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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9 National Land Survey of Shanghai and the 2014 Land Change Survey of Shang-
hai,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land change characteristics, land type conversion and change 
motiv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9~2014 in Pudong New Area, including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the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conversion be-
tween various types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various types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of land use change in Pudong from the aspects of population size, urban core functions 
and traffic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udong to optimize the existence 
of land, explore sustainable organic renewal models, and achiev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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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上海市2009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和上海市2014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开展浦东新区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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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地类转换和变化动因研究，包括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农用地内部转

换、各类农用地与各类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并从人口规模、城市核心功能、交通建设等方面分析浦东土

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浦东优化存量用地、探索可持续的有机更新模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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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0 年 4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1993 年 1 月 1 日，上海市

浦东新区作为一级建制，正式宣布建立。同日，撤销川沙县建制[1]。2009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批复同

意南汇区行政区域整体划入浦东新区，2009 年 5 月 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两区合并。至此，浦

东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空间进一步拓展，浦东进入二次创业新阶段[2]。到 2017 年末，浦东新区共包括

36 个街镇，其中 12 个街道办事处，24 个镇。新区土地面积 1374.60 km2，年末常住人口 552.84 万人，年

末户籍总人口 298.96 万人。新区生产总值 9651.39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 2423.56 亿元，第三产业 7206.13
亿元，三次产业的比值为 0.2:25.1:74.7 [3]，第三产业居于绝对优势。 

浦东新区在上海全市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土地面积占全市的 22.1%，年末常住人口占全市的 22.9%，

2017 年生产总值占全市的 31.5%，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 28.3%，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市的 60.7%，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占全市的 46.0%，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市的 43.9% [3]。而且，浦东已汇聚了

400 多家各类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246 家。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国际医学园区、临港产业区等重点开发区都集中在浦东地区。到 2017 年末

浦东新区的“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浦东新区在上海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凸

显，金融核心功能进一步巩固，航运核心功能进一步体现，科创中心核心功能进一步聚焦，贸易核心功

能喜忧参半。同时，浦东面临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需进一步完善，浦东迈向标

志性的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区仍面临许多挑战[4]。 

2. 相关研究进展 

浦东新区自 1993 成立以来，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连续不断，其中一些是以浦东地区为地域单元，另一

些是以上海全域为研究单元，主要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和机理分析。此外，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土地利用数

据和分析方法也有较大差别。代表性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在 2009 年之前浦东新区尚不包括南汇区，曾勇等依据国内外代表性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和用地结构

数据，分析浦东中长期发展中合理土地利用结构和人均建设用地，探讨浦东不同类型区的高中低三个方

案的适度人口规模。最后，提出浦东实现合理土地人口承载规模的建设用地结构及布局优化方案[5]。孟

飞等基于 2000 年和 2003 年 2 期红外航空影像资料，运用遥感影像的机助解译方法获得浦东土地利用数

据，分析 2000~2003 年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揭示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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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开发区建设、交通建设等驱动因素[6]。尹占娥等依据 1990 年、2001 年卫星遥感数据，解译提

取浦东新区土地利用信息，分析 1990~2001 年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和地类转化特征[7]。其次，在 2009
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组成新的上海浦东新区。朱春娇基于 1989~2013 年期间共 6 期 Landsat 遥感影

像，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和 GIS 分析技术，研究上海浦东土地利用的面积变化、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

总结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模式[8]。权瑞松等基于 1994 年、2000 年、2003 年、2006 年的 ETM 遥

感影像提取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浦东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9]。 
李晓文等基于多时段 TM 遥感影像资料，对上海近 10 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形成过程和相关空

间机制进行研究；进一步总结“点—轴扩展”模式，但中心城区和郊区中小城镇土地集约程度相差悬殊，

而且把相邻度指数与空间凝集度指数结合起来，揭示城市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机制[10]。田莉等采用 1990
年以来不同时期 TM 影像，对上海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特征进行描述，从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角度，分析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11]。朱春娇基于 Markov 和 CLUE-S 模型，进行浦东新区土地利用

变化趋势分析[8]。权瑞松基于 2000 年、2003 年和 2006 年上海市航空遥感解译所获得的土地利用数据，

运用 Terrset CA-Markov 模型，模拟预测 2030 年上海市土地利用结构，采用 SCS 模型探案土地利用变化

的水文效应[12]。 
因此，从上海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成果来看，土地数据来源主要通过遥感影像解译而得，包括航

