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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视角下的

心体系重构探讨

钮心毅 康 宁 李 萌

ｈ海城市公共中

提 要 以上 海都市 圈 的视 角 审视上海

城市公共 中心体 系 。 使 用 手机信令数据

比较 了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８ 年 间上 海各个公共 中

心的 活动人群 变 化
，
分析 了 上海公共 中

心体 系三 个演化特征 。 第
一

，
不 同等级

中心对 常住居 民 的服务层级特征逐步淡

化
； 第二 ，

各级公共 中心 的服务对 象 已

出现明 显分化 ； 第三 ，
高等级 生产性服

务与 商 业服务功能复合推动 了 公共 中心

能级提升 ， 带来 了 高 能级 中心 为 区域服

务的趋势 。 研究认为
，
全球城市 区域 的

区域 水平 化 产 业 分 工 、 城 际
“

流 动 空

间
”

体 系
、
全球化与 信息化等三 个趋 势

导致 了 上海公共 中心体 系 的上述 演化特

征。 为 此 ， 提 出 了 上海公共中心体 系从

服务层级导向转 向服务 对象 导向 ，
构建

服务对 象为 导向 的 中心体 系 。 其 中
， 第

二层 ■级 次级 中心 的服务 对象 应以 上海都

市 圈 为 主体 ，
功能上更加 重视生 产性服

务 业就业功能 与 商 业服务 功能 复合化 ；

在空 间 布局上 ， 应 尤其 注重城 际铁路站

点对次级中心支撑 。

关键词 公共 中心 ； 城市 中心体 系 ； 都市

圈
；
全球城市 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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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近沪地区是上海实现全球城市 目标的重要协同区域 ， 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定的

－１＾ 全球城市区域 （上海市人民政府 ，
２０ １ ８

） 。 上海与周边近沪城市不仅已经形成城

市连绵区 ， 在形态上接近 了 国际学术界的城市区域 （
ｃ

ｉ
ｔ
ｙｒｅ

ｇ
ｉｏｎ

） 概念 ， 而且通过对上

海与近沪城市跨城通勤分析 ， 可以认为上海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区域已经形成 （钮心毅 ，

等 ， ２０ １ ８ ） 。 随着长三角区域
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
从全球城市区域要求 出发 ，

推进上海与近沪城市组成上海都市圈的共同融合发展 ，
已经成为制定相关规划政策的

重要 目标 。

国际学术界对城市 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表明 ， 全球化 、 信息化下全球城市区域带来

的发展趋势会影 响到核心城市的产业 、 城市空间 。 核心城市 自 身多中心空间结构逐步

与外 围城市 的中心组合 ， 是形成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发展路径 。 核心城市多中心体系最

终会与城市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融为
一体 （Ｃ ｈａｍ

ｐ
ｉｏ ｎ ， ２００ １ ） 。 以全球城市 区域视角审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多源数据 支持下 的都市圈空间结构及规划 策略研究
”

（项 目 编号 ：

５ １ ８７８４５７ ） 资助

４２



２０ １ ９年 第 ３期 总第 ２５ ０期

视上海与近沪城市组成的都市圈 ， 上海

城市 中心体 系发展也不会脱离多 中心城

市 区域的演化路径 。 为此有必要从上海

都市 圈的全球城市区域视角来观察上海

城市公共 中心体系 的演化 、 审视 ｈ海公

共 中心体系规划 。

１ 全球城市区域与城市公共 中心

体系

１ ． １ 传统城市公共 中心体 系规划的理论

基础

一般 意义上 的公共 中心是指公共设

施集 中 ， 人群 活 动频 繁 的公共活动 地

段 。 商业 服务是公共中心 的主体功能 ，

也包括商务等生产性服 务业功能 、 文化

体育等公共服 务功能 。 现有 的城市公共

中心体 系规划 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

（
杨吾扬 ， 蔡渝平 ，

１ ９８５
）

， 是一种服务

层级导向 的等级体系 ， 存在两个重要特

征 。 第
一

，
在服 务层级上 ， 公共中心分

等级 、 分区域配置 ， 存在 明确 的等级体

系 。 同一层级 的 中心划分各 自 服 务范

围 ， 相对均衡 布局 。 第二 ， 在服 务对 象

上 ，
同一地域 的不 同等级 中心 的服 务对

象一致 ， 均 是该地域的常住居民 ， 但提

供的服务类 型不 同 。 常住居 民的基本需

求 由 低等级 中心提供 ， 高等级中心提供

更高等级 、 种类多元的服 务 。 对公共 中

心体系规划研究也是建立在 同样理论基

础上 ， 评估公共 中心等级体系 、 公共中

心空 间 布局 （ 丁亮 ， 等 ，
２０ １ ７

； 杨俊

宴 ， 史宜 ， ２０ １ ８
；
钮心毅 ， 等 ，

２０ １ ７
） 。

在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１
９９９—

２０２０年 ） 》 和 《上海 市城市 总体规划

（ ２０ １ ７
—

２０３ ５ 年 ） 》 中 ， 公共 中 心体系

从
“

主 中 心


副 中 心


地区 中

心——社区 中心
”

