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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民城市，不论是城市规划、城市建

设还是城市治理，都应聚焦人的这两个基本需

求，即生活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使其得到满

足。抓住人民这个关键，把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城市建设自然会越来越好，人民城市

的意义亦将更好体现。”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

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曾经多次参

与城市发展相关课题的调研，见证了上海过去五

年来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取得的不凡成就。

面向未来，他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城

市建设，提升城市能级，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

立足思考上海城市定位，立足都市圈发展，将

城市建设与每个人的需求结合起来。他强调，

这不仅是人民城市建设的要义，也能助上海汇

聚更多人才，让全球精英都能“为我所用”，

真正将上海打造成一个创新之城；同时，也能

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关注和温暖，真正建成一

座人文之城。

大力建设上海都市圈，为城市
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文汇报：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大城市和城市
群，这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上海作为一

个超大城市，当如何走好发展之路，为人民城

市建设提供更好的样板？

陆铭：在过去五年中，上海在人民城市建
设方面，无论是“一江一河”建设还是城市建

设者管理者之家等，都是很大的亮点。尤其是

苏州河沿线全线贯通，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需要

克服很多阻力、协调很多利益。如今，苏州河

沿线贯通真正成为人民城市的一个重要IP，

也使上海真正成为一个水岸城市，更在持续引

领、推动公共空间贯通开放，提升着城市文化

的软环境。

在城市基层治理方面，上海持续推出越

来越多满足市民需求的举措，如老旧小区的

电梯加建工程、绿化整治、社区的重新规划

等，尤其是将一些闲置的商业用地改成公租

房等，这些其实都是以人民的需求为先，完全

体现了上海“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特点。

面向未来，上海在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方

面，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我看来，重点要

推进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上海都市圈的规

划，使得我们的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每个

人提供安居乐业的空间，同时也使每个人的发

展梦想都能在上海实现。

所谓都市圈，是以核心大城市为中心，以

轨道交通紧密连接周边中小城市的50至80公

里半径的“日通勤圈”。从这个概念出发来

看，已有规划中的“上海大都市圈”，更准确

地说，还只是一个城市群。在这个意义上，上

海和半径大约在50至80公里范围之内的其他

中小城市之间的连接度和一体化还远远不够。

未来，上海应当大力建设真正的都市圈。

在操作层面，推进都市圈建设，关键是要

突破城市和城市之间行政管辖边界对于一体化

的阻碍。如果上海都市圈建设成功，不仅对于

上海来说，可破解地域、资源有限的问题，而

且在跨越行政区实现一体化发展方面，对其他

地方的都市圈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亚太地区（中国、

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经济总量已经可以匹

敌北美。而中国的人口众多，只要能够实现高

质量发展，经济总量也将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和

亚洲核心。我们注意到，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

是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与日本相当，未来还

有增长空间。上海位于日本东京、韩国首尔、

中国沿海直至新加坡的亚太城市带中间位置，

也是长江经济带龙头和亚太城市带中间点的汇

聚点，目前，长江经济带GDP已占全国的

40%。上海的区域位置，使得跨国公司总部特

别是亚太公司总部将会主动布局在上海这个流

量中心。

对照东京都市圈和纽约都市圈，可以发

现，东京市 （Tokyocity） 或纽约市 （New

Yorkcity）的面积和人口，均小于上海。但如

果在都市圈范围内比较，结果就不一样了。以

东京为例，东京市的面积仅仅相当于上海面积

的三分之一，但东京都市圈的面积是上海的两

倍，人口则达到3700万。在面积大致相当的

范围内，上海与毗邻中小城市组成的都市圈范

围内人口大约3200万，少于东京都市圈，轨

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和城际铁路）比东京

都市圈少了约1000公里。

从这个角度出发，实际上意味着上海的规

划和城市开发，都应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为目

标。不论是轨道交通、人口规划、土地开发

等，这些核心问题都应该依照上海都市圈的定

位来考虑。

科学规划城市，让上海的未来
更年轻更活力

文汇报：上海是一座活力城市，经济发
展保持良好势头。但同时，上海的人口老龄

化程度也正在不断加深。如果城市发展要关

注到每一个人的需求，上海要进一步发展，

该如何实现？

陆铭：就城市本身来说，上海常住人口数
已超过2400万，老龄人口占37.4%，要进一步

发展的话，目前的人口结构确有令人担忧之

处。城市要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必须要引入更多年轻人口。由此推论，未

来城市在人口管理方面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积分落户的门槛可考

虑进一步降低，且名额要更大幅度增加。

前文已经谈到，面向上海都市圈的发展，人

口还有增长空间，相应地，上海的人口总量也一

定会继续增长。因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是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把上海及周边一起作为一个都市圈来

