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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eclining land-based local public finance revenue and

increased demand for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planning strate‐

gies for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These strategies help transform previously mass-

planned and mass-developed industri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large Chinese cities to

spaces that cater to the customized needs of space users. Using Lingang New City

in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and building upon an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y-city rela‐

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diverse spatial needs by examining population profiles and

value preferences and segmentation. This analysi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industries, city functions, and people. By unpacking distinc‐

tive needs of diverse groups of people in terms of their residential choices, commut‐

ing preferenc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the paper proposes refine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Keywords: group profil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customization of spatial needs;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Shanghai

1 产城融合规划的“需求侧”转向

21世纪以来，我国大城市郊区快速城镇化进程具有供给带动增长的鲜明逻辑：地

方政府依托“大手笔”的新城（区）规划—土地开发—产业及地产招商—土地财税—新

开发项目循环，实现了地方财政和市场资本循环累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供给导向的土

地财政发展模式客观上支持了我国大城市郊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日益面临空间产品供给过剩[1]、房地产债务累积[2-3]、产城关系与职住关系失衡[4-5]、社

会空间隔离[6-7]等系统性问题，由此衍生的对新区、新城“产城融合”策略探讨已成为

近年来我国规划研究及实践的重要学术话题。

在全球化波动和新发展格局建构背景下，我国大都市地区空间组织逻辑也开始出现

深刻变化：一方面，产业供应链、创新链集聚的大都市郊区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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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土地财政收缩和产业链创

新语境，探讨我国大城市郊区“产、城”

空间从“规模化供给配套”向“订制化

需求引导”转型的“产城融合”规划优

化框架。具体以上海临港新城地区为例，

在产城关系发展历程回顾基础上，立足

“人群画像—价值分工”，以空间的差异

化需求作为“产、城、人”空间组织关

系优化的切入点，解析不同人群择居—

通勤偏好和产业链组织形成的差异化空

间需求特征，进而提出需求引导的“产

城融合”精细化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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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作用日益凸显，如上海临港新城等逐

渐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生产、研发、物

流链条汇聚的国际竞争力引擎；另一方

面，我国诸多大都市郊区新城产业向大

规模无人化、无灯化模式转型，“产业发

展带动新城人口显著增长”的城镇化传

统认知与我国先进制造业集中的郊区新

城发展的现实情景逐渐脱节。上述地区

往往也因为产业价值链条组织的需要，

在空间上呈现出“板块差异化”特征，

诸如生产制造、研发创新、总部管理和

物流服务等不同价值链从业人群亦表现

出显著差异化的空间需求。随着新时期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框架的确立，无论是

城市存量空间内涵优化还是新城新区外

延拓展，都需要更精细化导向的建设规

划引导。大都市郊区新城在保持人口和

产业吸引力的同时，亦需要通过职住关

系的不断优化和生活配套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兼顾，并适应不

同产业价值链分工及从业人群的差异化

空间需求，进而走向“产、城、人”更

高效协同的可持续发展关系。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达到近 70%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大规模供给导向的土地

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大城市郊区发展

亟须实现空间产品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

转换，即：如何通过有效需求对标和规

划引导，不断降低通勤成本，提高宜居

宜业程度，实现更高效、精细化匹配产

业及人群空间需求的“产城融合”空间

格局，对我国城镇化“下半场”空间高

质量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使

得“产城融合”规划研究被赋予了新的

时代意义和学理价值。

1.1 产城融合规划研究脉络的梳理

回顾近10余年来相关文献，可以梳

理出我国“产城融合”规划研究演变的

阶段性趋势：

（1）“十二五”（2011—2015年）时

期，主要关注“空间转型”语境下“产

城融合”的概念内涵及空间政策。“产城

融合”领域的研究兴起于“十二五”以

来各地新城建设、开发区转型的过程。

这一时期研究主要涉及产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中职住关系、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匹

