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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在郊区化过程中各类主要城市功能和人口

的郊区转移是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重要影响因

素, 自 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大城市

工业、商业和人口郊区化的形态、格局、强

度、过程等机理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

析
[ 1~ 2]

, 但是郊区化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郊区化是否真正推动了城

市郊区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这

些问题还需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才能准确

把握郊区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影响。本文

将根据 1995~ 2005年区县城市建设与人口分

布等相关统计数据, 总结十年来上海城市功能

和人口郊区迁移的主要特征, 分析它对城市功

能空间布局与郊区发展的影响, 解剖其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并从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和促进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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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二、城市功能郊区迁移的特征

11各类设施的迁移特征
为更清晰的分析城市功能空间布局迁移的

结构性特征, 依据 1996~ 2006年 5上海统计

资料6 中各区各类房屋建筑面积的统计数据,

按照核心区 (黄浦、静安、卢湾)、中心区

(长宁、虹口、普陀、闸北)、近郊区 (徐汇、

杨浦、浦东、闵行) 和远郊区 (宝山、金山、

松江、嘉定、青浦) 的划分, 对居住类、工业

类、仓储类、商业办公楼和文教类这五类设施

布局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表 1)。

从住宅类房屋建筑的年均增长率来看,

1995~ 2005 年间远郊区增长最快, 近郊区次

之, 而中心区与核心区最慢。从结构性比例的

变化来看, 近郊区比重最高并仍在增长, 而随

着核心区和中心区的大幅下降与远郊区的大幅

提高, 远郊区比重已超过中心区。说明随着宝

山、松江、嘉定等远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加速发

展, 居住功能郊区迁移的范围已经向远郊区

扩散。

表 1 1995~ 2005年各区各类设施布局的变化 %

类别 区域 1995 2000 2005 年均增长率

核心区 1319 914 616 316
中心区 3214 2615 2214 715

住宅类
近郊区 4319 4514 4611 1211
远郊区 918 1817 2419 2215

核心区 913 615 218 - 510
中心区 2911 2711 1412 - 015

工业类
近郊区 4411 3518 2714 119
远郊区 1715 3016 5516 2011

核心区 812 717 413 014
中心区 4014 3619 3219 418

仓储类
近郊区 3517 2714 2815 417
远郊区 1517 2810 3413 1517

核心区 2816 2915 1912 1111
中心区 2913 2610 1919 1112

商办类
近郊区 2819 2518 4411 2016
远郊区 1312 1817 1617 1814

核心区 1311 1118 717 216
中心区 3217 3314 2412 510

文教类
近郊区 4217 3316 4111 718
远郊区 1116 2112 2711 1718

数据来源: 根据 5上海统计年鉴6 ( 1996~ 2006) 数据计算。

  从表 1可知, 工业类房屋建筑的年均增长

率以远郊区为最快, 近郊区的增长微弱, 而中

心和核心区均为负增长。从结构比例的变化来

看, 远郊区的比例大幅提高, 而其他三个地区

均大幅下降; 远郊区已经取代了近郊区和中心

区成为工业类设施布局的重心。

仓储类房屋建筑的年均增长率以远郊区为

最快, 近郊区与中心区的增长较慢, 核心区增

长微弱。从结构比例的变化来看, 除远郊区大

幅提升外, 其他三地区均明显下降, 目前远郊

区与近郊区、中心区的比例已基本持平。

商业办公类房屋建筑的年均增长率以近郊

区最快, 远郊区次之, 核心区与中心区稍弱;

与各区其他各类设施相比, 商办设施是增长速

度最快的一类。从结构比例的变化来看, 近郊

区的提升最突出; 2000 年前核心区商办类设

施的增长显著, 比重上升明显, 2000 年后核

心区与中心区的比重虽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较

高增速; 而远郊区虽增长较快, 但比例最低。

由于近郊区中徐汇、浦东两区商办类设施主要

集中于徐家汇和陆家嘴等城市中心, 而杨浦和

闵行两区的比重较低, 增长缓慢, 可以认为商

办类设施的增长实际仍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

向中心聚集的趋势更为突出, 而郊区迁移的幅

度较为有限。

文教类房屋建筑的年均增长率以远郊区为

最快, 近郊区次之, 中心区与核心区最低。从

结构比例变化来看, 核心区与中心区大幅下

降, 远郊区大幅提升, 而比重最高的近郊区基

本不变。以上布局和结构变化特征与居住类设

施基本相同, 似乎说明远郊区文教类设施的增

长与居住功能的郊区迁移同步, 但松江、宝

山、嘉定等远郊区少数年份的总量突增则反映

出: 这实际上更多受到大学城、汽车城等大型

开发项目的直接影响。例如 2002~ 2003年间

松江区文教类房屋建筑面积剧增了 415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995~ 2005年期间

