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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研究未来 30 年（2050 年）上海全球城市综合交通承载力的开发问题。

借鉴“驱动力(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指标体系概念模型理论框架，总结前 30 年上海综合交通承载力在驱动

要素、状态指标及响应举措上的发展经验，并预判未来 30 年的总体发展态势。最后结合国际全球城市相关

经验借鉴，提出上海未来综合交通承载力开发的重大举措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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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通承载力是反映交通供需关系的重要指标，综合承载力不是狭义的考核交通设施可承

受交通负荷的指标，而是指交通系统所能支撑的经济、环境、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面

向未来 30 年发展要求，上海要打造世界级的全球城市，必须坚持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

交通承载力问题。 

1 提升综合交通承载力的理论基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1996 年提出了“驱动力(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指标体

系概念模型(简称 P-S-R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综合交通承

载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可以借鉴 PSR 的理论框架，对影响承载力的驱动要素，状态目

标和相关的响应举措进行研究。 

综合交通承载力受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人为干预等诸多因素影响，其值是动态变化的，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驱动力（压力）(P)反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推动和阻碍交通发

展的因素，决定了交通承载力的宏观发展阶段和背景。状态(S)反映了承载力的状态或所追

求的目标，可以是单个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也可以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响应(R)

则是基于一定的驱动力（压力）背景和承载力状态目标下，政府为提升承载力所采取的具体

行动和技术手段。管理模式转型和科技创新可以影响驱动力和压力的适应关系，进而改善承

载力水平或促进承载力目标实现。 

将扩大综合交通承载力的途径和方法作为研究重点。基于承载力影响因素分析可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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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经济水平和时空范围下的交通需求和资源、环境容量的适应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响

应举措则是相对弹性的，即可以通过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交通方式结构的调整，交通

效率的提升来持续挖掘供给潜力，而科技创新则可以提供跨越式的供给增长。未来上海综合

交通承载力的研究重点不是去测算一个固定的交通承载力的数值或范围，而是去研究进一步

扩大交通承载力的方法和途径，即通过不断强化响应举措，适应驱动力（压力）要素，进而

实现设定的承载力状态目标。 

2 前 30 年上海综合交通承载力发展沿革 

回顾前 30 年（1990-2020 年）上海交通承载力的发展情况可以为后 30 年的发展完善提

供依据和指导。前 30 年上海交通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划分 3 个阶段，1990-2000 年为浦

东开发开放时期，2000-2010 年为四个中心全面建设和中心城功能强化时期，2010-2020 为

四个中心建设完善和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压力）各不相同，对

于承载力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当然也对应了不同的响应举措。 

从驱动力（压力）要素来看，交通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征没有改变，但资源、能耗约

束作用开始逐步显现。无论是以浦东开发为核心的中心城一体化发展，还是以四个中心建设

为核心的城市功能提升，还是城乡统筹发展，均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30

年来，城市人口和交通客货运需求始终处于持续快速增长的阶段。但从压力端看，随着人口

和交通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用地资源和环境压力逐步增大，特别是十二五以来，由社会经

济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费矛盾逐步增大，资源、能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持

续加大。 

从状态指标来看，以追求交通系统的供求服务水平目标为主，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得到

重视。近 30 年来，交通服务水平和要求持续提高，从满足基本的交通运输服务，到逐步提

高交通出行的舒适性、快捷性。特别是 2010 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对交通出

行要求的不断提高，且随着环境、大气等资源约束条件的不断增加，承载力的目标日趋显现

多元化的要求。 

从响应举措来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承载能级，交通需求管理提升了承载效率，

科技管理水平挖掘了承载潜力。为适应经济社会对交通的出行要求，上海持续加大了交通基

础设施的供给，从跨江设施的建设，到中心城路网体系和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再到公路网、

机场、港口、铁路等区域性设施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能级显著提升。在以公交优先为导向

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导向下，形成了相对均衡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极大地提升了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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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效率。信息化、环保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效缓解了小汽车快速发展产生的交通拥堵和

环境污染压力。 

承载力社会、经济、环境等发展代价增大，恐难适应未来 30 年的发展要求。综合考虑

城市对内、对外等多种交通需求影响，在不增加设施供给条件下，若维持既有服务水平略有

下降的基础上，既有道路与公交设施承载规模约 2600 万人。若 2020 年规划设施全部落实，

既有综合交通体系可承载 2800 万人次的出行需求。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市民的出行时间距

离不断拉大，出行成本不断增加，交通拥堵、环境、能源压力持续增大，交通承载力的发展

适应性水平将持续下降。 

3 后 30 年上海综合交通承载力发展思路 

3.1 交通承载力总体发展态势研判 

依然具有较强发展驱动力，但资源硬约束时代已经来临。面向未来 30 年，上海的发展

目标定位为打造全球城市。随着两带一路、新型城镇化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的

实施，上海全球城市节点地位进一步强化，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进一步提升，上海都市圈进

一步跨越市域。人口、岗位的集聚效应，对外交通联系强度仍将维持较长一定时期后才能逐

步趋稳。根据上海社科院《上海人口发展趋势特点与问题研究》报告，20 世纪中叶，本市

常住人口将接近 3000 万人。 再考虑突破市域的都市圈范畴的通勤和流动人口，实际交通人

口规模将达到 4000 万人。从资源环境的承受压力看，2040 年总体规划已经明确用地资源零

增长，上海交通碳排放峰值控制也将在 2030 年左右到来，资源硬约束时代已经到来。 

科技革命和管理模式创新将进一步提升承载力响应能力。一方面，科技革命为转型发展

提供了可能和路径。2009年中国科学院编制了《关于中国面向 2050年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

