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图”读懂上海
再现发展轨迹 彰显红色基因

上海的 24 小时，究竟能发生多
少大小事？ 最新版《上海市地图集》

中，你会看到这样的答案———

轨道交通客流量 1064 万人次，

快递业务量超过 858 万件； 电影院
播放近 1.3 万场电影， 公园游园人
数逾 65 万人次；有 495 个新生命诞
生、270 对新人喜结连理；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25元，其中食品和居住开
销最多，分别为 30元和 41.2元……

地图里的这些数字背后，是跃动的经
济命脉， 是东升西落的烟火故事，是
鲜活的 2400 多万个我和你。

力透纸背
“一笔一划”客观描述

地图作为城市名片和城
市档案， 展现的是一段时
间内的城市发展和建设
成就。 新版 《上海市地
图集》 共分八个篇章。

不同的章节，凸显、展
示了城市核心功能、

城市精神品格 、城
市发展成就 、社会
民生关切等不同的
主题 ， 读来脉络清
晰。

开篇 “江海之汇 ，

东方明珠”，通过“全球
一员”“中国一隅”“上海
一日”“空间一览”图组，将
上海放置在 “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全球视野之下 ，剪影式呈现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第
四篇“海纳百川，文化之城 ”，围绕 “红色足
迹”“历史人文”“文化体育”，诠释上海 “社
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的城市性质和定
位， 全面呈现了上海的红色基因和文化软
实力。

此外，第八篇 “来路回望 ，明日畅想 ”，

包含“天眷之地”“岁月之脉”“未来之城”图
组，介绍了上海的自然基础、历史发展和规
划愿景，呈现了取得今日成就的内在逻辑，

昭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宏观方面，地图集以数据为底色，图文
并茂地表达了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13 年至 2019 年期
间， 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
值从 7744 亿元跃升为 1.1 万亿元。 地图集
通过相辅相成的艺术化表达与科学性描
述，来体现上海多层次 、多功能 、开放性的
功能型平台体系基本形成， 产业培育功能
不断增强。

新版地图的细节数据，同样让人回味，

比如上海市民关心的城市绿化：2010 年至

2019 年间， 上海的绿地逐年递增，2019 年
相较 2018 年的涨幅甚至达到 184 平方公
里，人均绿化面积完成了大跨越。 从解放初
期的每人“一双鞋”———1949 年人均绿化面
积仅 0.132 平方米， 升级至 2019 年的 8.4

平方米，人均“一间房”。

数读发展
体现责任与担当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伟大

梦想的启航地， 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与祖国同行， 与时
代同步 ， 实现了
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 ， 取得了举
世 瞩 目 的 辉 煌 成
就 。 上海在实施国
家战略中积极发挥地
方主动性和创造性 ，

在服务和支持全国中体
现自身价值和作用。

新版地图集的一个突出
亮点 ， 是读者可以沿着时间线 ，

在地图上追溯上海承担国家发展战略的光
辉历程。 浦东开发开放———1990 年 4 月 ，

党中央、 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
区的开发； 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
保税区、 全国第一个以 “金融贸易” 命名
的国家级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

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金桥出口加工
区相继在浦东设立。 此后， 还有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 ，

以开放倒逼改革、 以制度创新倒逼深化改
革的 “国家试验” 由此展开……此外， 近
年来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 、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等， 均在地图册上有所呈现……

这些重大举措的推出和发生， 在给地
图带来明显变化的同时， 更彰显出上海在
服务服从国家战略中， 始终坚持全国一盘
棋思想，坚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己，体现
出了城市自身的品格和价值导向。 与此同
时，读者也不难从地图册呈现的各种图表、

数据中，读出近年来上海在“五个中心”建设
过程中，城市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城市功能
脱胎换骨、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的“潜台词”。

红色文化
还原历史重温初心

近年来， 城市更新逐渐成为人们的共
识， 这一新趋势在地图上得以体现。 在上
海版图上， 历史文化资源覆盖面积不断扩
大。 在 “点、 线、 面” 相结合的保护对象
体系中 ， 囊括了 40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 227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423 处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058 处优秀历史建筑
等 “点状要素”； 397 条风貌保护道路 （街
巷）、 84 条风貌保护河道等 “线状要素”；

44 片、 共计 41 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风貌
区， 250 处、 共计 17 平方公里的风貌保护
街坊等 “面状要素”。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
地、 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地之一 。

可以说， 上海的城市气质， 与这座城市的
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地图集采用多元的文
化地图讲述上海历史故事， 这是新版地图
集的亮点之一。 结合建党百年，新版地图集
首次推出红色景点路线，涉及的地标包括：