上海城市功能的郊区迁移具有十分鲜明的结构

性特征, 主要是居住先向近郊区, 后向远郊区

迁移, 工业、仓储、文教向远郊区迁移, 商办

类功能的郊区迁移仍较为有限, 相反向中心聚

集的特征较为明显。总的来看, 各类功能的郊

区迁移并不同步, 且迁移的速度、范围差异较

大, 除工业和仓储之外其他城市功能向外迁移

的范围仍主要局限在近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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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 年各城区功能构成 %

区域 住宅类 工业类 仓储类 商办类 文教类

核心区 5019 617 111 3312 811

中心区 6310 1212 310 1215 913

近郊区 6511 1118 113 1319 719

远郊区 4914 3318 212 714 713

  从各地区功能特征的变化来看, 核心区商

办类设施的加速聚集现象十分突出, 而其他各

类设施的比重均大幅下降。中心区居住、工业

类功能的减弱最为明显, 但各类设施混合的综

合性功能仍较强。近郊区居住和商业办公类设

施比例大幅提高, 工业类设施比例不断弱化,

功能结构与中心区相似。远郊区各类设施的比

例均得到明显提高, 居住和工业类设施的增长

尤为突出, 商业办公功能还较有限。总的来

看, 在城市功能郊区迁移的影响下, 城市空间

结构明显表现为核心区为商务办公中心、中心

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商办类功能为主、远郊区

以居住和工业类功能为主的圈层结构 (表 2)。

随着中心区居住类功能的不断弱化和商办类设

施的快速增长, 商务办公中心由核心区扩张到

中心区的趋势将日益凸显。

21人口郊区迁移的主要特征
根据 1995~ 2005 年各区县户籍人口与常

住人口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 (表 3) , 考虑到

本地户籍的人户分离以及非本地户籍人口和外

地流动人口的情况, 各地区人口变动实际情况

为核心区常住人口比重和总量均在快速下降,

中心区的人口总量增长缓慢, 人口比重逐渐下

降; 而作为常住人口布局重心的近郊区常住人

口总量继续大幅增长, 比重显著提升; 远郊区

常住人口的总量和比重均在迅速提升, 实际增

长速度应远远高于户籍人口数据。因此可以认

为, 人口郊区迁移的主要特征为核心区和中心

区人口在 2000年前主要向近郊区迁移, 之后

人口迁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远郊区, 这一趋势

今后还将持续加大。

表 3  1995~ 2005年上海人口布局结构与各地区城市水平的变化 %

区域
户籍人口 城市化率

1995 2005 (2005常住人口) 年均增长率 总量增幅 1995 2005 非农人口增长率

核心区 1313 918 613 - 212 - 2118 100 100 - 2118

中心区 2419 2413 2012 013 313 9614 9919 917

近郊区 3311 3713 4018 116 1911 8317 9319 3316
远郊区 2817 2816 3216 015 512 3517 6814 10119

  三、郊区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11郊区人口城市化
自1990年代以来近郊区和远郊区人口城

市化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近郊区城市

化水平已达到 9319% ; 而远郊区几乎提高了

一倍 (表 3)。从非农人口增长幅度来看, 近

郊区增长了1/ 3多, 远郊区增长一倍多。总的

来看, 核心区、中心区与近郊区的城市化水平

已基本接近, 但远郊区却明显落后。这也说明

在今后一段时期, 远郊区的城市化发展潜力和

空间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并将取代近郊区成为

城市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21郊区产业发展与聚集
在城市产业功能郊区迁移与外来投资的双

重带动下, 上海郊区工业自 1990年代以来有

了较快的发展; 2005年郊区工业产值占全市

工业比重已超过 80%, 郊区工业增加值的增

长速度为2316% , 也已超过市区平均水平
[ 3]
。

从郊区工业空间布局来看, 虽然上海在

1990年代初就已提出 / 三集中 (土地向规模

经营集中, 人口向城镇集中, 工业向园区集

中) 0 的政策导向, 但是到近年为止, 离开城

镇、分散在农村及公路旁的工业点的非集中工

业用地仍占全市工业用地的 44%, 点 (村办

工业的点状分散布局)、线 (沿交通线两侧的

工业带)、面 (镇区周围的集中工业区) 结合

的分散布局特征十分明显
[ 4]
。全市村及村以下

企业数约占总量的 70%, 但工业总产值只占

1/ 6, 分散布局使得工业用地的经济效益大大

降低。据2003年统计, 郊区有市级工业园区 9

个、区县工业园区45个、乡镇工业点 182个。

由于乡镇村各级行政主体均拥有投资管理权

限, 从而出现了为争夺投资的恶性竞争, 产业

用地全面铺开, 建设用地总体集约度较低,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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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增加。同

时, 产业布局分散导致无法集中统一进行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 污染面广、点多, 难以治理,

严重威胁生态环境。从近 10年的发展结果来

看, 由于产业功能的郊区迁移并没有与郊区产

业基地建设、城镇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郊

区大量工业园区和工业点游离于城镇建设用地

以外, 因此, 城市产业功能的郊区迁移虽然带

动了郊区的产业发展, 但对郊区城镇发展的推

动作用仍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31郊区城镇建设
人口与产业的郊区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郊区城镇的扩张, 但是, 从郊区城镇的数

