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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New Urban Area Planning Based on Jobs-
Housing Spatial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qiao Unit Plan
DOU Yin, ZHANG Shangwu

Abstract: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jobs and housing often poses significant chal‐

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areas. Evaluating spatial performance is cru‐

cial for refining planning methodologies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lan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Hongqiao Unit Plan as a case, employing sce‐

nario simulation methods and multi-source data to investigate factors influencing jobs-

housing spatial performance. Baseline, target, and extreme scenarios are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spatial performance outcom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di‐

cators like jobs-housing ratio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considered in the plan and

that the employment indicator may be breached in the future. These results under‐

score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a sus‐

tainable jobs-housing balance through dynamic adjustment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offer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recommendations while propos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scenario simulation.

Keywords: Hongqiao Business District; spatial performance; multiple scenario simula‐

tion, plan evaluation; jobs-housing balance; new urban area

1 研究缘起与相关研究综述

1.1 研究缘起

规划方案是针对一个地区未来发展做出的空间布局安排，由于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

性[1]，因此对方案本身进行评价是保障规划科学性的基础，也是提高规划实施性的必要

举措。规划需要预见、评估和解决不确定性，避免方案编制的路径依赖，改进规划编制

中的布局方案分析和评价技术，并考虑方案实施的时间维度，才能成为适应性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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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职住失衡往往是新区开发过程

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基于职住空间绩效

开展规划方案评价对于优化新区规划方

法及规划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虹桥主

城片区单元规划方案为研究对象，通过

多源数据分析得到影响其职住空间绩效

的因素，以此设定基准情景、目标情景

和极端情景，比较多情景模拟结果并对

方案进行评价。发现方案对职住比等关

键问题考虑不足，就业岗位等指标未来

可能被突破，方案对职住要素的规模调

节、职住空间组织和动态适应的安排仍

有待完善。从空间维度和政策维度提出

规划优化策略和实施建议，并提出基于

职住空间绩效情景模拟方法的规划方案

评价的方法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 虹桥商务区；空间绩效；多情

景模拟；规划方案评价；职住平衡；新

城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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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城新区作为城市空间扩张的主

要载体，其建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突出，

以往的静态蓝图式规划难以适应动态的

发展环境，导致规划编制与实施常常出

现脱节，出现“无规可依”“有规不依”