东亚旅馆 （今先施大楼内 ）、原麦根路 32G

号（今康定东路归仁里一带）、原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原法租界霞飞路巡捕
房 （今淮海中路 217、233 号商铺 ）、老渔阳
里 2 号、原上海北火车站（今上海铁路博物
馆）……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历史脉络，被

新版地图集绘制成图， 涉及的许多关键性
历史场所至今保留完好。

与此同时， 新版 《上海市地图集》 还
梳理了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以及解
放战争时期， 在上海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
诸多代表性地点， 如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
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五卅运动
纪念馆等。 此外还包括茂名北路毛泽东旧
居、 周恩来避难地 （礼查饭店 ）、 田汉旧

居 （山海关路） 等名人纪念地……这些历
经沧桑的历史地标， 如今已融合成为上海
这座城市的 “红色基因”。

视角独特
挖掘“城市故事”

一本地图集，是走进一座城市的钥匙。

透过纷繁芜杂的数据，一个个独特的“城市
故事”清晰可见。

就拿方言来说，要了解一个地方，最好
的方式就是用它的语言讲述它的故事。

“上海方言”一节着重体现了沪语的传
承与广度。 根据声调的调类分合及调值特
点，上海被分成 5 个方言片———市区片、崇
明片、嘉定片、松江片和练塘片。 其中， 松
江片再分松江小片、 上海小片、 浦东小片
等三小片， 市区片又分老派、 中派。

关于 “祖母” 的称谓， 崇明片叫 “婆
阿 ” 或 “亲婆 ” ， 练塘片商榻唤作 “好
婆”， 新浜 、 枫泾 、 朱泾 、 兴塔等地称之
为 “娘娘”。 “祖父” 的叫法就更丰富了，

崇明片为 “公公”， 嘉定叫 “大爹”， 少数
叫 “公公 ” ， 练塘片 、 松江片多叫 “大
大 ” ， 少数叫 “老爹 、 大爹 、 阿爹 、 公
公”。 市区老派一般叫 “老爹”。

这些称谓如何形成？ 与地域分布有什
么联系 ？ 地图之内的信息 “点到为止 ”，

但地图之外的逻辑脉络， 则等待着有心人
去挖掘。

眼下， 上海正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的建设征程上精进。 在“全民健身”一节中，

60 岁及以上人群最爱参加体育锻炼， 占总
数的 59.1%；不爱运动的年龄段为 30-39 岁
人群，占比为 29%。 对于 19-39 岁年龄段，

最常选择的锻炼
项目为跑 步 ；40

及以上人群 ，则
选 择 快 走 为 最
爱项目 。 针对不
同 年 龄 段 的 锻
炼偏好 ，可供决
策 者 在 公 共 空
间 科 学 规 划 中
有的放矢 。

常常有人会
问 ： 生活在拥有
全球最大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的城
市中 ， 是一种什
么样的体验 ？ 新
版地图集采用测
绘 技 术 进 行 解
答 ： 截 至 2019

年 ， 上海拥有 17 条轨交线路 （含磁浮
线 ）， 全长 705 公里 ， 涉及 415 座站点 、

5411 辆车， 日均客流量达 1064.2 万人次，

正点率达到 99.9%……经过刷卡流量梳理
能发现，日均进站客流量最大的前 10 个站
点分别是人民广场、 虹桥火车站、 南京东
路、上海火车站、徐家汇、静安寺 、陆家嘴 、

南京西路、中山公园和上海南站。 “魔都”的
“魔力”，正是藏在这一个个的小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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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新“成长记录册”出炉
荟集史上最多数据，时隔十一年再推《上海市地图集》

192 幅地图 、322 个统计图表 、118 张图
片……时隔 11 年， 上海近日再次发布大型综
合性城市地图集。 在这本最新发布的上海地图
集里，不仅能直观看到市民的生活日常，也全景
式展现了上海的城市风采， 让人清晰感受到强
劲跳跃着的时代脉搏。

上海是全国首个编纂综合性城市地图集的城市，

也是地图版本最多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相继于

1970 年、1984 年、1997 年和 2010 年，分别组织编纂了
四版《上海市地图集》，这些地图集反映了上海不同时
期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那
么，2021 版《上海市地图集》有哪些亮点？ 市测绘院第
四分院院长姚文强介绍，新版地图集从上海亮点、国家
担当、全球视野的视角出发，通过空间、时间、专题的有
机联动，形成层层递进的叙事化逻辑框架，集合成一部
科学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地图集。同
时，通过微信小程序推出线上版，公众通过扫码、“图溯
上海”公众号或搜索微信小程序“SHATLAS”即可浏览
线上版地图集，实现线上和线下互动。

