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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2005-2015年 10年间上海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变化的量化分析发现：目前上海市的空间结构不

合理，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功能发展失调。产业用地增加较快，经济功能持续增强，而城市的社会建设和

生态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慢，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发展滞后，生态功能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倒退。同时，通过城市

空间结构变化与城市功能变化的耦合发现：10年间，上海市空间扩展方式总体比较粗放。为此，上海市要疏解过多

的产业、人口和功能，发挥好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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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大城市在拉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加速期，

大城市由于其特有的规模优势、基础设施条件优势、公共服务优势、人才和技术创新优势等，必然会继续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人

口向大城市集聚，而伴随着大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其空间的急剧扩张，而空间扩展方式是否科学，空间

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大城市的承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1]-[5]本文拟以上海市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一、上海市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 

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截至2015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27

万人，城镇化率达 89.12%。 

多年来，上海的城市空间一直以较高的速度扩展，特别是自 1990年浦东开发以来，上海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1990-2005年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在这一阶段，上海的城市面积由 104802hm2扩大到 186080hm2，净增长 10.14%。其中，城镇面积、农村居民地、其他建设用

地面积分别净增长 4.39%、3.85%和 1.91%。15年间，因城市扩展占用耕地达 77355hm2。[6] 

这一阶段，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度表现为强一减弱一更强的变化过程。在 1990-1995 年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中，占用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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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和部分草地，城市面积净增 32406hm2，增幅达 4.04%。1995-2000年间，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城市面积净增 8204hm2，

增幅仅为 1.02%。2000-2005 年间，城市空间扩张再次加速，城市面积净增 40668hm2，增幅达 5.08%，但与 1990-1995 年相比，

在这一过程中已开始注意保护草地和林地。
[6]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填海造陆，把一部分水域转换为建设用地。 

从城市扩展的空间格局看，该时期上海的城市空间扩展表现为蔓延式扩展的特征，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在黄浦江两岸东西

方向。在市区空间规模快速膨账的同时，周边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诸镇及长江北岸的崇明县城等卫星城也得到了较快的

成长，这说明上海已注重将部分功能、产业和要素向周边地区疏解。 

（二）2006-2015年上海市空间演变 

与 2005 年相比，2015 年上海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3071OOhm2，净增长 65.04%；耕地面积由 380200hm3减少到 189800hm2，

减少了 50.2%；10年间，因城市扩展占用耕地达 190400hm2。 

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看，大量的耕地被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此外，根据规划期内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空间布局的

要求，还将少量的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如工矿用地等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从空间格局看，主要是沿着城市边缘向外扩

张。上海城市空间未来扩展的方向是：东部的浦东新区：沿五洲大道向海方向；南部的徐汇区：沿沪闵高架路向南方向；西部

的嘉定区和青浦区：沿京沪高速两侧向西方向。与道路交通条件密切关联，城市空间扩散式增长的特征在上海远郊日益显现出

来，长江北岸的崇明县城和新河镇，西北部的嘉定区和安亭镇，西南部的青浦、松江、朱泾三镇以及东部的惠南镇，将成为未

来上海市城市空间扩散式增长的重点。 

二、上海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协调性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仅会引起城市面积的变化，且不同功能空间布局的变化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等产生重要影响。[7]-[9]这就需要我们对城市空间、功能的协调性进行深入分析，以探寻整体功

能最优的理想空间结构模式。 

（一）城市空间结构指标体系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指的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在空间中所呈现出的物质形态，既包括城市的空间大小、形状，也包括城市空间

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组合关系（即合理的土地利用关系）。本文从城市不同功能空间变化的维度，构建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的评估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专家征询方法，建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分析城市空间

演变的过程。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层次分析方法。首先确定评价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标准，即城市不同用地结构的变

化。然后分解为能体现该项指标的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功能空间、社会功能空间和生态功能空间等，按此原则再次进行分解，

直至最底层的单项评价指标。依据此原则，本文构建了一个三层次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表 1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指标体系即权重值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总权重 

经济功能空间 0.35 工业用地面积 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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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店铺面积 0.175  

住房面积 0.066  

道路面积 0.066  

社会功能空间 0.33 

学校用地面积 0.066  

医院面积 0.066  

办公用地面积 0.066  

生态功能空间 0.32 城市绿地覆盖率 0.320  

 