进行发展规划，人口的空间布局也完全可以实

现优化。通过科学的规划，上海都市圈人口的

增加并非零散增加，而将是有规律地增长。比

如，就人口增长的空间形态而言，应该是沿着

轨道交通线增加，越靠近市中心，增长越快，

越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则增加越慢，轨道沿线的

规划布局应该是使得各类产业经济区和居民区

交错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人口和经济

区的分布，也会同时沿着城市轨道交通线呈现

“八爪鱼”的形态，即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

减。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上海中心城区、郊

区新城和毗邻上海的城市之间，相互的连接程

度还不够，一些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也没有高

效地开发利用，这些现象都将在未来逐步得到

改观。

以五个新城为例。五个新城的发展目标是

希望各自具备独立的城市功能，但是在控制人

口总量的情况下，上海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

城市，经济活动包括服务消费，势必大量向中

心城区集聚，就业和居住人口也相应向中心城

区聚集。这样，五个新城地区本身人口密度就

不高，若服务业发展速度难以跟进、匹配当地

居民的需求，区域人口又会进一步下降。

我们也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横向比较。不

少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常常面对的是一道

选择题：是留在五个新城，还是到其他的新一

线城市或二线城市去。在前者与后者的产业布

局类似的情况下，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的服

务业和生活品质可能要比五个新城高，那么，

这些年轻人的选择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要盘活五个新城，必须立足上海都

市圈发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落户。不论是增

加的产业用地还是生活用地，都应该随着轨道

交通线而增加，特别是要在轨道交通线站点附

近布局一些公租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

的通勤成本、生活成本才能得到合理控制。同

时，要通过增加新城的密度来改善服务供给和

生活品质，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选择并留在五个新城，而五个新城的人口也可

以实现增加，上海的人口结构就会发生改变。

在此基础上，轨道交通的利用率也会更高，同

时交通拥堵或地铁拥挤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

土地的价值也会提高，城市环境也会更好。

回归人的基本需求，才能集聚
更多人才

文汇报：城市要持续发展，就要设法吸引
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陆铭：城市要发展，一定要有“人”，我们
不仅要有一大批高端人才，同时也要有普通劳

动者，不仅要留下人，还要留住人、留住心。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思考人的基本需求。

人的基本需求，主要是发展的需求和生活

的需求。正所谓安居乐业，上海有着足够多的

发展机遇，对于人的发展需求而言，这座城市

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而就生活需求来说，安居

是留才的重要考量。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一定能吸引到人才。所以对政府来

说，提升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尤

其重要。“以生活留人”，实际上就意味着城市

的发展要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致。

首先，拿安居来说，要解决“住”的问

题。现在，包括上海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人才公寓等在内，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住的问题。未来，当如何进一步满足中低

收入者安居的需求？在求解这一问题时，还

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智慧。比如，对于从事

服务业的人群来说，他们的大量工作岗位在

中心城区，因此，要考虑在中心城区尽可能

地增加公租房、廉租房，而且要进一步向从

事服务业的灵活就业者开放。如果大量公租

房、廉租房布局在郊区，不仅这部分人群的

居住问题难以解决，也会导致住在郊区的他

们需要每天长途通勤，而中心城区则会出现

服务业劳动供给不足。

其次，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

服务。上海的教育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要

吸引全球的精英人才，既有教育结构与潜在的

教育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需要通过构建

更多元的教育模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简

言之，除了要办好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之外，

还可以顺应国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

华合作办学的政策，引入国外优势学科和教育

资源。要通过吸引好学校来办学，特别是一些

好的设计学院、高等职业学院等，既能够满足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上海人对多元教育的需求，

同时也能提升上海的城市生活品质。如果这些

新增的教育布局在五个新城，还能进一步提升

新城的活力。

再次，要做到生活留人，本地的服务业还

有待进一步发展。就统计数据而言，上海的服

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达73%，未来只会越

来越高，因为这跟上海的功能、中国的经济变

迁，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变迁都有关系。但需

要指出的是，占GDP73%的服务业中包括了大

量的生产服务业，如果就生活服务业来看的

话，上海和其他世界一流城市相比还存在不少

差距，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对未来经济增长

和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必须大力发展服务

业，这样城市的发展才会比较健康。所以，我

们要通过更科学的规划，让每一个地区的居民

都要有便利的生活条件、生活消费和文化消费

的条件。中心城区要做的是通过城市更新为生

活服务业提供更多空间，并通过公租房和廉租

房的供应，相应吸引服务业的劳动力。而在郊

区新城，则需要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打造新城

的中央商务区和生活区，来增加生活服务业供

给，提升生活服务品质。

随着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传统的吃穿住

行带来的消费增长空间趋于饱和，服务业不仅

仅是满足人的吃喝玩乐以及教育、医疗等生活

服务业，还要充分重视设计、研发、金融、贸

易、咨询等产业，这些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一方

面服务消费增长更快，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

业也跟制造业紧密结合。比如设计，通过购买

制造业商品，也购买了设计服务。再比如数字

经济，实际上大量是服务业，对产业和消费的

发展非常重要。有些服务消费线上化的程度也

比较高，比如电子游戏、视听产品、线上娱乐

教育等。

基于上海都市圈发展的规划，一些现代

化的产业，在这个都市圈内完全可以形成全

产业链的布局，并以此更好地引领长三角城

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对于其他国家需要跨国

贸易来支撑的产业链，我们则可以在城市群

内部布局，一体化发展。就此而言，上海要

重视高精尖的制造业，因为这类高精尖的制

造业越强，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也就越发达，

反过来还将为制造业赋能。而上海的现代服

务业越强，则周边的制造业也越强。所以，我

们要更多地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角度来看产业

布局，上海更多发展符合中心城市定位的服务

业，对自身、对周边，甚至对全国的产业，都

有强大的赋能作用。

当然，人民城市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人

的基本需求，城市在建设过程中还要关注到

很多细节问题。期待上海的人民城市建设未

来会更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

关注每个人的需求，打造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本报记者 姜澎

上海有着足够多的
发展机遇，对于人的发展
需求而言，这座城市的吸
引力不言而喻。
提升公共服务，提升

城市的生活品质，尤其重
要。以生活留人，实际上
就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要
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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