配、“产城融合”概念内涵的解析[8-10]；
以及立足土地混合集约利用，提出整合

产业和人居功能的“产城融合”空间规

划策略及政策建议等[11-15]。
（2）“十三五”（2016—2020年）时

期，着重探讨“产城融合”新格局建构

及多系统支撑策略。包括：依托合理通

勤尺度建立“产城融合单元”“产城一体

化社区”[16]；强调体制机制及管理权限

设计对新区、新城开发中推进产城融合

的作用并探讨关键指标[17]；基于产业价

值链空间关联带动产城空间一体化的产

城融合支撑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与城市

空间结构同步升级[4]。也有学者[18]从发展

动力、产业、功能、空间多系统探讨开

发区转型的生命周期,提出应从“外部政

策推动”向“内生动力提升”的转变过

程认识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质；此外，手

机定位等新数据在职住空间关系研究中

大量采用，也为产城融合格局建构提供

了新技术工具[19-21]。
（3）“十四五”（2021年至今）以来，

在“人民城市”建设理念下，产城融合

研究较多关注“产、城、人”多系统协

调优化机制。自“十三五”中后期，有

学者[22]开始从人的视角反思产业园区

“重产轻人”问题；有研究[23]注意到产

业、生活功能发展基于不同主导力量和

逻辑，除了关注新区城市功能的发育与

完善外，更应通过政府引导促进“人的

融合”；此外，有研究提出“产、城、

人”等多个系统的协调和联动[24]，通过

多源数据从“人、居、业”叠合视角解

析产城优化的空间特征与策略[25]，以及

基于“人—产”融合发展为导向，与空

间规划工作流程相结合形成空间优化策

略并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26]。

1.2 新语境下的新议题：从空间供给侧

向需求侧

总体而言，规划对“产城融合”研

究演变呼应了我国“以增长为中心”的

快速城镇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

量城镇化转型过程：从开发区转型语境

下开启“产城融合”的概念内涵及空间

政策讨论，到探索“产城融合”新格局

建构及多系统支撑，再到全球产业创新

链重构背景下关注“产、城、人”多系

统协调优化策略，相关研究脉络也随着

时代语境而不断演化。另一方面，尽管

立足人民需求的“产城融合”的规划理

念日益受到重视，但规划对于“产、城、

人”协同的空间组织机制仍缺乏清晰的

研究框架，“为产业提供人居配套”的

“供给侧”规划思路也已经明显制约了精

细化导向下的“产城融合”研究进展和

空间组织规划策略的进一步优化。

事实上，产业生产、研发和城市服

务功能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不同驱动机

制及空间需求[4,23,27]。正是由于不同人群

空间需求偏好与空间活动能力的差异性，

“为融合而融合”反而很可能导致所在地

区产业、人口吸引力下降和公共服务设

施的低效布局。因此，“产城融合”不能

简单理解为向产业地区提供多元城市人

居服务配套的空间供给组织关系，而是

需要充分认识产业价值链分工以及各类

人群择居、通勤出行的空间需求偏好差

异性，并结合产、城空间背后的不同推

动主体动机开展规划引导，方能不断优

化产、城、人多系统关系，实现空间资

源及公共服务设施更精准有效配置。

基于上述判断，“产城融合”规划研

究也需要从土地财政时期关注产、城配

套供给关系的“供给侧”空间生产框架，

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关注产业价值链分工

和各类人群差异化需求引导的“需求侧”

订制服务发展框架转变，这也是本文研

究的主要议题。

2 “产城融合”空间需求框架的

建构思路

“ 空 间 生 产 ”（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亨利·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28]带来的西

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著作。他将

空间解释为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及实践活

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并认为人类社会必

将通过空间的生产走向“完全城镇

化”[29]。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30]

据此提出承载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本身

就像货物一样，已经成为资本循环扩大

再生产的工具，空间也将在“时空压缩”

下从充满异质性走向快速扁平化。

相对于快速资本循环下空间规模化

生产的逻辑，本文探讨的“需求侧”空

间订制框架可以理解为新时期财政收缩

背景下空间产品从“规模化供给”向

“订制化服务”的转型，也呼应了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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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发展从土地财政路径向注重产业创