（二）城市功能指标体系 

1.城市功能定义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城市的功能也是在多种因素影

响下演变的。每个城市所具有的复杂的、多样化的功能，都是在上一阶段的城市功能基础上，不断累积、叠加、优化发展的结

果。 

目前，对城市功能较为统一的定义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任务和作用的组织。”该观

点强调了城市在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应发挥的作用，而且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但却忽视了城市功能的动态变化，

特别是没有关注环境功能。因此，结合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动态趋势，我们将城市功能定义为：城市功能是在一定时期

内，以要素禀赋为基础，以实现城市价值为目标，承担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发展任务的职能。 

2.城市功能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功能通过物质生产、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方式来实现，以维持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根据上述对城市功能

的定义，城市功能的大小可以用其在一定的区域内承担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环境功能来表征。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

城市功能指标体系，并用特尔斐法确定了权重值（见表 1、表 2）。 

表 2 城市功能指标体系权重值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总权重 

经济功能 0.35 

人均 GDP 0.05 

地均 GDP 0.05 

第三产业比值 0.05 

地方财政收入 0.0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4 

客运量 0.04 

货运量 0.04 

研发经费支出比例（％） 0.03 

社会功能 0.33 

教育支出比例 0.03 

万人大学生数 0.03 

失业率 0.03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0.03 



 

4 

每万人养老床位数 0.03 

城镇居民基本保险 0.03 

万人拥有图书藏书量 0.03 

城市道路网密度（km/km2） 0.03 

人均住房面积 0.03 

上网普及率 0.03 

恩格尔系数 0.03 

生态功能 0.32 

地均能耗 0.032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0.032 

废水达标率 0.032 

人均生活用水 0.032 

环保投入占 GDP比重 0.032 

固废物综合利用率 0.032 

万元产值能耗 0.032 

人均生活用电量 0.032 

城市绿地覆盖率 0.032 

人均生态垃圾产生量 0.032 

 

（三）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协调性分析 

1.理论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决定了它的基本功能。城市内各个组成部分的数量、质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的布局情况，决定了城市中的物

质生产是否有剩余或不足、物质及人员流动是否畅通、信息传递是否及时、废物能否及时进行处理等。一个科学合理的城市结

构，它的城市规模大小与它的城市功能是相对应的，是有利于城市功能发挥的。 

城市是人类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城市规划的目的就是把城市建设成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城市。因此，

评价一个城市效益好坏主要是从城市空间结构、功能的协调性高低来分析。这种协调性是指城市中人类的各种生产或生活活动

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是指城市资源利用和城市资源承载力的相互匹配程度、环境胁迫与环境容量的关系等。 

2.研究思路 

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单个城市的功能体系当作一个截面，对其进行现时性分析，纵向考察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功

能的关系，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的相互作用规律，把握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协调的动态性特点，从而科学地进行城市

规划和空间结构布局，整体性地协调好城市的空间结构，全面发挥好城市的功能。 

3.案例分析——上海市
（1）

 

上海市是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本文以 2005-2015 年的数据分析上海市城市空间结构

演变与城市功能变化的相互关系。 

（1）数据处理 



 

5 

因为上海市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数据都是量纲化的数据，无法直接比较。因此，需要首先对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因为我们研究上海市 2005-2015年的变化，故本文对所有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都是以 2005年为基准年来处理的，其中正

向指标为目标年实际数据与基准年的比值，反向指标为基准年数值与目标年份数据的比值。其中，反向指标有失业率、恩格尔

系数、地均能耗、人均生活用水、万元产值能耗、人均生活用电量、生活垃圾产生量等，其余皆为正向指标。 

（2）上海市城市空间变化 

①城市总体面积演变 

上海市近十年来建成区面积变化以 201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以前，城市建成区面积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10年，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较大；2010-2015年期间，建成区面积控制得较好，一直稳定在 999km2左右。 

②不同类型用地建设面积变化 

虽然近十年来上海市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变化幅度整体不大，但是城市内部不同利用类型的土地面积变化各不一样（见表 3）。 

表 3 上海市 2005-2015年建成区内部不同建设面积一览表（单位：万 m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经济功 