演变到
“

中 央活动区

（ 主 中 心 ）

——

副 中 心地 区 中

心——社区中心
”

， 均遵循 了 这一服 务

层级导 向 的 等级体系 （
叶贵 勋 ， 熊 鲁

霞 ， ２００２ ； 徐毅松 ， 等 ， ２０ １ ７
）
？

。

１ ． ２ 全球化 、 信息化和全球城市 区域带

来的趋势

全球城市 区域
（
ＧＣ Ｒ ，Ｇ ｌｏｈ ａ ｌＣ ｉ ｔ

ｙ

Ｒ ｅ
ｇ

ｉｏｎ ） 是在全球化 、 信息化背景下 出

现 ， 用于描述在全球化前提下 ，
以经济

联系为基础
，
由全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

联合组成的
一

种独特的空间现象 （ Ｓ ｃｏ ｔ ｔ
，

２００ １ ） 作为核心 的全球城市与周 边城

市形成 了产业分工 、 功能上 紧密交流联

系的层级关系 （ Ｐａ ｉ ｎ
，２００８ ）

，
从而会对

核心城市 的公共中心体系产生影响 。

第
一

个趋势是全球城市 区域形成 了

外部连接全球 ， 内部水平 区段上产业分

工的特征 （
霍 尔 ， 佩恩 ， ２０ １

０ ） 。 尤其

是全球城市 聚集 了高价值区段的高端生

产性服 务业 （ ＡＰＳ ，Ａ ｄ ｖａ ｎｃｅｄＰｒｏｄ ｕｃｅ ｒ

Ｓ ｅ ｒｖ ｉｃｅｓ
）

，
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

成 了专业化产业分工 ， 覆 盖管理控制 、

研发 、 生产三个维度 ， 相互之间非层级

水平合作网络 （
Ｐａｉ

ｎ
，２００６ ） 。 在上海及

近 沪城市 ， 跨国公司总部 、 全球金融 中

心等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在核心城市上海

聚集
，
而苏 州等城市 集聚了 高科技制造

业和研发 等产业 。 这
一

趋势体现在产业

特征上 ， 上海公共中心集 中 了 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 ；
对外连接全球 ， 对 内 与近沪

城市紧密合作联系 。 这
一

趋势会给上海

公共中心体系承担的功能带来了 变化。

第二个趋势是高速交通体系和信息

技 术支持下 ， 城际出 行和信息流构成了

城市 区域 内 部
“

流动空 间
”

。 全球城市

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也形成了 功能性联

系 （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ａｌｌ

ｉｎｋａ
ｇ
ｅ ） 网络 ， 尤其是高

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了核心全球城市与

周边城市这种功能联 系 （
Ｐａ ｉｎ

，
２００８

） 。

在上海及近沪城市 ， 长三角 高速铁路系

统带来 了 城市 区 域 内 部
“

时 空压缩
”

，

也出 现 了上海与周边近沪城市之间高频

“

居住——工作
”

、

“

居住
——游憩

” “

工

作
——工作

”

跨城功能性联 系
（
钮心

毅 ， 等 ， ２ ０ １ ８
） 。 这

一

“

流动空间
”