等问题[2]。新城新区普遍存在的职住失衡

问题正是动态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与静

态的规划方案之间矛盾的体现，尽管职

住平衡、产城融合等理念随之被提出，

要实现这些规划愿景，还需要提高对城

市空间特征和运行过程的解析能力[3]，在

研究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预判规划实

施可能出现的空间与社会问题，对规划

方案进行评价及优化以提高其可操作性

和权威性。虹桥主城片区因特殊的地理

区位和交通条件，兼具商务区、副中心、

交通枢纽等多重定位，职住失衡问题日

益突出，并且仍处于大规模开发过程之

中，因此选择《上海市虹桥主城片区单

元规划》（以下简称“虹桥 2035 规

划”） [4]开展评价，可为虹桥主城片区以

及相似案例未来的建设与优化提供参考。

1.2 相关研究综述

城市规划评价分为城市规划方案评

价（plan evaluation）和城市规划实施评

估（planning evaluation）。前者关注的是

规划内容，用于证明规划的有效性、改

进规划过程以及提高规划质量，例如基

于文本分析对规划质量进行评价[5-7]以及

基于决策理论对规划实施手段和逻辑进

行评价等[8]；后者关注的是规划过程和规

划实践，针对的是规划执行效果，对虹

桥 2035规划的实施评估也已开展[9]。与

规划实施评估属于事后评估不同，规划

方案评价属于事前评估，有效的方案评

价可以避免实施过程中频繁改动带来的

不必要的“矫正”成本[10]。国外的规划

方案评价更多聚焦于规划决策的程序合

理性以及公众参与在其中的作用[11]，而

我国更加注重规划的空间效应和影响的

评价。但静态的规划难以导控各类空间

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基于显性的

指标规范对规划进行评价显然不足以评

判隐性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适配情况，进

而使得规划难以科学指导空间布局的调

整过程。为了衡量规划方案实施后所产

生的空间影响，通常使用绩效 （perfor⁃
mance）衡量城市空间结构组织和运行的

效率和综合成效[12]，目前研究主要集中

于城市结构、职住空间、交通通勤等方

面，例如“空间结构绩效”[13-15]、“交通

绩效”[16]、“通勤绩效”[17]。
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对

空间结构的形成及运转效率的发挥具有

决定性作用。一般认为职住平衡（jobs-
housing balance） 可以有效缩短通勤距

离、减少通勤时间[18]，影响要素包括居

住和就业岗位的规模及分布、道路交通

设施服务水平、用地开发功能强度以及

交通政策管理等，需从数量均衡和质量

匹配两个层面来衡量[19-20]。虽已有一些

新城新区将“推动职住平衡”写入规划

目标，但多数仍停留在数量均衡上，忽

视对通勤活动规律和空间政策调节的研

究，往往收效甚微。且新城新区的规划

建设具有过程性[21]，在建设期职住关系

往往难以实现平衡，需要科学合理的规

划以及适配的空间政策引导。虹桥主城

片区的交通问题和职住失衡问题已十分

突出，提高职住平衡水平已是目前较为

迫切的现实问题。理想的规划目标是在

特定的空间资源条件下，基于合理的

“职—住—流”要素的静态布局以及动态

运行组织，实现功能多中心的空间结构，

从而使经济活动高效组织和运行[14]。
城市的未来发展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情景（scenario）分析作为主动应对不确

定性的分析工具[22]，被认为是处理复杂

性的最合适的空间规划形式[23]，将情景

模拟用于评价规划方案成为近年来极具

探索价值的领域[24-25]。已有研究[26-27]采用

人群行为多情景模拟的方法对世博园、

科技城等规划方案进行评价，通过测度

规划方案在不同情景下产生的空间结果

并寻求最优绩效下的空间优化路径，为

规划的结构调整和设施布局优化提供支

撑，对更大范围的新城新区规划的研究

还有待深化。模拟是规划的本质过程，

规划又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

含反复的“模拟—评价—优化”[28]，若

规划经过情景模拟分析后得出的绩效不

能充分指导规划目标的实现，则有必要

根据偏差调整完善规划方案。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基于职住空间

绩效视角使用情景模拟方法对新区规划

方案进行评价，并将职住空间绩效定义

为：以职住要素和通勤活动为核心的城

市空间组织和运行的综合成效，是对职

住要素的静态分布、通勤活动的动态联

系以及整体结构的稳定与匹配的综合

表征。

1.3 小结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规划方案的职住

空间绩效进行情景模拟，以评价规划方

案的科学合理性，并探求其应对不确定

性的优化策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建立

基于职住空间绩效的规划方案评价及优

化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①分析研

究对象并解读方案内容，得出突出存在

的问题和后续方案评价的主要导向；②
通过回归模型得到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

以设定情景条件，通过模拟方法对多情

景下规划实施的空间绩效进行评估；③
对多情景模拟结果的特点、问题及其所

需的支撑条件进行评价；④提出当前规

划方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考虑不足的

方面，从空间要素布局、规划实施政策

和发展时序上提出优化建议。

研究数据包括规划文本和图纸资料、

手机信令数据、用地数据、道路交通数

据等。规划资料数据为虹桥2035规划中

的相关指标以及土地使用规划图、开发

强度规划图等图纸；手机信令数据采用

的是中国联通智慧足迹平台提供的 2020
年 11月份上海市通勤OD信令数据，以

居委会为统计单元；土地建筑数据包括

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和建

筑轮廓数据；道路交通地图数据来源为

open street map（以下简称OSM）。

2 规划方案及职住空间特征

2.1 规划方案内容解读

虹桥主城片区位于上海西部，2009
年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成立，最初定

位为现代化商务区，后被《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年）》确定为四

个主城片区之一[29]，自 2012年开发建设

指挥部成立并开工建设核心区项目至今

已有十余年。见图1。
本研究以虹桥2035规划中确定的布

局方案为对象（图2），该规划于2020年
正式公布，依据行政区划划分为核心区、

机场片区、东虹桥、西虹桥、南虹桥和

北虹桥等6个片区，总面积为88 km²，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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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1+3+N”的三级中心体系和多个

特定政策区。研究主要涉及的规划图纸

包括其中的空间结构、中心体系、土地

使用、特定政策区、开发强度、道路系

统等。研究单元为居委会，共计80个。

规划的常住人口为45万人（注：这

一指标在2017年即已达到[30]），预测就业

人口70—75万人，建筑总量控制在4940
万m²以内，其中，住宅建筑规模约1831
万m²，商业商务办公建筑规模约1582万
m²。上述指标多是由上海2035规划等上