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路径转换的时

代语境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空间订制

服务”仍延续了“资本循环”作用于空

间扩大再生产的逻辑，是空间组织精细

化、空间产品供给订制化时代对“空间

生产”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和演绎。

相对快速城镇化时期，“订制化服

务”所提供的空间产品能够更为精准、

有效地适应新时代各类人群生产生活的

差异化需求，从而进一步支撑以人民为

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进程。

基于需求侧的“空间订制”研究可

以广泛运用于城市内涵优化、社区规划、

新城建设、开发区转型等规划优化实践，

也蕴含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厚土壤。

本文仅讨论该框架在新时期大都市郊区

“产城融合”研究中的框架建构和规划运

用问题。其中，产业空间有其自身价值

链分工的空间关联组织规律，产业、研

发和人居综合服务配套等空间也有不同

的开发主体和推动机制。因此，研究将

试图在产业链空间组织规律的基础上，

建立以人群差异化需求为基础、涵盖产

业价值链及不同开发主体政策的“产、

城、人”多系统空间协同框架，为新时

期“产城融合”规划策略建构提供新思

路（图1）。具体涵盖：

（1） 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组织

规律

产业价值链是地区产业发展、升级

和产城空间组织的纽带，价值链中的研

发、生产、总部管理等前中后端分工环

节往往具有不同的区位需求，在空间组

织上分别倾向于向科研机构、产业区、

中心城区形成明显聚集关系[31]。有学者

将产业区演化历程划分为要素聚集、产

业主导、创新突破和产城一体的四个主

要阶段[15]，按照价值链专业化分工逻辑

和不同区位需求指引各类产、城、园空

间组织已成为产城融合规划布局的重要

理论指引[4]。
（2）人群类型细分及空间差异化优

化组织逻辑

在既有价值链空间布局基础上，研

究认为新时期大都市郊区新城“产城融

合”研究应从人的空间需求出发，着眼

于开发区转型和新城建设的日常生产及

生活场景建构“以人为中心”的空间订

制框架。首先，细分识别产业链分工逻

辑下空间组织背后的人群类型画像特征；

在此基础上，深入解析产、城关系背后

的各类人群“职—住”空间需求偏好和

能力（如择居、通勤等需求偏好和能力）

的群体性差异。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产、

城、人系统匹配策略，更进一步优化相

应空间组织逻辑。

（3）基于不同开发主体的空间政策

支撑机制

产业园区、研发办公、城区房地产

及商业服务设施开发具有不同的开发主

体和不同的推动逻辑。另一方面，我国

新城、新区普遍设立的管委会（及自持

相关土地的国有一级开发公司）可以从

整体层面，根据产业分工和人群差异化

需求，结合产业导入、人才导入的政策

导向探讨与之匹配的需求订制化空间政

策，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支撑多系统协

同的“产城融合”发展目标。

下文以上海临港新城地区为例，基

于该地区近20年来的产、城、人关系演

化历程，深入解析其人群结构演变及空

间差异化需求的形成过程，进而通过

“人群画像—产业价值链”空间需求订制

框架（图 1），针对该地区新时代“产、

城、人”协同的“产城融合”格局构建

提出规划指引。

3 临港新城产、城、人关系：规

划构想与现实演进

临港（南汇）新城地处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南端、杭州湾北岸的滨海地区，

紧邻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海运码头洋山港，

距离上海市中心约60 km，是上海“十四

五”重点发展的五个新城之一。该地区

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并由市、区两级

国有企业如临港集团、港城集团、临港

投控主导开展一、二级土地开发及产业

投融资运营。

规划建设至今近20年来，该地区从

“以港兴城、产业先导、就地城镇化”到

走向“长三角”相对独立的滨海综合新

城，再到纳入自贸新片区并承载新时代

我国全球治理探索使命，临港新城“产、

城、人”关系也随之不断演化。

3.1 产、城、人关系规划构想（21世

纪初）

临港新城原为上海远郊区域，2004
年该地区人口约 15.2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约2.4万人①，主要集中在泥城、书院、

芦潮港和万祥等四个镇区，其他以农村

人口为主。2004年，临港新城第一轮总

体规划明确了297 km2规划范围内的四个

功能片区， 2020年规划人口83万人。

早期规划对产城关系构想要点包括：

①滴水湖主城区承担先进制造产业的人

居综合配套服务功能，集中承载45万居

民，并明确西北扇面为先行启动组团；

②围绕四个老镇区建设“城市社区”，承

担全部23万动迁安置人居服务功能；③
在主城区北部新建产业和人居功能混合

的综合片区，逐步实现“以港兴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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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临港新城“产、城、人”协同的“产城融合”空间需求订制框架模式图
Fig.1 Framework of space customization through industry-city-people coordination

toward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Lingang New City,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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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带城”。

该规划功能分区、板块化格局有利

于进行分期投资和开发建设，其中主城

区、综合区以及产业区纳入首期建设范

围，但存在板块规模较大、功能相对单

一、产城空间尺度过大、距离中心城区

较远等我国新城建设的典型问题。

3.2 产、城、人关系演化的现实情景

（2004—2021年）

3.2.1 快 速 工 业 化 和 城 镇 化 时 期

（2004—2010年）

“十一五”时期是临港新城地区实现

快速工业化、城镇配套起步阶段，该时

期产城关系表现出产业先导、重大项目

导入和乡村就地城镇化特征[25,32]。2008
年，奉贤园区纳入临港，新城范围进一

步扩大至315 km2。其间，杭州湾北岸产

业先行启动区吸引了大量重型装备与物

流产业落地，与之紧邻的泥城、芦潮港

社区承担了最多的乡村动迁和产业区配

套人口，规模增长迅速。

另一方面，滴水湖主城区人口导入

缓慢。由于距上海市中心超过50 km、距

产业先导区超过20 km，主城区西北扇面

启动区地产项目人气长期不足。为带动

主城区配套，上海市政府在主城区西南

区域建设了临港大学城，并陆续将上海

海事、海洋大学等本科校区迁入，试图

提升人气，并“缝合”产业园区与主城

区的空间组织关系，带动产城一体化发

展。至 2010年，临港新城地区“六普”