趋

势使得上海的公共中心体系将更多承担

对上海都市圈服务功能 ， 给上海公共 中

心带来服务对象上的变化 。

第 三个趋势是全球化和 移 动互联

网 为代表信息化推动 了 居 民对商业服

务需求 内 容 的 变化 。 网络 购物等应用

已经深刻影响 到 了城市居 民 出 行行为 、

购 物行 为 （ Ｃｏｕｃ ｌ
ｅ

ｌ
ｉ ｓ

，２００４ ）
，
也 已经

对城市 零售 商业空 间 产生 了 明 显 影响

（ 刘 学 ， 等 ， ２ ０ １ ５ ） ， 进而影 响 了城市

中心功能 。 网络 购物带来 的居 民购 物

行 为变化对城市级 、 区级 、 社区级中

心产生 了 不同的 影 响 。 Ｗ ｅ
ｌ
ｔ ｅｖ ｒｅｄｅ ｎ 和

ｖａ ｎＲ ｉｅ ｔ ｈｅｒ
ｇ
ｅ ｎ（ ２００９ ） 的 研 究表 明 ，

全球化和移动互联 网 为代表的 信息化

对社区 中心影响 最小
，
对城市级中心

影 响 也不大 ， 对 区级 中心影 响 最 为显

著 。 这是 由 于社 区中心提供 的 日 常性

生活 服 务很难被替代 ；
城市市级 中心

零售业态会更多 与 娱乐 体验等服 务结

合 ， 而全球化也使得市级 中心能提供

更 多服 务
；
处于 两者之间 的 区级 中心

受到 负 面影 响会较大 。 这
一

趋势会对

公共中心 的服务层级带来显 著影响 。

以下将从上海公共中心 内人群活动

特征人手 ， 用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８年特征变化量

化分析上 海公共中心体系的服务对象 、

服 务层级 、 承担功能三个方面演化特

征 ， 验证全球城市区域对上海公共中心

体系带来的影响 。 研究对象包括前述两

个版本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主 中

心 、 副 中心 、 地区 中心 ， 合计共 ５９个 。

各个 中心空 间范 围 以规划划 定 为依据

（ 图 １ ） 。

图 １ 上海各级城市公共中 心

Ｆ ｉ ｇ
．

ｌＳ ｈａｎ ｇ
ｈ ａ

ｉＰｕｂ ｌ
ｉ
ｃＣ ｅｎ

ｔ
ｅｒｓ ａ

ｔ ａ ｌｌＬ ｅｖ ｅ ｌｓ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 绘 ．

２ 上海城市公共中心演化特征

２ ． １ 公共中心活动人群界定

分别 使用 ２０ １ 丨 年 、
２０ １ ８ 年的上海

手机信令数据 ， 首先通过手机用户在上

海市域内停留 天数 、 活动时间 ， 区分为

上海常住居 民 、 短期停留访客 （施澄 ，

等 ， ２ ０ １ ８
）
？

。 进
一

步测算 出 常住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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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的居住地 、
工作地 、 以 及每 日 在居

住地 、 Ｔ作地 以外的停 留地位置 。 对于

访客 用 户 ， 计算 出 到访 ｔ海的 停 留 天

数 、 到访上海的频次 、 上海市内 的到访

停留地 。 排除工作地或居住地位于中心

范围 内 常住 居民用户 ， 将其余在 中心 内

部每 日 停 留 超过 ３０ｍ ｉｎ 的常住 居民视为

游憩 、 商务等 目 的到访 了公共 中心 。 同

样 ， 将
一

日 内在公共中心范 围 内停 留超

过 ３０ｍ ｉ ｎ 的访客也视为游憩 、 商务等 目

的到访公共中心 。 分工作 日 、 周末休息

日 、 节假 个时间段测算上述人群 的

活动特征及变化 。

２ ．２ 公共中 心服务层级的演化特征

以识别 出 的上海常住居 民为研究 对

象 ， 分析常住居 民使用 各个等级公共 中

心的情况 ， 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特征 。

第一个特征是常住 居民 同时 到访三

个等级公共 中心 的比例明显下降 通过

２０ １ １ 年与 ２０ １ ８年周末休息 日 的数据进行

比较 ， 三 个 等级 中心均 到访过 比例 从

２ １ ％ 降低到 ４％ ， 仅到访 １ 

一

２ 个等级公

共 中心 的 常住 居 民 占 比从 ７９％ 上升 到

％％ 。 到访 Ｉ

一

２ 个等级 中心 的居 民 中 ，

到访主 中心 、 副 中心 、 地区 中心等比例

并无明显变化 （表 １
） 。 在

一些文献中将

这种 情况称为
“

扁平化
”

（
杨俊宴

，
史

宜
，
２０ １ ８

；
史北祥 ， ２０ １ ８ ） 。 表 １ 反映 了

上海公共中心体系的
“

扁平化
”