位规划管控的，与虹桥主城片区的适配

度以及指标制定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一

步检视和研判。

2.2 职住空间特征与问题

使用手机信令数据建模分析虹桥主

城片区通勤模式，得出其在职住方面存

在以下特征和问题：职住比①为1.29，表

明以就业功能为主，不同单元职住比有

较大差异，核心区可达到 7以上；通勤

的主要来源地为西部，通勤潮汐比②为
0.69，表明以外来就业为主；外出和外

来通勤规模均较大，因而职住错配问题

严重，导致平均通勤距离过长，本地就

业比为 36%，就近就业③的居民仅占

14.5%，就业岗位主要集中于核心区和临

空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临空”），居

住集中于西虹桥和北虹桥。作为上海主

要的对外交通枢纽，虹桥枢纽运行饱和

且仍有增长趋势，这使虹桥主城片区面

临枢纽客流、通勤客流、会展商务客流

和商业生活出行客流的多重叠加[31]，面

临的交通问题已较为严峻。总体而言，

其问题可归纳为职住要素的量质供需不

匹配，交通服务供给与出行活动需求的

协同度不高，规划布局难以应对未来职

住关系发展。

3 基于职住空间绩效的情景模拟

与比较

3.1 职住空间绩效影响变量的确定

引力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出行量分布

预测，以此构建各单元间的通勤OD矩

阵，并在ArcGIS中按照就业地汇总映射

到各单元上，得出各单元的通勤引力值

分布[32]。使用回归分析作为研究影响因

素的方法，在空间绩效的影响因素指标

图1 虹桥主城片区管辖区域及本规划范围图［4］

Fig.1 The jurisdiction of Hongqiao Unit and the planning area map

图2 虹桥2035 土地使用规划图［4］

Fig.2 Land use plan in Hongqiao Uni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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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上，突出对就业岗位的集聚效应、