能空间 

工业用地面积 11521 13276 14526 15457 16801 18524 19223 22233 23062 23964 25103 

商场店铺面积 3241 3788 4029 4355 5089 5497 5654 5847 6165 6489 6773 

住房面积 37997 40857 43283 47195 50211 52639 55077 56263 58940 61094 63007 

道路面积 20942 21490 22579 24405 24566 25607 26176 26813 27290 27918 28567 

社会功 

能空间 

学校用地面积 2326 2456 2562 2699 2808 3172 3251 2976 3127 3226 3366 

医院面积 564 591 591 630 658 754 763 576 595 615 631 

办公用地面积 4334 4674 4972 5269 5971 6365 6520 6101 6545 6860 7343 

生态功 

能空间 

绿地面积 28865 30609 31795 34256 116929 120148 122283 124204 124295 125741 127332 

绿地覆盖率 37 37.3 37.6 38 38.1 38.2 38.2 38.3 38.4 38.4 38.5 

 

其中，上海市绿地面积在 2009年前后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绿地的统计范围发生了变化；剔除这种统计上的变化因素，可

以看出其变化呈较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见图 1）。因此，在后面对上海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中，对城市绿地面积的变化不作

分析，仅用城市绿地覆盖率一个指标表征。 

 

图 1 上海市 2005-2015年建成区绿地面积（万 m2）和绿地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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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建设用地中，占比最高的是住房建设面积，其次是道路用地和工业用地面积（见图 2）。 

 

图 2 上海市 2005-2015年不同建设用面积（万 m2） 

各种用地中，除医院面积外，基本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上升最快的是住房面积，其次是办公用地面积（见图 3）。医院建

设用地面积变化幅度较大，2005-2010年呈上升趋势，但是 2012年后呈下降趋势。 

 

图 3 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不同用地建面积比率（以 2005年为基准） 

③综合分析 

根据无量纲化数据（表 4）和赋权值（表 1）计算出上海市 2005—2015年不同空间结构的变化值（表 5）和协调度（图 4）。

一个城市空间结构协调发展的含义是它的经济功能空间、社会功能空间和生态功能空间三方面协调发展，表现在图形应是连接

三个功能空间的点是正三角形。但 2005—2015 年上海市三个不同功能空间结构的图形则是不等边三角形。显示出 2004—2015

年上海市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欠佳，且越来越不协调。经济功能空间发展的速度较快，而生态功能空间和社会功能空间发展相

对滞后，一些指标变化不大，数据表现甚至退步（如“医院建设面积”）。 

 

图 4 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不同空间结构协调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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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无量纲化一览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经济功 

能空间 

工业用地面积 1 1.15  1.26  1.34  1.46  1.61  1.67  1.93  2.00  2.08  2.18  

商场店铺面积 1 1.17  1.24  1.34  1.57  1.70  1.74  1.80  1.90  2.00  2.09  

住房面积 1 1.08  1.14  1.24  1.32  1.39  1.45  1.48  1.55  1.61  1.66  

道路面积 1 1.03  1.08  1.17  1.17  1.22  1.25  1.28  1.30  1.33  1.36  

社会功 

能空间 

学校用地面积 1 1.06  1.10  1.16  1.21  1.36  1.40  1.28  1.34  1.39  1.45  

医院面积 1 0.65  1.05  1.12  1.17  1.34  1.35  1.02  1.05  1.09  1.12  

办公用地面积 1 1.08  1.15  1.22  1.38  1.47  1.50  1.41  1.51  1.58  1.69  

生态功 

能空间 
城市绿地覆盖率 1 1.01  1.02  1.03  1.03  1.03  1.03  1.04  1.04  1.04  1.04  

 

表 5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不同空间结构演化分值一览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总得分 1 1.08 1.13 1.19 1.27 1.36 1.39 1.41 1.46 1.51 1.56 

经济功能空间 0.35 0.41 0.44 0.47 0.53 0.58 0.6 0.65 0.68 0.71 0.75 

社会功能空间 0.33 0.35 0.36 0.39 0.41 0.45 0.46 0.43 0.45 0.46 0.48 

生态功能空间 0.32 0.32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3）城市功能变化 

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综合性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世界第八大城市，我国四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科

技、贸易、金融、信息中心，是目前中国发展最快、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近年来，上海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功能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见表 6）。 

表 6 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功能协调发展一览表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经济功能 0.35  0.37  0.42  0.46  0.49  0.53  0.59  0.63  0.67  0.72  0.79  