特征
，

表现为两个等级公共中心能满足绝大多

数常住居 民需要 ， 至于是哪两个等级 中

心组合并没有 显著差别 。 不同等级中心

提供 差异性服 务特征趋于淡化 ， 服务等

级在逐步趋 同 。

第二 ， 副中心 、 地区 中心服务常住

居 民 的腹 地范围 出 现 了 相互竞争 和影

响 。 通过计算 到访公共中心的常住用户

的居住地 ，
得到各中心服务常住居 民的

腹地范 围 （丁亮 ， 等 ， ２０ １
７

） 。 ２０ １ １ 年

与 ２ ０ １ ８ 年比较 ， 发现多个新兴的地区 中

心 明显压缩了邻近副 中心 的服 务腹地 。

例如 ， 新兴的莘庄地区 中心明显压缩 了

徐家汇副中心在外环线 以外腹地 ， 替代

了徐家汇对中心城区外西南方 向常住居

民的服务 （ 图 ２ ） 。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 五

角场副 中心 与共康地区 中心之间 （ 图

表 １
２ ０ １ １ 年和 ２０ １ ８ 年常住居 民到访不同等 级中 心比例 的变化

Ｔａｂ ． ｌＣｈ ａｎ
ｇ
ｅｓ ｉｎ ｔ

ｈ ｅ
ｐ

ｒｏ
ｐ
ｏ ｒ

ｔ
ｉｏ ｎｏｆ

ｐ
ｅｒｍ ａｎ ｅｎ

ｔｒｅｓ ｉｄ ｅｎ
ｔ
ｓｖｉ ｓ ｉ

ｔ
ｉｎ

ｇ
ｃ ｅｎ

ｔ
ｅｒｓ ａ

ｔ
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ｌ ｅｖｅ ｌｓ ｉ ｎ ２０ １ １ ａ ｎｄ２０ １８

年份 到访 的中心等级数 占比 （
％

） 到访的中心 等级数 占 比 （
％

）

去过三个等级 中心 ２ １ ．２ １

去过主 、地Ｋ中心 ７ ． ０４

２０ １ １
年

周末休息 日

去过两 个等级 中心 １ ５ ．２ ４ 去过主 、副 中心 ５ ．００

去过副 、地Ｋ中心 ３ ． ２０

仅去主中心 ２ ６． ６３

仅去
一个等级 中心 ６ ３ ．５ ５ 仅 去地 区中心 ２ １ ． ２ １

仅去副 中心 １ ５ ． ７ １

去过 ５个等级中心 ３ ． ７７

去过主 、地区中心 ８ ．７ ７

２０ １ ８
年 去过两个等级中心 ２５ ． １

３ 去过主 、 副中心 ９ ．４ ９

周末休 去过副 ．地区中心 ６ ．８ ７

息 曰 仅去主 中心 ２ ８ ．９４

仅去一个等级中心 ７ １ ． １ ０ 仅去地 区中心 ２ １ ．６０

仅去副 中心 ２ ０ ．５ ６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

３７５ ７^

图例

９０％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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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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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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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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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１ ０％

＿ 中心范闱

Ｉ ｜ 主城Ｋ范 围
环线


地铁线路

图 ２２０ １ １ 年＿２ ０ １ ８ 年徐家汇副中 心和莘庄地区中 心的腹地范 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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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来源 ： 作者 自绘 ．

３ ） 。 这也表 明 了 由 于 服 务层级逐步 趋

同 ， 部分副中心 、 地 区 中心 相互之间产

生 了 直接竞争 。 副中 心需要 寻找新的服

务定位 。

上述两点表 明 了公共 中心体 系 的

等级特征 已经在淡化 。 传统公共 中心

体 系规划 中 服务 层级基 础 已 有 了 明 显

变化 。

２ ．３ 公共中心服务对 象的演化特征

对 ２ ０ １ ８ 年春 季连续 ５３ 天计算 ， 测

算 出 了 周末 、 丁．作 日 、 节假 日 各个中心

活动总人次数及访客占 比 （ 图 ４ ） 。 数据

显示公共 中心服 务对象 有 两个明 显特

征 。 第
一

， 外地访客在各主 中心 占 比较

大 ， 周末达到 １ ２％—３２％ ， 节假 日 更是

达到 了２４％—５０％ 。 第二 ， 副 中心 、 地

区中心外地访客普遍 比例较低 ， 周末和

假 日大致 在 左 右 ， 副 中心与地

区 中心没有显著 区别 。 各个郊区新城 中

心外地访客比例最低 ，
约为 ２％

—

５％ 。

各级公共中心服务对象 已经 出现 了

明显分化 。 各主 中心 已 出现 了从服务常

住居 民为 主 ， 转 向 以访客服务 为 主的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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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而副 中心 、 地区中 心仍保持服务常