常住人口约 23.7万，主城区仅约 1.1万
人，大学城科研教育区约1.7万人，合计

约2.8万人，仅占常住人口的12%。43%
的人口集中在4个“城市社区”，主要为

动迁安置居民。剩余 41%的人口仍分散

居住在外围农村区域，还有约4%居住在

产业区内宿舍。总体而言，该阶段呈现

出快速工业化带动就地城镇化特征，新

城经历了大规模制造业导入和高校植入，

城市社区人口增幅明显，主城区人口导

入相对乏力。

3.2.2 从“综合新城”到“自贸新片

区”（2011—2021年）

2009年，国务院同意原南汇区整体

并入浦东新区。此后的“十二五”到

“十三五”时期，临港新城明确“相对独

立的长三角节点城市、滨海综合新城”

发展定位，空间范围也进一步扩展至

343 km2，“社区+城区”差异化产城配套

关系逐渐形成。尤其随着 2019年中国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设立，

特斯拉、宁德时代等新能源汽车、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

业入驻，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就近居住配

套的需求。与之相应，泥城社区在“十

三五”以来启动了“先租后售”的公租

房建设，在重装备产业区附近逐步建成

200万m2、可容纳约 6.5万人的公租房，

泥城等城市社区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

截至2020年，临港新城“七普”常住人

口达到 34.4万，较“六普”增幅 45%。

常住人口增量主要来自外来非沪籍常住

人口。其中，泥城等 4个城市社区 10年
净增人口达8.2万人，占临港新城地区总

人口 47.8%。与之相对，滴水湖主城区

近一半（总人口 10.3%）为科研教育区

人口，除大学城之外主城区人口增量仅

1.6万人，明显滞后于规划预期。

3.3 人群结构板块化分异演化特征

总体而言，临港新城地区20年的发

展历程体现了快速工业化引领下就近城

镇化的特征，其产、城、人关系与早期

规划构想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区人群结

构上亦逐渐从远郊型结构向综合新城型

人群结构演化，而新城内部人群结构板

块化分异特征日益鲜明。

临港新城地区早期人口以上海远郊

镇、村人群为主。2010年该地区65岁以

上人口比例达 15%，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口比例约8%，在同期上海五个新城

中老龄化程度最高、高学历比重最低。

随着大学城和产业区发展带来的人口规

模化导入，本地区年轻、高学历人群比

例逐渐提升。2010—2020年间，临港新

城从五个新城外来人口比重最低的

29.5%（低于远郊区）提升至50.7%。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比重从 12%提升

至 22%，年轻人和高学历人群比重在五

个主要新城中已处于较高水平。

在临港新城地区内部，2010—2020
年间人群结构的空间分布及演化日益呈

现板块化分异特征（图 2）。其中：集中

多所高校的科研教育片区 （含大学城、

科技城与顶尖科学家社区） 25—44岁青

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明显

高于其他片区；主城区年轻、高知人群

比例亦较高，且出现了14岁以下人群比

例增加的趋势；城市社区虽承载了较多

远郊本地原住民和拆迁安置人群，但增

长最多的是 25—34岁青年适龄劳动人

群，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提升明显；

产业区人群结构演变也较为相似，反映

出由产业发展带来的青年人口正在逐步

优化本地居民为主的人群结构；外围乡

村地区老龄化特征进一步加速。见

图3。

4 临港新城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

及“产城融合”订制策略

4.1 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特征解析

立足临港新城地区产城关系演化进

图2 临港新城地区空间版块
Fig.2 Spatial division of Lingang New City

注：临港新城地区划分成为滴水湖主城区、教育科研区、城市社区、产业区、外围乡村地区等五种空间类型，
上述空间类型具有相对明确的空间边界，内在产业类型和人群结构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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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人群结构板块化分异特征，下文对

各板块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进行深入解

析，进而为制定“产业价值链分工—人

群差异化需求”相匹配的“产城融合”

空间订制规划策略奠定基础。

4.1.1 不同板块人群画像

如上文所述，本地区可以划分为滴

水湖主城区、教育科研片区、产业区、

城市社区、乡村地区等五种类型的空间

板块，上述板块从人群结构到产业链构

成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结合本地区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从人口年龄结