土地利用的集约紧凑、公共交通的服务

水平等经济、环境、社会视角的考虑，

从经济活动强度、用地集约度、路网效

率、公共交通覆盖率和职住通勤状况等5
个方面选取了10项指标，构建分析职住

空间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的指标体系（表

1），以此作为自变量。由于通勤引力值

既反映了就业中心岗位对居住人口的吸

引程度，也能用以衡量规划方案多中心

结构的实现程度，是职住匹配程度、运

行效率及稳定状况的综合反映，因此以

各单元通勤引力值为因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容积

率 （S3）、职住比 （C1） 与就近就业比

（C2）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模型的拟

合优度（R²）为 0.854，说明拟合效果较

好，有较强的解释性。由于虹桥2035规
划的开发强度是已经确定的，因而职住

比（C1）和就近就业比（C2）将成为情

景分析中主要调整的变量。职住比指标

为就业岗位与居住的数量比例，就近就

业比为5 km内通勤的占比，前者表征静

态的职住数量比例，后者表征动态的通

勤指标。

3.2 多情景的考虑因素及设定逻辑

虹桥2035规划仅设定了职住相关要

素的规模总量与空间分布，而这些要素

的组织关系将决定规划的实施成效，需

要设定不同情景来探究不同路径传导的

结果。考虑到虹桥主城片区以商务功能

为主导，就业岗位总量的保障是实现其

发展定位的首要因素，因而以规划的就

业岗位总数为约束变量，依据不同职住

情景的参数构建通勤引力模型，模拟多

情景下就业岗位分布带来的居住空间需

求及职住空间分布结构。见图3。
多情景设定基于以下逻辑推演：延

续现状的条件发展得到基准情景，虹桥

2035规划设定为目标情景，在某些条件

发展超出预期后得到极端情景。在设定

各情景的参数时体现以下原则：尽可能

提高职住平衡水平，促进就业多中心结

构的形成，分流枢纽和核心区压力，匹

配以相适应的交通和住房体系，引导新

的通勤交通流向通道等。在调整职住比

和就近就业比两个自变量的同时，需在

有限条件内尽可能实现更高的职住平衡，

使通勤空间结构模式趋于均衡，以此为

依据进行整体和各单元的参数设定。

此外，由于比较的是各情景之间的

相对优劣，且由于建模存在难度，模拟

仅考虑内部通勤客流，对会展客流和过

境客流这类共同的外部因素暂忽略不计。

因此最终对各方案的评价主要为虹桥主

城片区内部通勤状况的评价，对道路流

量的模拟仅考虑内部通勤流，用以评价

路网承担的通勤流向和分布，外出和外

来通勤的指标则通过潮汐比等指标评价。

3.3 情景模拟过程及结果

3.3.1 情景一：基准情景

基准情景选择基于现状延续的发展

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与规划结合作出一

定调整，因此职住平衡水平相对较低但

更贴近现实。设定本地就业比定为40%，

居住人口为 58万人， 17万人在本地

就业。

基准情景的模拟结果如图 4所示：

居住主要分布在嘉闵高架路以西和北虹

桥地区，从就业引力模型来看，内部主

要形成核心区—南虹桥—北虹桥的通勤

联系三角，总体上呈现以核心区、南虹

桥、西虹桥和临空为主的就业中心格局，

这是由于规划中南虹桥地区能供应的商

办建筑规模最多；道路流量上，高值道

路主要分布在嘉闵高架路以东，核心区

与北虹桥之间联系的道路流量最大。

3.3.2 情景二：目标情景

目标情景的职住比为虹桥2035规划

设定的1.7，以70%作为居民本地就业比

例取值④。目标情景的模拟结果如图5所
示，其中：就业岗位和居住分布为 2035
规划中的分布，从就业引力模型来看，

规划设想的多中心结构基本实现，东虹

桥、西虹桥、北虹桥、南虹桥的就业吸

引度均有提升；将通勤流分配至道路网

络可知，整体路网流量的空间分布较为

表1 职住空间绩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
Tab.1 Indicator syste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performance

因素

经济活动强度

用地集约度

路网效率

公共交通覆盖率

职住通勤状况

数据

POI数据

建筑轮廓数据

OSM地图

公交线路站点

信令数据

指标

POI数量

POI密度

容积率

路网密度

空间可达性

公交站点300 m覆盖率

至最近地铁站距离

职住比

就近就业比

过剩通勤指数

代码

S1
S2
S3
S4
S5
S6
S7
C1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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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3 Research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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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北部（南虹桥—北虹桥）的东西

向道路流量较大，表明东西向通勤是主

要流向，南北向的道路流量次之，以核

心区—北虹桥为主。

3.3.3 情景三：极端情景

极端情景主要为就业总量超出预期

的情况，设定为 90万就业岗位⑤，发展

备用地开发为商业办公用地，模拟结果

如图 6所示。就业岗位分布上，由于发

展备用地的开发，北虹桥与临空形成连

片的就业集中地带，西虹桥等片区的就

业岗位也有大幅增加；居住主要分布在

南虹桥、西虹桥和北虹桥；通勤结构显

示，在这一情景下核心区—北虹桥—南

虹桥的三角结构依然突出，南虹桥、西

虹桥和核心区等各中心所在单元也强化

了向周边单元的联系，其中南虹桥地区

就业吸引度高值区扩展最多，有向北延

伸的态势；在道路流量上，主要高值道

路向虹桥枢纽汇集的趋势明显，南虹桥

和北虹桥内部路网流量较高，西虹桥内

部路网流量较低。

3.4 多情景模拟结果比较

由于各情景的条件设定多是从既有

研究结合经验判断出发，因此模拟的结

果只是趋势性的探索，而非精准预测。

对各情景下的空间绩效结果通过定性为

主的方法评价，包括空间要素的分布和

比例、对道路交通的压力和对应的空间

政策需求等。见表2。
基准情景最为贴近现状，在该情景

下居住人口将大幅增加，表明按照当前

的低平衡水平发展需容纳更多的居住需

求。目标情景设定的本地就业比属较高

水平，但在这种情况下外出就业的人数

减少，内外通勤的潮汐现象严重，预示

着限制居住人口规模会导致内外通勤规

模的悬殊，因而需要提高内部居住人数

比例。极端情景居住人口数将激增，住

房需求将远超规划的住房面积，由于本

地就业比的提高，外出和外来就业人数

均较少。

结合模拟的通勤网络结构和流量分

布可知：若延续当前的发展趋势，模拟

的发展结果仍集中于现有建成地区，对

新开发地区支持度不高，所需求的居住

空间超出规划供给；目标情景下的规划

结构实现程度和新地区中心培育程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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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4 基准情景就业岗位分布（a）、居住分布（b）、通勤结构（c）及流量分布（d）
Fig.4 Job distribution (a),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b), commuting structure (c), and traffic flow distribution (d) in the

baseline scenario

表2 多情景分析结果及指标
Tab.2 Results and indicators of the multi-scenario analysis

因素

职住数量

职住比例

内外联系

通勤网络

商务岗位数 /万个

居住人口数/万个

居住空间规模*/万m2
职住比

本地就业比 / %
潮汐比

本地就业人数 /万人

外出就业人数 /万人

外来就业人数 /万人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S1
56
58
2320
1.3
40
0.67
17
26
39
14.67
618.17
22.51