住居 民为主体的特征 ， 访客服务比例很

低 ； 新城中心基本没有为访客服务 。 主

中心与副 中心的服 务对象差异明显 ， 副

中 心 与地 区 中心 服 务 对 象没有 明 显

区别 。

各级公共中心 的服务对象已经不符

合传统公共中心规划中 的服务对象一致

性特征 。 传统公共中心体系规划中 服务

对象基础也已 有了明 显变化 。

２ ． ４ 公共中 心承担功能的特征

上海的多数公共 中心实际既是城市

的商业中心 ， 也是城市的就业 中心 。 以

工作地在中心范围 内常住居民人数表示

就业功能的能级 ；
以工作地 、 居住地均

不在中心范围 内的常住居民 、 访客到访

人次数表示商业等游憩服 务功能的能

级 ， 量化表达当前各级公共中心承担功

能的特征 。 从 ２０ １ ８年数据中可以发现公

共中心承担功能演化的两个特征 。

第
一

， 在各公共 中心中 ， 商务金融

等就业功能能级较高 、 就业岗位高度聚

集 的 中心 ， 也能同时承担着高强度的商

业等游憩服 务功能 。 公共中心的就业人

数较多 ，
公共中心承担商务等生产性服

务业能级较高 。 将各个中心的就业者人

数 与普通休息 日的游憩等 目 的到访人次

数作相关性分析 ， 结果 如图 ５ 显示 ，
Ｒ

方为 ０ ． ７２８９
，Ｐ值＜０ ．０００ １ ， 两者呈显著

相关 ， 同时具有较高能级就业功能的公

２０ １ ８年五角场

〇

＂

３７５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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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 １ １ 年一２０ １８ 年五角场 中心和共康 中心的腹地范 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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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节假 日 、 周 末休息 日 各个公共中 心内 非工作 、 非居住活动的常住居民 、 访客数量 （
２ ０ １ ８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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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 千人次

）

图 ５ 主要公共中 心就业人数与游憩等 目 的人次数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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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心
，
相应外地访客 比例也较高 。 在

置信区间外的公共中心多为就业功能特

别突出 （例如 ： 陆家嘴等 ） 或旅游功能

相对 突 出 的公共 中心 （ 例如 ： 南 京东

路
、
外滩等 ） 。

第二 ， 商务金融能级较高的公共 中

心有更多的频繁到访外地访客 。 将停 留

天 数小 于 总天 数 ３ ０％ 且 频繁往来上海

２
—

５ 次 的用 户 视为频 繁到访上海的访

客 ， 视为因工作 、 商务等原因至上海的

访客 。 根据其每天最长停留位置点作为

到访 目 的地进行汇总 ， 使用局部空间 自

相关的 Ｇｅｔ ｉｓ －Ｏ ｒｄＧ ｉ

＊统计量做热点 分

析 ， 频 繁到访 的访客 主要集 中 于陆家

嘴 ． 张杨路 、 南京东路 、 南京西路 ， 徐

家汇等兼有较高商务金融职能的公共中

心 。 在 中心城区西部更 为集中 （ 图 ６ ） 。

进
一

步对比手机信令数据计算出 工作地

在上海市内 、 居住地在上海市外 ， 且每

日 往返 通勤 的跨城通 勤 者 （
钮心毅 ，

等 ， ２０ １ ８ ） 。 跨城通勤 者在上海市 内 工

作地分布较多集中 在兼有商务金融职能

的公共中心 （图 ７
） 。

图例

识别出联通用户数（
单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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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跨城通勤者在上海 中心城 区的工作地

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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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演化特征显示 了上海各级公共

中心承担功能 的变化 。 部分公共 中心同

时承担 了高能级商 贸金融就业功能和高

能级商业零售服 务功能 ， 这两种功能出

现 了相互促进的趋势 。 公共 中心的生产

性服务业功能愈来愈不能被忽视 。 商务

金融能级较高 的中心会吸引 更多 、 更频

繁到访的访客 ， 甚至成为近沪城市至上

海跨城通勤者集中就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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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频繁到访上海的访客在上海 中心城 区停 留地 （ 密度 、 热点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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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全球城市区域对上海公共中心

体 系的影响

从人群活动特征 中得 出上海公共中

心体系的５个演化特征与上海都市圈的

全球城市区域趋势密切相关 。

３ ． １ 区域水平产业分工促使 了公共 中心

服务对象的变化 、 功能的变化

上海公共中心体系的服务对象 、 承

担功能的演化特征是全球城市 区域的全

球化 、
区域水平产业分工共同推动 的 。

一方面 ，
上海多个公共 中心 已是全球城

市区域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 ， 承

担连接全球的职能 。 全球化也带来 了更

大范围的访客 。 另一方面 ， 上海公共中

心也承担了 与近沪城市更加频繁地交流

与合作的职能 。 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吸引

近沪地区频繁往来 的商务联 系 ， 出现了

来 自 近沪城市跨城通勤 的趋势 。 部分公

共中心 已经服务于长 三角 近沪城市 ， 在

人群活动特征中 体现为商 务金融功能能

级较高 的中心吸引 了更 多 、 更频繁到访

的访客 ３ 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分工趋势

带来 了服务层级导向 的公共 中心体 系重

构的必要性 。

３ ．２
＂

流动 空间
”

体系提供了公共 中心

体系转向服务对象导向的可能性

上海公共 中心体系的服务对象 、 承

担功能演化特征也是全球城市 区域的
“

流动 空间
”