展现全球视野
聚焦与世界对话的“接口”

上海在全球城市中的竞争力到底如何？ 地图集选
取权威维度进行呈现：2020 年 GaWC （全球城市名册
城市排名）中，上海位于全球第 5 位，仅次于伦敦 、纽
约、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 2020 年 GPCI（全球城市实
力指数城市排名）和 2019 年至 2020 年 GUCR（全球城
市竞争力报告经济竞争力城市排名），上海均位居全球
第 10 位。

据编纂人员介绍：“新版地图集最大程度采用了上
海与全国乃至全球数据的对比。 这是和以往的地图集
相比，最大的不同点”。为什么要采用具有全国、全球视
野的数据？编纂人员解释称，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城市发展的视角
就不能仅仅聚焦城市内部。因此，地图集的内容呈现也
尽可能地对标一流城市， 从而充分体现上海在全国和
全球的地位。

上海港通江达海，吴淞口到南北槽航道交叉处，日
均有 3300 艘船只进出，繁忙景象气势磅礴。这一画面化
作抽象数字，成为上海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异指标。 图集
数据表明， 在全球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与年增长率
中，上海港均位列全球第一，远高于位列第二的新加坡。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要和外国人士打交道，大
家却很难直观了解到，他们的家乡在哪里。在新版地图
集中， 编纂人员对持有本市签发 6 个月以上有效居留
许可证的外籍人口信息进行梳理发现， 外国人在上海
的生活区域发生了变化———根据 2009 年 、2014 年和

2019 年的外籍人口居住地分布图，外籍人口的居住地
也逐步从市中心扩展到周边，出现散点分布的趋势，其
中浦东张江和临港的集聚度变强。

“外籍人口的居住变化，和城市发展、重大战略推
进有很大的关联。新兴地区的发展潜力，吸引了许多海
内外人士前来工作和创业。”市测绘院第四分院地信科
科长余晨曦介绍，以 2019 年为例，上海的外来常住人
口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河南、江西和浙江。

与众不同的是，新版地图集还采用了“最浪漫”的
视角———来自夜晚的璀璨灯火。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夜
间照明设施逐渐普及， 夜晚灯光的强弱直接呈现了人
类活动区域的发达程度。基于这个特点，夜光遥感的作
用逐渐开始凸显，在分析城市扩张、估算社会经济总量
等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在同一张夜光地图上， 编纂人员选取了不同区域
尺度的比对视角，如上海之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
全球一流城市，上海之于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之于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结合夜光
遥感数据，进行辐射亮度测算后可以发现，在长三角光
源最集中的地区就是上海。

融合新式与传统
五本地图集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地图是一门特殊语言，承载社会、历史、地理、民俗
等各类知识，散发出意蕴绵长的城市之光。 地图集，是
对过往光辉岁月的回望与致敬。 此前，上海曾出版过 4

本地图集。 第一版为 1970 年；1984 年版着重反映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1997 年版充分反映
了上海改革开放，特别是“八五”时期在经济社会、城市
建设、投资环境、资源利用、高新技术、外引内联等方面
的成就；2010 年版重点反映了上海世博会的显著成就。

对于新版地图集，编纂人员投入了颇多心血，整体
策划编制历时 3 年多。 据了解，新版地图集汇聚了 40

余个委办局、单位及 16 个区等各编委会成员单位的权
威专业资料。

为了全景展示上海， 新版地图集使用的图表和数
据也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最初到手的数据格式多样，

文本、EXCEL、图片等多达 8000 份，近 48G 容量。 要把
浩如烟海的信息加载在一张张图纸上， 兼顾客观与感
官，这样的任务量难以想象。 编纂人员通过技术手段，

将海量数据进行空间化集成并进行可视化表达， 让城
市发展轨迹都呈现在一笔一划的客观描述中。 在这本
讲好上海成长故事的书中， 有太多的历史时刻值得驻
足纪念，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回忆体味，更有太多的
历史沉淀，值得现在的我们重温与感悟。

做地图集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传承。 中国古代地图
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魏晋时期的裴秀提
出“制图六体”，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图制图学理论，北
宋科学家沈括的地形模型图， 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
制的《舆地图》，都将我国传统的绘图技术推向了一
个新的阶段 。 这样的传承在新版地图集中 ，都可一
窥端倪 。

市测绘院第四分院总工程师忻静告诉记者， 不论
是现在还是未来，地图的编制都离不开投影、比例尺、

定向等地图数学法则，再融合具有系统性、象征性、时
代性的视觉设计表达， 上海地图集在传承与创新的触
碰中激荡出火花，实现形数理的统一。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史博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