构、教育水平、住房水平、收入水平等

四个维度表达各板块的人群画像特征

（表1），并有针对性地解析不同板块人群

的差异化空间需求。

各板块的人群年龄结构方面，主城

区与产业区 15—45岁青年人口比例最

高，体现为较为年轻的劳动人口结构，

外围乡村区域>65岁人口比例最高，老龄

化程度较突出；在教育水平方面，主城

区、大学城明显高于产业区、城市社区，

外围乡村区域受教育水平较低；住房及

收入水平方面，主城区收入水平相对较

高，城市社区则收入较低，但城市社区

居民就近购买或拥有商品房的比例较高。

而产业区则以租赁住房作为解决居住问

题的主要方式（图 4）。除上述按照“七

普”居住归属识别的板块人口特征外，

研究还注意到相当比例工作日在临港、

周末返回上海市区的“两栖人群”，以及

就业地在临港的且承受单向超过 40 km
的极端通勤人群。通过手机时空定位数

据及人群属性AI标签进行追踪分析，表

明上述人群91.6%为45岁以下的中青年，

且近60%为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中高收

入人群，其中月收入超过1.5万元的比例

约22%。

4.1.2 人群差异化通勤偏好特征

人群差异化职住通勤偏好方面，根

据 2020年手机LBS大数据，共获取涉及

临港地区范围的通勤去重样本共 6.83万
个，其中，内部通勤（OD均在临港）占

50.6%，外部通勤 （O或 D有一方在临

港）占 49.4%。整体通勤距离呈现“内

部短距通勤+外部远距通勤”结合的特

征。其中，通勤距离小于5 km通勤的样

本占 39.9%，大于 30 km 样本也达到

31%，首末两端型特征明显（图 5）。对

外通勤联系中最紧密为浦东其他地区和

奉贤区。

本地区内部空间板块联系中，重装

备产业区与泥城、芦潮港社区，以及奉

贤产业园区与其北部平安社区通勤联系

最紧密，且远大于与滴水湖主城区的通

勤联系。随着重装备产业区范围内公租

房和蓝领宿舍项目的建成，产业区人口

规模从2010年的1万人增长至2020年底

的2.3万人。上述人群高度依赖产业区内

相对固定的就业岗位和邻近的社区配套；

产业区、城市社区居民通勤在5 km内比

例都接近 50%，这也印证了本地区产业

区与城市社区“产+城”配套、就近城镇

化发展路径。见图6。
另一方面，滴水湖主城区主要体现

出与教育科研区、城市社区、外围广大

乡村的通勤联系，且就业吸引量远大于

外出就业量，表明主城区为上述地区提

供了诸多服务型就业岗位。此外，主城

区 1/3以上人群通勤距离超过 30 km，近

1/5的极端通勤人群日常通勤距离超过

50 km，往返通勤距离超过 100 km。其

中，浦东张江、祝桥等是主城区居民外

图3 2010—2020年各片区与受教育水平分异（左）人群年龄结构（右）
Fig.3 Educational level(left)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right) of each spatial division between 2010 and 2020

表1 不同类型空间人群画像评价指标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social groups in different spatial divisions

维度

年龄结构

教育水平

住房水平

收入水平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表征指标

15岁以下少儿比例 / %
25—45岁青年劳动力比例 / %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 %

小学及以下比例 / %
大专以上比例 / %

租赁商品房及廉租房比例

购买商品房及二手房比例

<8000元月收入人群比例 / %
>15 000元月收入人群比例 / %

数据来源：年龄、教育、住房数据来自临港新城地区第七次人口普查 （2020年），收入水平来自手机LBS收入
画像数据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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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勤集中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惠南镇

等外围地区居民就业。紧邻滴水湖主城

区但空间板块和人群结构相对独立的教

育科研区聚集了多所大学和科技产业园，

其人口规模与滴水湖主城区基本相当，

常住人群以在读大学生和毕业生为主，

学习、生活和工作近域混合，集中于中

短距离 （3—10 km） 的日常通勤。见

图7。
4.1.3 各板块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解析

结合各片区人群画像特征、职住通

勤分布反映的“产、城”配套关系日常

空间活动偏好差异，可以对临港新城地

区各空间板块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进行

提炼。

滴水湖主城区是典型的外来人口导

入区域，呈现人群受教育水平、收入水

平、极端通勤比例“三高”特征。经深

入访谈发现，上述人群按照职、住关系

可识别出两类特定空间需求的“两栖”