提出了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科技革命的八大战略体系，其中可能改变传统交通发展模式的技术

革命包括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先进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信息网络体系、生态与环

境保育发展体系、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体系等，交通系统的时空服务范围、能耗、污染排放

水平较传统模式有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碳排放峰值倒逼机制为转型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传

统发展思维将被突破，碳排放峰值的提前到来对上海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未来对于小客车、

公交优先、慢行交通的发展将会有更突破性的举措，为了兼顾可达性和低能耗的发展目标，

公交和慢行的重视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总体而言，对未来 30 年上海交通承载力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们认为科技进

步和管理提高效率可以阶段性地释放承载能力，应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交通承载力发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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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从发展过程考虑，仍面临较大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得到重视和完善。 

3.2 全球城市交通承载力发展经验借鉴 

伦敦、纽约、东京都是全球知名的世界级全球城市，其发展历程以及面向未来的发展愿

景值得定位于构建世界级全球城市的上海借鉴。 

发展阶段由构建世界城市逐步转向保持世界城市竞争力转变，关注世界城市竞争力提升

和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伦敦、纽约、东京都经历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规模交通基础建

设的大发展时期。经过阶段性的发展，产业、人口逐步在更大的都市圈、城市群范围内得到

均衡发展，环境污染的压力随着环境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缓解。面对未来的发展，各大都市

纷纷制定远景发展战略，重点关注世界城市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的发展双重目标，一方面希

望进一步加强人口、岗位集聚，一方面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排放压力依然巨大，纷纷提出

碳排放显著下降的控制目标。以伦敦 2050 为例，伦敦 2050 目标是建设更大更好的城市，以

强化世界级城市竞争力为驱动力，预计人口规模较现状再增加 1000 万，但交通碳排放较现

状下降 50%以上。 

通过设施建设、低碳发展、科技创新等响应举措应对更高的发展要求。世界全球城市一

般均已经拥有非常完善的国际、国内、城际和都市圈交通设施体系，为适应新一轮全球城市

竞争，坚持以提升可达性和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以伦敦 2050 为例，伦敦提出追求更

高水平的整体承载力目标，实现 7 天 24 小时运营能力，更舒适的出行体验，更少的交通排

放，并提出 4 大响应对策来提升交通承载力，包括：加强机场、铁路、交通走廊等战略性设

施建设；持续扩容基础设施，满足职住出行需要，2050 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运力扩容 70%，

增加设施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弹性和保障；改善环境，鼓励自行车、新能源车辆、低碳区等

低碳发展；加速交通创新发展，创新物流配送、电子商务、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应用。 

3.3 未来上海提升交通承载力的发展举措与建议 

从上海的发展阶段看，既有世界全球城市在发展初期的发展动力，但又有全球城市面向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压力，因此既要加强交通体系的建设完善，也要重视绿色低碳的新的

发展要求，具体包括 4 个方面： 

一是面向提升全球竞争力储备发展战略性交通设施建设。未来 30 年，世界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国际交通需求日益密切。从机场设施看，上海已经形成一市两

场、5 条跑道的设施规模，设计能力 1.2 亿人次/年。随着两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上海国际交

流的日益频繁，上海人均航空乘次可能达到并超过国际全球城市的水平，未来上海年旅客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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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量可能达 2.5-3 亿人次。从港口航运设施看，目前上海的港口集装箱处理能力为 3500 万

标箱，随着中国积极参与泰国克拉运河计划发展战略，以及国际中转业务的持续增加，未来

的集装箱箱量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动力。而从上海的空间地域资源来看，很难再寻找出满足

机场、港口增量发展的战略空间，应加快在长三角区域统筹考虑机场、港口的发展要求。 

二是面向人口、产业均衡布局的都市圈交通设施建设。从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发展进程看，

大多经历了单中心都市区蔓延发展、多中心都市圈结构发展和更大范围的区域网络化发展等

三个阶段。未来 30 年，依然是上海完善城镇布局系统，构筑都市圈交通体系的关键时期。

主要对策包括：加强中心城与郊区城镇体系的快速交通联系，强化市域一体的战略性穿心交

通快速走廊建设；提高郊区城镇体系在长三角的交通区位，加强郊区城镇体系与铁路系统的

融合，增加城市副中心的铁路对外服务和辐射能力；持续增加中心城及拓展区轨道交通网络

密度和运力。 

三是面向绿色低碳发展加强存量设施的功能性改造。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2050

年上海交通出行总量可能达到 1.1 亿人次，较现状增加 70%。从国际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

看，其都市圈或市域范围的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往往高达 40%，部分廊道的出行比重高达 80%，

而目前上海的比例仅 30%。在用地和设施增量有限的情况，必须通过对存量设施的功能性

改造，通过供给政策的转型引导才能引导交通方式结构的转型。从城市交通来看，首尔的清

溪川工程、伦敦的自行车高速公路计划、纽约曼哈顿下城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滨水地区改造

计划（BIG U）均是功能性改造的典范。上海可以通过快速路系统的公交化转型，中心区低

排放区或无车区的改造、无障碍设施等项目进一步增加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供给。从区域

交通看，可考虑将铁路系统进一步延伸至陆家嘴、世博、迪士尼等城市副中心或重点功能区，

通过优化城际交通结构增加承载力弹性。 

四是面向科技创新进一步挖掘精细化管理效能。科技创新是未来转变交通发展模式的重

要手段。主要对策包括：加强信息化技术对传统管理流程和管理模式的改造，通过大数据技

术掌握交通出行的特征规律，为更精细化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交通工具的运行效

率，通过物联网技术、信号系统的完善，进一步提升道路系统和轨道交通网络的承载能力；

加强新能源技术、环境治理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交通工具的能耗效率和污染物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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