体系作 用的结果 。 这不仅

体现在全球化的流动空间带来 了 吏多的

全球和全 国 的访客 ， 也体现在城际高铁

网络带来更加紧密的 ｈ海都市 圈 内 同城

化 出行
，
直接支持了 上海公共 中心体系

的服务对象多样化 。 城际
“

流 动空间
”

为上海公共中心体系转向服务对象导向

提供了 可能性 ＝

３ ．３ 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 了服务层级导

向公共中心体系的转型迫切性

上海公共中心体系的服务层级演化

特征是全球化 、 信息化影响下 的趋势 。

尤其信息技术带来的 网络购物推动 了居

民对商业服务需求 内容的变化 ， 使得更

加 扁平化公共 中心体系 已能满足常住居

民需要 。 人群活动特征表明现有
“

主中

心——副中 心
——

地 区 中 心
”

３ 个等级

可 以转化 ２ 个等级 。 副 中心 与地区 中心

直接竞争说明 了部分副中心迫切需要 为

新的服务对象转型 。 网络购物等居民服

务需求的变化加速了现有服务层级导向

公共中心体系的转型迫切性 。

４ 面 向全球城市区域的城市公共

中心体 系重构

４ ． １ 从服务层级导向转向服务对象导向

公共 中 心 内 活动 人群特征演变表

明 ，

一方面不 同等级 中心对常住居民的

服务差异性减小 ， 分等级分区域配置公

共 中心 的必要性在减弱
；
另一方面 ， 外

来访客成 为 了 公共 中心重要服务对象 。

服务层级导 向 的规划体系 已不适应上海

公共中心体系演化趋势 。

从全球城市 区域趋势 出发 ， ｔ海公

共 中心体系需要从服务层级导 向转 向服

务对象导 向 。 服 务对象导 向公共 中心体

系 由 ４ 个层级构成 。 第
一层级的主 中心

是全球城市核心 区域 ， 服务 面向全球访

客 ； 也服务常住居 民 。 第二层级的次级

中心 主要服务 长三 角近 沪城市 ， 面向上

海都市圈 ， 兼顾服 务常住居 民 。 第三层

级的地区中心 、 第 四层级的社区中心均

以常住居民为服务对象 。

对照现有公共 中心体系 ， 差异体现

在 以服 务对 象 区分 了 主 中心 、 次级 中

心 、 地区 中 心 ， 将现有体 系 中 的副 中

心
、 地区中心进行 了 服务对象划分 。 部

分副中心和地区 中心以上海都市圈为主

要服 务对象 ， 划 为第二层级次级 中心 ；

其余副中 心 、 地区 中心作为第三层级 中

心 ， 以上海常住居民为服务对象 。 服务

本地的地区 中心 、 社区中心仍以 中心地

原则服务于直接腹地 。

各层级 中心承担功能也会有所侧

重 。 主中心 、 次级中 心的功能上均应注

重商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并重 。 尤其

是面向 上海都市圈服务的次级中心更应

注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聚集 ， 承担商业

服务和商 贸金融复合功能 。 长三角区域

经济发展较为均衡 ， 近沪城市 自 身也是

发达城市 ， 自 身城市公共 中心也能提供

较好的商业服务 。 ｈ海对长三角 、
上海

都市圈 的影 响主要是由 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集中带来 的 。 在次级中心发展全球城

市区域产业分Ｔ． 中 的生产性服务业 ，
在

此基础上提升次级 中心的商业 、 文化等

服务功能 ， 以功能复合的次级中心而不

是功能单
一

的产业园区辐射上海都市圈 。

４ ．２ 面向全球城市区域的公共中心空间

布局优化

４ ．２ ． １ 支持
“

流动 空间
”

体 系 的公共 中

心布局模式

在空间布局上 ， 上海现有公共中心

体系总体上 基 于 中心地原 则 ， 依从 中

心一腹地的空间关系 ， 均衡布局 。 上海

２０３５ 总体规划提 出 了 以新城 中心服务长

三角 的 规划 目 标 （ 上 海市 人 民政府 ，

２０ １ ８ ）
， 也是基于空间邻近思路出 发 。

适应全球城市区域的趋势 ， 需要建

立支持
“

流动空间
”

体 系的公共中心布

局模式 。 在服务对象导 向体系中 ， 第二

层级的次级 中心空间布局是优化公共中

心空 间布局的关键 。 次级中心服务于长

三角 、 服务于上海都市圈并不意味着要

在地理空 间 ｈ邻近长 三角城市 ， 而是在

功能联 系 的 流动空间
”

体 系中衔接上

海都市圈的城市 。 因此 ， 次级 中心空间

布局要支持
“

流动空间
”