人群：一类是在市区居住、滴水湖主城

区就业的人群，主要包括临港地区公务

员、企事业单位管理层、高校教师等，

此类就业人群往往追求市区的高品质居

住和公服配套条件，或因为家庭原因而

选择长距离通勤；另一类是居住在滴水

湖主城区、前往市区就业的人群，上述

常住人群年轻化程度高、往往从事 IT等
科创研发和生产性服务业，但临港新城

地区与之匹配就业岗位供给较为有限，

该类人群主要向浦东张江科学城等重要

科创聚集区通勤就业。教育科研区年轻

人群特定空间需求主要为消费水平相对

较低、网红特色的美食街等消费休闲空

间，此外各大学也有“产学研”外溢孵

化的空间需求。如何针对上述特定人群

提供就近择居、就业选择和相应配套需

求，提供精细化的空间产品，是本地区

“产城融合”规划策略需要探讨的重要

议题。

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驱动下的

“产业区+城市社区”就近配套的城镇化

模式是本地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

重要既有路径。镇区居民、动迁居民和

制造业蓝领人群在较短时间形成规模效

应，让五个城市社区人口在 2010—2020
年间从 10.2万人迅速增长至 16.4万人，

人口规模远超过滴水湖主城区，并进一

步带动了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市场配套，

并为周边乡村地区老龄人口提供了就近

公共服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产业区

蓝领人群生活轨迹相对单一，倾向于利

用班车中短距离（2.5—5 km）范围内通

勤，长距离出行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强。

结合临港新城地区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

升级趋势，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带动蓝领

人口大规模聚集的模式正逐渐成为历史。

未来该地区仍要进一步提升完善城市社

区配套水平，但不宜过于追求产业用地

的开发强度和配套比例。同时，也要着

重关注日常往来与上海市中心和产业区

的技术研发和高级管理人才需求，针对

此类人群更高标准的择居要求和更强的

个体通勤活动能力，在滴水湖主城区形

成定制化的居住空间配给，从而强化产

业区与主城区的关联，构建新时期的

“产、城”联动关系。

4.2 空间需求侧导向的“产城融合”规

图4 五个主要板块人群画像特征
Fig.4 Features of social groups in five major spatial divisions

图5 2020年临港总体通勤联系距离分布图
Fig.5 Analysis of commuting distance of Lingang (2020)

数据来源：手机LBS收入画像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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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订制策略

下文结合本地区“产城融合”总体

框架，更进一步系统探讨基于产业价值

链分工和人群差异化需求的“产城融合”

