇、孙桥社区)由于缺乏推动力，相对发展

较为缓慢。

浦东开发开放近20年来，在城市建设方面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完善

了上海市中心城的建设，加强了中心城的集聚能量和极核作用。

目前，浦东新区基本形成了“1个中心城+3个新城+若干新市镇”

的城市化体系，在外环内，基本形成了一个蔓延状态的城市中心区，

在外围区域，借助川沙老城和惠南老城，以及临港新城的战略开发，

形成了3个新城；在此基础上，整合镇资源和大型居住区的布局，形

成了若干新市镇。

二、浦东新区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上海市浦东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历经20多年的开发

建设，城市化水平不言而喻，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紧密相

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浦东快速城市化模式。但是，浦东20年来的快

速城市化，也造成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区内功能配套不完善

“三个滞后”(城市功能滞后于产业功能，生活功能落后于生产

功能，社会功能落后于经济功能)所揭示的问题，正是忽视对城市服

务功能与生活氛围的营造，已成为新一轮发展的短板。

2.发展转型的挑战

浦东主要还是一个投资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如何转变为以创

新、管理、科技驱动新型增长方式面临挑战。

3.两区资源整合的难度

两区合并后，带来形态多元、利益主体多元，现代化城区变成城

区、郊区、园区、功能区多种形态的混杂，可能带来对两区合并积极

效应的约束与抵消。

4.区域竞争压力日益增大

浦东发展面临周边地区激烈的竞争，不仅有周边江浙两省城市的

竞争，还面对国内其他如香港、广州、青岛、宁波等。东亚地区日本

的东京、大阪，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的台北、高雄等城

市的竞争。

5.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稳定

随 着 对 外 开 放 日 益 深 入 ， 浦 东 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特 别 是 对 外

贸 易 已 深 深 嵌 入 国 际 经 济 体 系 ， 并 越 来 越 受 到 全 球 市 场 波 动 的

影响。

三、浦东新区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
2009年南汇划入浦东新区，新浦东土地面积由原来的533平方

公里增加至1211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也由原来的81.67万，增加至

252.24万，浦东站在“二次创业”的新起点与20年前浦东开发开放初

期的起点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政府职能、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

都具有更高的基础。笔者认为未来浦东新区城市化发展因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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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公共中心建设为抓手，完善城市功能

公共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是现代大都市功能更新演变的重要表

现，也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支撑空间，更是城市社会进步发展

的象征。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浦东常视为“有区无城”，其中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公共中心体系发育的不完善。浦东的城市化进程从深

度城市化的要求出发，从浦东发展转型和空间地域发展需求考虑，应

优先强化城市公共中心布局，推动城市功能完善。

未来城市发展需要若干个高等级公共中心带动。99年上海市总体

规划提出的“一主四副”中心结构对浦东的发展考虑略显不足。因此

未来浦东的城市发展的基本框架为1个市级中心和4个市级副中心。

1个市级中心：陆家嘴－后世博－花木，与浦西的人民广场—外

滩共同构成全市的市级中心，功能定位为金融贸易、航运服务、旅

游会展、文化休闲中心。主要的考虑一是由于三者的空间位置非常接

近，或沿世纪大道或沿黄浦江；二是相互之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促

进，花木(包括龙阳路)提供行政、文化、会展功能，后世博提供会展

旅游、金融贸易、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功能，因而可以共同构成组合

型市级中心。

这是浦东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成败关键所在，是浦东完成国家战

略，提升上海形象的优先建设重点。

4个市级副中心(新城中心)：外高桥-金桥副中心、张江副中心、

迪士尼-东站副中心，以及南汇新城中心。外高桥－金桥副中心定位

为商务中心、商贸中心，张江副中心定位为科技文化创新中心，迪士

尼－东站副中心定位为旅游、商业商贸服务中心，南汇新城中心定位

为新城的综合性生产和生活服务中心。

将外高桥—金桥、张江定位为副中心，一是由于其自身的区位

条件和区域功能比较适合建设副中心，二是希望能通过副中心建设带

动商业商务的发展，促进三大产业园区的功能转型，三是考虑为外高

桥、金桥和张江的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将迪士尼—东站定位为副中心是在借鉴国内外迪士尼项目和铁路

客站发展的相关经验后，出于对城市长远发展的规划控制的需要，认

为应当提升为市级副中心。

2.强化核心功能，推进中心城区深度城市化

浦东未来中心城区的深度城市化，要为浦东新区强化核心功能积

极拓展发展空间，促进金融、航运、贸易的核心机构和关联要素的集

聚。面对陆家嘴CBD发展容量接近饱和、各类机构入驻的商务成本日

益攀升的双重压力，需要深入研究现有的和未来引进的金融、航运、

贸易机构的成长规律、办公需求、区位选择和租金敏感度，以推进公

共中心体系建设来创造梯度化的商务办公承载空间，形成“一核、两

翼、多点”的核心功能空间布局。“一核”主要位于陆家嘴CBD和世

纪大道两侧地区，在办公空间难以大规模拓展的情况下，通过“腾笼

换鸟”的市场机制来云集最高能级金融航运核心机构。“两翼”是以

陆家嘴CBD为核心，沿黄浦江向南和向北两翼延伸，近期重点建设南

翼的世博A片、B片区、前滩地区和北翼的船厂地区，成为陆家嘴CBD

的功能补充和机构溢出的承载空间。“多点”是由唐镇银行卡产业

园、花木副中心、张江副中心、金桥外高桥副中心组成。银行卡产业

园将集聚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和银行卡数据处理中心，成为金融信息产

业基地。花木副中心将融和花木文化中心、新国际会展中心和龙阳路

商务中心的功能，形成高端会展、总部商务、文化博览、创意设计的

集聚区。张江、金桥、外高桥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在转型发展中增强现

代服务业功能，外高桥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向贸易转型，重点发展

国际贸易和航运服务；金桥依托汽车研发总部基地将向商务转型，建

设生产性服务业高地；张江依托张江中区将向创新转型，形成创新企

业孵化基地、龙头企业总部基地、文化及创意产业基地。

3.加快南汇新城建设，形成城市化“反磁力”极核

临港新城是上海市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主战场，从2004年开始全

面投入建设以来，一直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南汇新城(主

城区)城市的面貌逐渐形成，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居住

岛”、中国航海博物馆等一系列功能设施的建设为营造中心区活力奠

定了良好基础；临港产业区产业格局清晰，被命名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装备制造、航空产业)和两化(信息化、工业化)融合试点

区域。未来，临港地区发展关键在于利用优势资源，着眼国家战略，

抓准发展定位，确定发展策略。

一是坚持以扇面全面开发为原则推进主城区建设，完善、加强城

市功能，保证城市功能的多样性，避免长期保持单一居住功能，形成

卧城。

二是严格控制规划用地，避免与主城区定位不符、层级较低的项

目对用地的侵占。通过低密度住宅及公共高尔夫球场的带动，推进居

住岛之间的楔形绿地的综合建设，避免安全隐患的产生。

三是结合轨道交通站点，落实公共租赁房布局，重点建设人才公

寓，与普通商品房、低密度住宅形成多种住宅类型。

四是合理利用滩涂，在充分保证生态安全的基础上，制定滩涂围

垦计划，并有效衔接建成区与未来开发滩涂的关系。

总之，浦东新区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战略要站在“二次创业”的新

高度之上，将城市化定位为是一项伞局性、战略性、综合性工作，并

拓展到战略谋划、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制度政策等等促进城市持续

发展的各个方面，加速推进浦东新区国际化、现代化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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