体系 ， 就要与

城际高速交通体系相结合 ， 首先支持上

海都市圈 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功能流

动 ， 进而支持次级中心 的功能上商务 、

商业复合化 。

４ ．２ ．２ 强化城际高速铁路站点对公共中

心的支撑

上海都市圈的城际
“

流动空间
”

直

观表现为都市 圈同城化高频城际出行 。

都 市圈 内部频繁出 行是城市 内部
“

居

住
——Ｔ．作

”

、

“

居住
——

游憩
”

等功能

联系转到上海与近沪城市之 间而形成 。

这种跨城功能联 系表现为不 同类别的高

频次一 日往返出行 ， 主要依托长 三角高铁

网络 。 由于这种高频城际 出行对出行时

长敏感性非常高 。

一

般将单程全程出行时

间 １ ５ ０ｍ ｉｎ作为
一

日往返出行极限 （
王德 ，

等 ， ２００ １ ） 。 考虑 到高铁运行时长 、 候

车进 出站时长相对固定 ， 公共中心与 高

铁站点之间交通时耗会变得异常敏感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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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
仅有虹桥站和上海站时的可达性 （

ｂ
＞ 增加上海西站后的 可达性

图 ８ 上海各个公共 中心与高铁站点 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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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中心支持
“

流动空 间
”

体系 ，

直接体现为次级 中心 与城际铁路站点之

间可达性 。 当前频繁到访访客较为集 中

的公共中心 、 跨城通勤 者集 中的公共中

心均在 中环 以 内 的中心城区西部 （ 图 ６ ，

图 ７
）

， 与上海市 内高铁站 、 轨道交通站

点有 良好衔接 ， 也说明 了这一趋势 。

以现有上海虹桥站 、 上海站两 个高

铁站点计算 ， 各个公共 中心与高铁站点

之间的轨道交通 出行时间可达性存在较

大差 异 （ 图 ８
－

ａ
） 。 尤其是 中心城区北

部 、 浦东的公共中心与高速铁路站点 的

可达性明显较差 。 城际高速铁路站点设

置会也直接影 响公共中 心对长三 角 和上

海都市圈的服务成效 。 强化城际高速铁

路站点对公共中心支撑是实现上海城市

中心体系服务融合于上海都市 圈的重要

环节 。

４ ． ２ ． ３ 面向上海都市圈的次级中心空间

布局

按照现有长三角高速铁路网规划布

局 ， 上海各个郊区新城均未新设高铁站

点 。 郊区新城中心是否能起到服务上海

都市圈的次级中心作用 ， 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的商贸金融功能与商业功能复合 、