社会功能 0.33  0.35  0.37  0.37  0.37  0.38  0.41  0.42  0.42  0.43  0.42  

生态功能 0.32  0.32  0.32  0.33  0.33  0.33  0.35  0.35  0.34  0.36  0.35  

总得分 1.00  1.05  1.11  1.16  1.19  1.24  1.35  1.40  1.44  1.51  1.56  

 

同理，对上海市 2005-2015 年间的功能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海市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协调效益发

展图形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见图 5）。显示出 2004-2015年上海市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欠佳，并且越来越不协调。经济功能效

益提升速度较快，而生态功能效益和社会功能效益发展相对滞后，生态功能效益在个别年份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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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功能效益协调发展示意图 

（3）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城市功能的协调性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必然引起城市功能的变化，同样城市功能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 

把无量纲化后的数值和权重值计算得到最终结果（见图 6）。可以看出，在 2005-2015年期间，上海市的城市建成区空间结

构和城市的功能效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呈现出城市功能效益低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趋势。2005-2010年期间，上海市城

市空间结构变化与城市功能变化之间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大于城市功能效益的变化；但是 2010年以后，城市

空间结构的变化幅度与城市功能效益的变化差距减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自 2010年以来上海市的空间结构变化的效益正在

逐步提升。 

 

图 6 上海市 2005-2015年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耦合关系图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在 2005-2015年间，上海市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三大功能发展失调。产业项目用地增加较快，经济功能持续增强，相比而言，城市的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远不及

产业项目用地的增长速度，社会功能与生态功能发展滞后，生态功能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倒退，城市整体功能失衡。（2）虽然

在 2010 年以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有所提高，但在 2005-2015 年的 10 年间，上海市的空间扩展方式总体比较粗放，土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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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利用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 

（二）建 议 

1.转变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城市社会和生态功能的提升 

经济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也是城市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但城市不仅是开展各类经济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工作生活

的重要场所。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空间、要素、功能交互作用、协同运行构成的庞大系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建设宜业

宜居幸福城市，让城市的明天更美好，应该成为所有城市的共同价值指向。如果过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生态功能

的改善，就会造成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失调，导致各种“大城市病”，城市的发展也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失去了我们发展

城市的意义，城市也就丧失了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大城市在发展中应坚持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统筹

兼顾、协调推进的原则，在城市的管理和规划建设中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避免单打独奏或顾此失彼。要转变发展理念，

在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多地注重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一要改变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把改善居民

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二要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调整优化城市的功能空间布局。要增强规划的科

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前瞻性和连续性，并借鉴国际经验，以地方立法的形式颁布城市规划，以增强规划对各项城市建设活

动的约束力，促进土地的有序开发，保证城市空间布局的科学合理和功能协调。 

2.改变粗放的土地开发模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耕地资源稀缺，保护好 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

安。这些年来，包括上海市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在空间上的快速扩张是以大量农田的消失和山林、湿地、水域的破坏为代价的。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建设紧凑型城市的城镇化道路。许多大城市以建设新城、各类开发区、工业

园区的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并未得到有效开发，造成了土地的闲置和浪费。因此，为大城市设置“城市边界”是

必要的。在今后的发展中，大城市要改变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在现有土地的高效利用和挖潜上下功夫，实现从外延式扩张向

内涵式增长的转变。 

3.疏解城市要素和功能，带动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 

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的大城市都经历了一个从单中心过度集聚，到向周边地区疏解过多的产业、人口和职能，形成具有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城镇化地区的发展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有效缓解“大城市病”，而且有利于带动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

展。东京从“一极集中”到“多心多核”城市复合体的构建，巴黎从单中心集聚到平衡发展城镇体系的演化，伦敦以新城建设

为突破口，形成不同等级城镇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这些探索性实践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借

鉴。上海已经够大，集聚了太多的产业和人口，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持续集聚，城市空间沿边缘区继续膨胀，规模不经济、

集聚不经济的问题势必会日益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将会更大，城市将不堪重负，同时

也会拉大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差距。显然，上海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已经开始自觉地将自身过多的要素和功能向周边地区

疏解，但力度还不够大。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破解各级政府财政上“分灶吃饭”体制下的“利益羁绊”，通过转出项目的“税

收分成”、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调整，提高上海与周边城镇合作的积极性，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要做好上海都市圈的规

划，统一都市圈内产业和人口布局，并加强交通设施、产业政策、人口政策的引导。上海应该在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 释： 

（1）本文中对上海市分析的数据均由作者根据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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