S2
56
45
1831
1.7
70
0.31
24
10
32
28.49
922.63
27.60

S3
68
75
3053
1.2
80
0.50
46
11
22
53.16
1080.29
29.79

* 以人均住房面积 4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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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通压力增大但通勤结构较为均衡，

实现难度较大，若不能提高本地就业比

将导致严重的通勤潮汐问题，需要严格

的规划实施导控；极端情景会对核心区

和枢纽交通产生较大压力，核心区极化

效应突出，就业岗位的超量集聚也会导

致住房的超量需求以及严重的交通压力。

4 方案评价与建议

基于上述步骤可以得出规划方案中

存在的共性问题、有较大概率发生的隐

性问题和有一定概率会发生的极端问题。

对于规划方案中未有详细阐释或是不合

理的部分可予以优化，对于方案未来实

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则需充分探讨

其应对措施。

4.1 空间布局维度：合理配置职住要素

和培育均衡的通勤结构

虹桥主城片区居住人口指标已突破

规划设定的规模，其他指标也存在突破

规划设定值的可能，而规划指标中职住

相关的均为刚性的数值指标，缺乏科学

性和合理性的总量控制致使职住规模难

以实现动态平衡。情景模拟结果显示，

在保障就业岗位对核心功能的支撑下，

若居住用地存在总量控制，则现规划的

居住建筑规模总量难以满足居住需求，

若就业岗位规模突破规划，则又会产生

更多的居住需求，进而突破整体的规划

指标。因此，首先需要保证职住要素合

理的供应规模，需要挖掘有限空间的容

纳潜力，增加中小套型在市场的配给以

及建立租售并举、收入混合的多元住房

政策，满足更灵活多元的住房需求，并

从更大空间范围统筹职住要素的协调。

然而，职住空间要素的规模合理并

不意味着能实现职住平衡，通勤的空间

流向和组织引导同样重要。目前虹桥主

城片区的就业集中于核心区和临空，已

经具备较好的交通区位和产业配套优势，

基准情景和极端情景的结果表明，路径

依赖和极化发展会进一步强化向心通勤

交通，需要加大对南虹桥等新开发地区

的外部条件支持；此外还需合理的就近

就业比提高职住平衡的质量，多层级的

就业中心体系亟待培育，以实现居住人

口在特定范围内的就近就业。另外，围

绕公共交通走廊布局和开发模式考虑不

足，未来可能产生大量向心通勤交通流，

而方案对此未作出细致引导。需要提高

空间组织效率和协同性，培育均衡的就

业多中心体系，尤其需提高南虹桥、西

虹桥等新开发片区就业中心的吸引力，

提高各空间单元的就近就业比。最后，

提高各地区中心的交通可达性与产业集

聚条件，宏观层面构建以公共交通为骨

架的通勤网络，促进交通轴线与就业中

心体系耦合协调，微观层面完善慢行交

通空间品质，鼓励近距离通勤者使用绿

色出行方式。

4.2 实施保障维度：完善行动规划的规

划评估监测与行动框架

在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方面，规划

方案未根据不同时序阶段的战略任务和

矛盾确定细分目标，因而难以针对开发

建设的节奏和不同时序作出及时响应。

由于虹桥主城片区当前仍处于快速发展

之中，职住空间格局尚未完全稳定，往

往这一时期职住的供需匹配问题最为突

出，而职住要素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尚

未厘清，例如就业密度、职住平衡水平、

开发时序等关键问题未被纳入考虑，难

以建立起关键要素的监测、预警和调控

机制，对目标情景顺利实施的配套保障

条件也未充分考虑，导致规划实施的灵

活性不足。规划愿景的实现需要各空间

（a） （b）

（c） （d）

图5 目标情景就业岗位分布（a）、居住分布（b）、通勤结构（c）及流量分布（d）
Fig.5 Job distribution (a),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b), commuting structure (c), and traffic flow distribution (d)

in the target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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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背景条件的合理设定，规划评估