城际铁路站点衔接都是必备条件 。 不满

足上述两个条件 ， ２０３ ５总体规划中提出

新城中心服务长三角的设想是难以实现

的 。 为此 ， 围绕现有上海中心城区的高

铁站点 、 现有主城区规划副中 心来布局

次级 中心是可行途径 。 从这个角度 ， 虹

桥中心无疑能承担长三角 和上海都市圈

的区域服务职能 。 上海站周边不夜城中

心也适合于以服务长三角 和上海都市圈

为导向 。

如果上海西站能够作 为部分城际铁

路的始发站 ， 真如中心在 区位上也具备

了成为服务长三角 和上海都市圈的次级

中心可能性 （图 ８
－

ｈ ） 。 上海 ２０３５ 总体规

划新增 的副中心 中 ， 规划 吴淞副 中心 如

能较好地解决未来上海北部城际铁路站

点之间关系 ， 也能成为服 务城市 区域的

次级 中心 。 同样 ， 浦东新增 的副 中心能

否承担长三角 区域的服务职能 ， 很大程

度上也取决于浦东高铁站的设置位置 。

５ 讨论与结论

５ ． １ 讨论

本文对上海公共中心体系 的讨论是

在上海都市圈全球城市区域背景下展开 。

霍尔和佩思的研究表明 ， 核心城市与周

边城市功能联 系 上 ， 伦敦全球城市 区域

（
ＧＣ Ｒ ） 与欧洲其他 ７ 个 巨 型城市 区域

（ ＭＣ Ｒ ） 就有显 著不 同 。 这是源 于全球

城市连接全球职能带来的 ， 对于周边城

市关系 ｈ最大区别在高价值 、 以知识为

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带来的全球城市 区

域内部的空间互动 （霍尔 ， 佩恩 ， ２ ０ １ ０
） 。

全球城市区域区别于
一般城市巨型城市

区域 ， 是有两大特征决定 。 第
一

个重要

特征是中心城市是全球城市 ， 第二个重

要特征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了 区域

中城市之间关联 （Ｐａ ｉ ｎ，２００８
；
Ｒｅａｄ ｅｓ，

Ｓｍ ｉ
ｔ ｈ ，２ ０ １ ４ ） 。 本文讨论的上海公共 中

心体系服务层级 、 服务对象 、 承担功能

演化特征是重点关注了 上海都市圈全球

城市区域 的第二个特征影响 。

服 务层级导向 公共中心体系 是上海

都市圈特有的 ， 不能代表其他超大城市

和其他都市＿ 其他超大城市和都市圈

并不具备全球城市区域特征 ３ 因此 ， 本

文提 出上海城市公共中心体系重构并不

意味着传统公共中心体系 规划原则的普

遍失效 。 在全球化 、 信息化背景下 ， 其

他城市 的公共中心体系 是否还能符合中

心地理论 ， 相应的规划方法是否也需要

优化 ， 都值得进
一

步研究 。

本 文以手机信令数据表示公共中心

内活动人群 的空间行为特征 ， 表征上海

公共中心体 系演化特征 。 上海以全球城

市 为 目标 ，
全球城市对外连接全球的趋

势体现在公共中心 的人群活动上 ，
会直

接表现为公共中心全球访客来源和活动

比例 。 由 于当前信令数据等基础数据 尚

不足测算公共中心访客 中全球访客 比例

和活动特征 在主 中心 、 副 中心等访客

中还无法 区分出全球访客 、 来 自 上海都

市圈的访客 。 如果能有新方法区分出 全

球访客 、 上海都市圈访客 比 例和活动特

征 ， 将会更好认识公共 中心体 系演化

特征 。

５ ．２ 结论

通过 比较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８年间 ， 上海各

个公共中心 的人群活动特征 ，
研究表明

上海各级公共中心 在服务层级 上趋 同 ，

不同等级 中心提供常住居 民差异性服 务

的特征在逐步淡化 ；
服 务对象 ｈ已 经出

现了 明显分化
，
主 中心对外地访客服务

职能愈 加突出 ；
承担功能上 ，

就业功能

和游憩功能复合化推动公共 中心的能级

提升明显 ， 商务金融功能能级较高的公

共中心出 现了为区域服务趋势 ，

研究认为上述公共 中心体 系演化特

征是与上海都市圈 全球城市 区域的区域

水平化产业分丁． 、 城际
“

流动空间
”

体

系 、 全球化和信息 化影响等三个趋势直

接相关 。 区域水平产业分工促使了 公共

中心服 务对象的分化 、 使得公共中心的

生产性服 务业功能 更为重要 ；

“

流动空

间
”

体 系提供 了公共 中心体 系转向 服务

对象导向 的必要条件 ； 全球化和信息化

加速 了 服务层级导 向公共 中心体系的转

型迫切性 。 为此 ， 提 出 了适应上海都市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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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的全球城市区域趋势 ， 构建为以服务

对象为导向 的上海城市公共 中心体系的

构想 。 尤其是第二层级次级 中心在服务

对象上应转向 为上海都市 圈提供服务为

主体 ， 更加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与商

业服务功能的复合化 ， 关注城际铁路站

点对次级中心支撑 。

注释

① 上海这两个版本城市总体规划 中 ， 均使用 了

“

城市公共活动中心
”
一词 。 在规划 内容上 ，

公共活动 中心主要包含了 商业服务 、 公共服

务等生活性服务业 ， 也包含商贸金融等生产

性服务业 ，
概念上基本可以等同于城市公共

中心 。 因此本文以下均统一使用公共 中心一

词 ， 用以指代上海规划体 系 中的公共活动

中心 。

② ２０１ １年使用 １０ 月 连续 ２周的上海移动手机信

令数据 ， ２０ １
８年采用 ３

￣

５ 月 连续 ５３天上海

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 在 ２０ １ １年的数据 中同

时识 别 出 了７ １ ８ 万常住居民的 固定工作地 、

固定居住地。 累计 １ ４天中 ，
周末休息 曰 到

访 ５９个公共中心的常住居民 １３４３ 万人次 。

在 ２０１ ８年的数据中 同时识别出 了２６５ 万常住

居民的固定工作地 、 固定居住地 。 累计 ５ ３

天 中 ， 总到访 ５９个公共中心的常住居 民 ３

２４６万人次
，
访客共 ６６３万人次 。 其中 ， 节

假 日 （
６天 ） 到访 ５ ９个公共中心的常住居民

３２０万人次 ， 访客共９９万人次 。 周末休息 日

（ １ ２天 ） 到访 ５９个公共中心的常住居民 ７ １ ３

万人次 ， 访客共 １ １ ２万人次 。
工作 日 （ ３５

天
）
到访 ５ ９个公共中心的常住居民 ２２ １３ 万

人次 ， 访客共４５ ２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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