量、规模和建设水平来看, 这一因素并未对郊

区城镇人口聚集和城镇建设带来明显的改变,

郊区城镇规模较小、自然分散, 城市化集中明

显滞后的特征仍未有根本的改变。

2005年郊区小城镇数量由 1990年代的200

多个调整为 106个, 但平均人口规模仅为约 3

万人; 在重点建设的 32个小城镇中, 3 万人

以下的小城镇仍占5613% [ 5]
。从近郊区与远郊

区的差别来看, 1998~ 2003年之间近郊区建制

镇总人口占近郊区总人口比重基本未变, 远郊

区则从 8413%锐减为 7714%; 近郊区建制镇

非农业人口占近郊区非农业人口比重从

2213%提高到 2519%, 而远郊区则从 6816%锐
减为 6219% [6]

。这说明近郊区小城镇的人口增

长与近郊区人口的整体增长基本同步, 人口迁

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

长; 而远郊区小城镇人口总数和比重显著减

少, 非农业人口虽有所增加但比重下降, 说明

远郊区非农业人口的主要增长点并非小城镇,

而是其他如房地产开发地区。

造成郊区城镇发展较为分散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于城市人口的郊区迁移主要通过无序的

房产开发完成, 例如宝山、嘉定等区县大型居

住区开发均沿区域性交通干道向外蔓延, 未与

郊区城镇建设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未能带来

郊区新的人口聚集点的形成。其次, 由于城镇

人口规模偏小和各类居民点的布局分散, 使得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缺乏与其

相应的服务人口的支撑, 设施建设水平长期难

以得到根本提高, 尤其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

既影响了郊区城镇生活和生产环境质量的改

善, 也大大降低了对人口与产业聚集的吸引

力。

四、结论

11城市功能与人口郊区迁移的模式与影响
上海城市功能与人口向郊区迁移的动力机

制和空间分布可以总结为三种模式。其一是居

住功能和人口向近郊区迁移, 其影响主要表现

为在近郊区和交通干道沿线, 由于房产开发热

导致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 第二种是传统产

业设施向远郊区迁移, 其影响主要表现为农村

工业发展和散点式的郊区城市化; 第三种是文

化教育设施和新兴产业向郊区新城聚集, 其影

响主要表现为一些大型投资项目推动下的突变

式发展, 如松江新城 (大学城)、安亭新镇

(汽车业)、海港新城 (现代装备制造业) 等。

城市功能和人口的郊区迁移已经对城市空间结

构转型和郊区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也

引发了各种问题。

首先, 结构性功能分区更加明显。核心区

为商务办公中心, 中心区和近郊区以居住、商

办类功能为主, 远郊区以居住和工业类功能为

主的圈层型功能布局特征突出, 结构性功能分

区造成居住和就业分离, 使得交通拥堵、中心

区土地开发强度过高等问题进一步恶化。

其次, 周边地区未能形成功能完善的副中

心。虽然工业和居住功能的郊区迁移幅度较

大, 但由于城市中心的吸引力较强, 使得商业

办公功能的郊区分散受到明显影响, 远远滞后

于人口的郊区迁移, 进而造成郊区城镇建设和

配套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 未能形成相应的副

中心。

再次, 商业办公功能过度的向心聚集。这

造成商务成本和居住成本的快速提高, 城市中

心原有的各种产业及住宅类设施被大量挤出,

多功能混合型城市空间的格局被打破, 城区功

能结构更加单一, 对未来新兴产业等城市发展

空间需求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将大大降低。

最后, 对郊区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由于

人口和产业的郊区迁移与郊区城镇建设、产业

基地建设缺乏互动, 迁入的产业设施和人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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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郊区形成有效的聚集, 郊区城镇布局不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资源浪费、环境

污染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21对策建议
随着城市功能的迁移范围已扩大到更为广

大的远郊区, 如何通过各类政策手段, 对城市

功能的郊区迁移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 推动城

市空间布局的调整, 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

展, 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课题。因此, 迫切需

要从以下三方面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首先, 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 加

强开发管理的协调, 促进郊区产业的合理聚

集。探索创新性途径, 突破二元化土地管理制

度框架, 在解决郊区农村土地权益转化问题的

基础上, 建立各级协调的开发管理体制, 是推

动郊区产业、人口、土地有效聚集的根本

条件。

其次, 配合郊区城镇规划, 优先发展联结

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快速交通网络, 加快郊区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发

挥交通条件对人口、产业向郊区扩散的重要引

导作用, 是增强郊区城镇人口、产业聚集的吸

引力的重要条件。

第三, 引导、推动商务办公功能和人口的

郊区迁移, 依托郊区快速交通网络和产业园区

布局, 形成具有综合功能的城镇增长点。要避

免郊区城镇发展成为单一居住功能的卫星城,

减轻中心城区的开发压力, 必须适度引导商务

办公功能向郊区迁移, 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上海

城市空间结构中居住、就业错位的不合理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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