策略。

4.2.1 总体层面：临港新城地区“产城

融合”空间需求引导框架

空间需求侧导向的“产城融合”规

划订制策略首先须立足上位规划及临港

新城地区整体层面的规划引导，通过

“产—城—人”空间精细化匹配、差异化

协作的空间组合策略实现地区整体发展

的战略目标，避免项目导向的分散决策

而走向空间分治状态。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将临

港新城确定为综合性全球城市，作为大

都市圈第一圈层产城融合型的自由贸易

港城 。《临港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

（2020—2035年）》亦将本地区定位为支

撑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节点，是承载

上海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趋势视角来看，临港新城地区“产城

融合”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应当是实现自

身的“产城融合”，系统解决目前存在的

大量长距离通勤、钟摆式交通、周末人

气下降等职住不平衡问题。因此，打造

综合性独立新城，提升根植性、融合性

应当成为临港新城“产城融合”规划策

略建构的首要任务。

作为一座发展建设 20年的郊区新

城，临港新城日益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高地，但本地区综合性全球

城市功能仍有待提升，尤其是自贸新片

区政策红利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的开放经济功能有待培育，诸如跨境金

融、贸易、航运、优质专业服务、创新

策源功能有待加强，高等级公共服务设

施仍待完善，方能有效匹配人才的多元

空间需求、提高人才吸引力。另一方面，

临港新城地区规划初期的大尺度单一功

能板块加剧了长距离通勤。在就近配套

城镇化逻辑下，滴水湖主城区与科研教

育区、产业区与城市社区等主要板块根

据生产、研发、物流、管理服务等产业

价值链分工形成“研发+服务”、“生产+
配套”的空间板块化布局特征。但随着

新片区进一步发展，本地区制造与研发

融合、生产与生活融合是空间组织的可

见趋势。从“六普”到“七普”数据也

表明，临港新城各板块间的“产、城、

人”互动关系愈发紧密，本地区“产城

融合”空间策略既需要满足产业价值链

分工和不同人群差异化空间需求，也需

要进一步促进不同板块间功能有效联动、

强化空间发展的组合效应。

为此，规划要在整体层面积极发挥

制造业集聚效应，围绕重点产业补全产

业价值链环节、强化“产—城—人”空

间关系在本地区的根植性②。相应策略包

括：加快形成以装备产业区、奉贤园区

为依托的制造业基地，以洋山综合保税

区为依托的国际供应链等跨境综合服务

基地，以主城区为依托的现代服务和科

研创新中心，将产业链中的制造—研

发—服务等价值链上下游联系，并将价

值链分工关系投射为各个功能板块之间

的“产—城—人”联系。以新能源汽车

产业为例，目前产业片区已初步形成了

整车拼装、汽车零部件制造及新能源电

池研发制造业态；科研教育区形成了智

能网联汽车系统开发、软件集成、车规

级芯片研发业态；主城区形成了总部经

济以及金融、法律等服务机构汇聚的价

值链分工格局，从而在临港新城地区进

一步强化板块间“产—城—人”紧密关

联和空间的根植性。

此外，规划还须进一步提升对外交

通服务水平和内部组团交通联络效率。

临港新城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国际

枢纽门户，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

机场可形成连接海空国际枢纽的对外开

放门户。规划通过加快建设两港快线，

快速连接临港新城与浦东国际机场、上

海东站，充分发挥上海面向亚太的航空

枢纽功能。通过巩固和提升洋山深水港

口岸服务功能，辐射长三角和长江经济

带腹地。加快建设南枫线、浦南线等市

域轨道交通线路，将新城与中心城的通

勤时间从2 h缩短至30 min，提升新城在

全市范围内的居住和就业人口吸引力。

在新城内部，通过建设中运量公共交通、

园区定制班车等内部交通网络，强化形

成各组团间15 min可达的近距离通勤圈，

为新城内部职住流动打通“最后一

公里”。

4.2.2 滴水湖主城区—科研教育区空间

需求定制策略

滴水湖主城区规划定位与上海中心

城区形成优势互补，以强化全球资源的

配置能力，是本地区自贸、开放服务的

功能核心，规划定位为新型贸易、跨境

金融、总部经济、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

务业中心。科研教育区作为高等教育、

高新科技研发孵化的转化平台，是本地

图6 临港地区各板块通勤OD联系分布图
Fig.6 OD analysis of different spatial divisions in Lingang

数据来源：手机LBS收入画像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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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研发孵化、试验等产业价值链前端资

源最集中的区域，并呈现年轻化大学生

群体为主体的人群结构。随着现代服务

和研发教育产业的导入，上述板块在规

划64万常住人口基础上，预计吸引就业

30万人。从现状来看，上述板块现状高

学历、高收入人群日常极端通勤特征显

著，职住“两栖”现象明显，现状就业

岗位与配套水平之间仍存在能级错位。

为此，空间需求侧定制策略需要强

化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对核心

区的功能支撑作用。主城区人口导入缓

慢的主要原因是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现代

服务业功能，仅依靠产业区人口的居住

需求外溢难以支撑主城区的规模。为此，

主城区内规划设置了新城的中央活动区。

该地区定制化规划策略需要对标全球城

市建设标准，加快导入相应能级的文化

博览、休闲娱乐、创意创新设施，塑造

“中央活动区—地区中心—社区中心”的

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加强对城市社区、

产业片区的人口吸引力。强化生产性服

务业人群服务方面，着重在滴水湖主城

区强调“以城引人，以人带产”（图 8），

主要包括：依托两港快线枢纽区域、环

湖一环带区域集中导入现代服务业产业，

其中两港快线枢纽区域打造集国际中转、

免税购物、休闲娱乐一体的复合功能枢

纽，环湖金融湾区域打造跨境金融、跨

境贸易、专业服务一体的总部办公，通

过布局现代服务—先进制造之间的产业

联系，强化主城区与产业区之间的功能

互动；建设对标浦东碧云社区的滴水湖

国际社区，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公共服务

功能，逐渐将主城区的部分高收入、高

学历就业两栖通勤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

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区域，引入高品质、

特色目的地型高能级服务项目，如加快

建设结合16号线的全球最大室内冰雪综

合体“冰雪之星”。拓宽国际资本和经验

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主城区范围内加快

引入博物馆、图书馆、演艺中心、体育

馆等市区级文体设施，同时引入国际医

院、国际学校等特色资源，实现片区吸

引国际化高端人才的目标。

在强化科研高校人群服务方面，着

重在教育科研区强调 “以城育产，以产

留人”，主要包括：聚焦初创企业、高校

人群的配套需求，在原有大学城基础上

加强产教融合，建设国家实验室，吸引

企业研发总部、创新中心、科技研发及

转化平台落地，以多样化的孵化空间与

公共实验室提升基础策源能力；提供适

应青年科学家、学科领头人、企业研发

人员的多样化住宅产品和创客空间，加

快建设顶尖科学家社区” ，构建创新源

头“最先一公里”与产业化“最后一公

里”对接的人才蓄水池，形成产业园区、

大学校区、居住社区“三区融合”的产

图7 滴水湖主城区（上）、装备产业园区（中）、城市社区（下）人群通勤距离分布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distance: Dishui Lake downtown (top), Equipment Industrial Park (middle)

and urban community (bottom)
数据来源：手机LBS收入画像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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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融合发展格局。