和监测机制的建立是实施保障，其中包

括建立监测评估体系和动态调整的工作

机制，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内规划政策

的统筹协调。动态调整机制的基础是对

不同情景推演和预判其可能产生的问题

以及触发条件，一方面把控不同阶段的

开发节奏，另一方面在监测到不利情景

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及时对规划方案进行

优化或调整实施路径，使之贴近规划预

期的理想发展路径。

以往规划对于开发时序的确定一般

出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核心功能的培育、

城市形象的展示和土地收益的多少，而

从职住空间绩效角度来看，开发时序还

需考虑城市职住空间供需水平、空间结

构的形成和相关要素的底线控制，并对

未来土地功能转换、土地开发强度的浮

动预留可能性，既需要建立层层传导的

规划控制体系，也需要建立动态监测和

调整的弹性应对机制（图 7）。动态调整

机制的基础是对不同情景预判其可能产

生的问题和触发条件，在监测到潜在不

利情景可能的发展趋势后，能及时从政

策举措库中选择适用的措施，对规划方

案进行优化或调整实施路径。

5 结论与探讨

职住比和就近就业比是分别从量和

质两方面对虹桥主城片区就业吸引分布

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但虹桥2035规划

对其考虑不足，职住要素的指标未来有

超出预期的可能；规划方案所形成的目

标情景容易产生严重的潮汐通勤，居住

供应难以满足就近就业的需求，实施过

程也需严格管控并辅以配套的空间政策。

研究证明不合理的静态空间规划方

案难以引导和支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过

程，新城新区的规划编制需要对职住的

动态关系进行细致考虑。本文提出的基

于空间绩效情景模拟评价方法有助于优

化方案空间布局，提高规划编制科学性，

也需要全流程的实施保障机制配套。研

究主要构建了“特征分析—因素识别—

情景分析—方案评价—优化建议”的流

程闭环，其中情景分析包括“情景设

定—情景模拟—情景比较”三个步骤，

可作为规划方案编制实施的辅助决策工

具，对完善新城新区规划理论及方法起

到一定作用。对规划方案的多情景分析

可以模拟其不同条件下的发展路径，虽

然城市空间未来的发展难以精准预测，

但通过定量结合定性的多情景分析可以

探知发展底线、发掘潜在问题和拓展规

划思路，有助于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

底线控制作用。

未来可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包括拓展

数据来源的多元性，构建动态数据库以

把握其发展态势，将更大空间范围纳入

模型分析中，以及结合微观模型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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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6 极端情景就业岗位分布（a）、居住分布（b）、通勤结构（c）及流量分布（d）
Fig.6 Job distribution (a),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b), commuting structure (c), and traffic flow distribution (d)

in the extreme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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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年限规划计划的衔接和运作机制
Fig.7 Connec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for plans with different horiz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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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住空间绩效的新区规划方案评价方法——以虹桥主城片区单元规划为例 窦 寅 张尚武

加强模型的解释力，等等。对新城新区

规划而言，建议在编制内容上弱化“贪

大求全”的倾向，对主要矛盾构建有效

而不复杂的情景关系，对职住平衡、开

发重点、开发时序等关键性问题予以充

分探讨，在规划编制中增加方案评估环

节，使之真正成为行动规划。

注释

① 职住比反映职住供需匹配程度，即在给定

的地域范围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就业人口

数之比。Cervero[18]认为职住单元在职住

比处于 0.8—1.2 时，表明其在数量上是

平衡的。

② 通勤潮汐比定义为A到B通勤量或B到A

通勤量，反映高峰时刻钟摆式交通状况，

合理值为1。

③ 田金玲等[33]将 0—2 km 作为极近距离通

勤，2—5 km作为近距离通勤，5—10 km

作为中等距离通勤，10—15 km 作为远距

离通勤，大于 15 km 作为极远距离通勤。

本文定义5km以下为就近就业。

④ 经过对上海市主要片区 （张江高科技园

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五角场和五个新城）的职住发展水

平进行文献调研和比较，发现本地就业比

例最高一般处在60%—80%，故此情景选

择70%为取值。

⑤ 同上，上述参考案例的就业密度最高可达

1万人/km²，若虹桥主城片区就业密度提

高至此水平，则总就业人口将达到90万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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