4.2.3 产业区+城市社区空间需求定制

策略

产业区是临港新城地区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先进制造业的生产和研发集聚区，

也是本地区近20年来人口增长的重要引

擎。城市社区以邻近产业区的原有老镇

区为依托，逐渐形成了产业区+城市社区

就近配套的“产城融合”既有路径。上

述地区的产业+人居就近配套模式在实践

中兼顾了产业人口导入和安置本地居民

的双重作用，并显著提升了该地区人居

配套设施服务水平。随着片区生产模式

进一步向智能制造演进，产业区蓝领就

业岗位比例正逐步下降、高技术和管理

人群比重显著增加，制造业带动城镇化

发展基本逻辑转变和相应人居结构演化

也对产、城配套的模式提出了新需求。

产业区—城市社区“产城融合”空

间需求定制策略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

特殊综合保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货

运集散枢纽等功能，同时结合制造业生

产链无人化、无灯化工艺下单位面积用

工规模下降趋势，将重型装备企业内部

宿舍、食堂分散配套模式逐步转变为园

区平台集中配套中心模式。注重增配文

化体育等休闲设施，嵌入创新服务和生

活服务带、集中建设蓝领公寓等项目，

提升产业区用地内部功能的混合性，形

成 50 km2产业园区“产研一体、产城互

动”新格局；城市社区方面，利用轨道

交通站点升级现有社区服务中心，为蓝

领工人、技术研发人员提供更为完善的

城镇生活服务。同时创造更多适应原住

民和周边乡村地区人群的服务业就业机

会，增强产业导入人群与本地城乡原住

民人群的社会网络关联。

4.2.4 “产城融合”空间需求定制策略

的协同支持机制

“以港兴产、以产兴城”曾是临港新

城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的早期理念，

为此分别成立了产业区和新城管委会，

后经历浦东—南汇区划调整、两个管委

会合并形成了由“临港自贸新片区管委

会”统一的行政管理的模式。由于市场

力量进入产业、人居配套项目具有分散

决策特征，新片区管委会需要从源头上

协调好人口导入速度、结构、配套设施

落地节奏以及土地开发进度之间关系，

尤其需要在管理体制上强化管委会、区、

镇三级政府主体协同及多级财政支持

机制。

面对“十四五”以来先进制造业发

展对研发管理人群需求增加的趋势，管

委会需要在财政要素供给和改革自主权

基础上，针对战略性产业发展需求建立

更为特殊的人才政策试点，进一步提升

本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导向下目标人群吸

引力。2023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

保障“五个新城”建设的决定》，明确进

一步加大放权赋能，制定差异化的新城

人口导入和人才引进政策，加大新城对

紧缺急需人才、优秀青年人才、高技能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拓宽海外人才

引进渠道，已出台的五大新城人口政策

相较全市主要体现在“居转户”、落户加

分、应届毕业生及人才引进方面。临港

新城作为年轻的新城，发展起步最晚，

相对中心城更远，产业发展和人口吸引

也需要更具针对性、倾斜性的政策扶持，

尤其应在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研发创新

培育孵化、优质青年人才吸引方面，可

从重点产业财政扶持、临港户口制度、

临港限购制度等方面尝试创新。

5 结论和展望

本文基于新时期我国大城市郊区城

镇化逻辑及产业价值链发展、人群结构

变化趋势，深入解析了上海临港新城地

区“产城融合”发展阶段内在“产、城、

人”关系演化特征、人群画像特征及其

对空间产品的差异化需求机制。通过

“产业价值链分工”和“人群差异化需

求”两个主要维度，建构了从供给侧向

需求侧转换的“产、城、人”空间协同

组织框架。该框架可以理解为新时期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空间产品从

“规模化生产”供给侧向“定制化服务”

需求侧引导的转换，有助于更为精准、

有效地匹配我国郊区新城产业价值链分

图8 主城区、科研教育区重点设施及对外交通布局
Fig.8 Key facilities and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facility layout i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area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N

/

�����	����

117



2024年第 3期 总第 283期

工和各类人群的差异化需求，进而提出

与之适应的“产城融合”空间定制及规

划引导策略，推动郊区新城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

“空间需求侧”的规划定制引导研究

可以广泛运用于“后土地财政”时代需

求导向的城市内涵优化、社区规划、新

城建设、开发区转型等规划优化实践，

同时也蕴含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厚土

壤。本文仅讨论该框架在新时期大都市

郊区“产城融合”研究中的框架建构和

规划运用问题。事实上，在人民城市建

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下，无论是城

市内涵优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打造还

是新城新区开发转型等现实场景，都可

以立足产业价值链分工和人群差异化需

求展开相应的演绎探讨。例如，面对不

同地区、不同人群年龄结构的“15分钟

生活圈”应有不同的设施类型、规模和

密度，在空间布局模式上亦需要体现出

面向人群需求的差异。“一刀切”“找半

径、画圆圈”式地构建“完整社区”不

仅是对“全龄友好”社区的误解，并可

能在大规模城市更新投资潮中带来新一

轮的公共财政的巨大浪费。本文对空间

需求定制引导规划框架及相关话题的探

讨仅仅是一个开端，相关领域与社会学、

产业经济、城市大模型结合有望成为空

间规划与城市更新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

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赵民教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天然教授级高工以及匿名评阅人对本

文的指导及帮助，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上海市临港新城总体规划

（2003—2020年）》。

② 根据临港新城“十四五”规划，至 2025

年末，将形成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高

端装备制造3个千亿元产业集群，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多个百亿元产

业集群，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2023年产

值已突破3000亿元。在主导产业规模扩

张的同时，加快重点产业在各空间板块的

价值链分工布局，形成完整的产业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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