空遥感影像和航天遥感影像(TM/ETM) [6] [8] [9] [10] [11] [12]，这对于浦东地区而言，用地数据精度有些

偏低，有待提高。其次，浦东用地变化分析主要采用土地利用变化量、土地利用年变化率、土地利用相

对变化率、土地利用动态度等指标[7] [12]，应用转换矩阵法分析不同地类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8] [9] [11] 
[12]。此外，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多使用较为成熟的模型[8] [12]。这些研究方法较为成熟，一直在国内土

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广泛应用[13] [14]。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说明 

所用浦东土地利用数据，2009 年用地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从 2007 年 7 月 1 日启动，于

2009年完成。2014年用地数据来源于上海市 2014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先把矢量数据转换为 10 m栅格，

再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和地类转换矩阵分析。栅格数据精度略低于矢量数据，但是数据质量仍比较可靠，数

据精度优于来源于遥感影像提取的数据，这将提高浦东土地利用分析结果精度，研究结论更为可信。 

3.2. 研究方法 

基于 ArcGIS 软件平台，采用地类转换矩阵法不同地类间的相互转换，包括农用地与建设用地、农用

地内部地类、各类农用地与各类建设用地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而且，基于 ArcGIS 空间分析功能，进行

浦东建设用地扩展特征分析。在土地利用变化动因分析中，主要基于人口规模、城市核心功能、交通建

设等多因素进行归纳和逻辑推理。 

4. 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4.1. 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的数量特征 

1) 农林用地急剧减少势头显著 
在 2009~2014 年期间，浦东农用地面积显著减少，共计 24.30 km2 (表 1)。其中，耕地和林地缩减量

最大，耕地面积减少了 8.23 km2，林地减少了 6.11 km2；此外，园地减少了 1.56 km2，其他农用地总共减

少了 8.39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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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nd area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1. 2009~2014 年浦东农用地面积变化(单位：km2) 

地类代码 地类名称 2009 年面积(km2) 2014 年面积(km2) 2009~2014年变化(km2) 

11 耕地 288.30 280.07 −8.24 

12 园地 44.29 42.73 −1.56 

13 林地 68.97 62.85 −6.11 

15 其他农用地 94.94 86.55 −8.39 

合计  496.50 472.20 −24.30 

 

2) 建设用地快速增加趋势明显 
在 2009~2014 年浦东全区建设用地共新增了 41.9 km2，其中北区新增 7.8 km2，占全区新增建设用地

的 18.6%。南区新增 34.1 km2，占全区新增用地的 81.4%。显然，南区增量是北区的 4 倍多，表明在此期

间建设用地主要增长地区是在南区(图 1)。 
3) 生态绿色空间持续减少 
以水域、耕地为代表的绿色空间不断减少。2009 年浦东水域总面积为 174.94 km2，其中水库水面、

河流水域和湖泊水面共计 119.59 km2，坑塘水面、养殖水面和可调养殖水面共计 55.36 km2。到 2014 年，

水域总面积减少为 166.33 km2，其中水库水面、河流水域和湖泊水面共计 118.41 km2，坑塘水面、养殖

水面和可调养殖水面共计 47.91 km2。因此，2009~2014 年期间，水域总面积缩小了 8.62 km2，其中坑塘

水面、养殖水面和可调养殖水面共缩减了 7.44 km2，可见人工水面的缩减占据了绝大部分。 
未来浦东生态网络空间退建的压力较大。2014 年生态网络空间内现状建设用地规模为 171.31 km2，

占比为 27.37%。其中，农村宅基地规模为 67.17 km2，工业用地规模为 30.89 km2，分别占生态网络空间

中建设用地规模的 39.21%和 18.03% (图 1)。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s ecological network in 2014 
图 1. 浦东生态网络内建设用地分布情况(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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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浦东土地利用变化的转换特征 

1)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的转换分析 
在 2009~2014 年期间农用地急剧减少，这是建设用地扩张和蚕食的结果。从表 2 的转换矩阵可知，

在 2009~2014 年期间有 33.89 km2 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另有建设用地 0.83 km2、未利用地 9.35 km2 转

为农用地，因此结果显示只减少了 24.3 km2。 
同样，2009~2014 年期间，建设用地增加了 42.05 km2，主要来源是从农用地转换的 33.89 km2 和未利

用地转换的 9.55 km2。 
 
Table 2. Land use type conversion matrix of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2. 2009~2014 年浦东新区地类转换矩阵 

2014 年用地面积(km2) 
2009 年用地面积(km2)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14 年合计 

农用地 462.01 0.83 9.35 472.16 

建设用地 33.89 702.20 9.55 745.64 

未利用地 0.53 0.57 180.72 181.82 

2009 年合计 496.43 703.59 199.62 1399.64 

 

2) 农用地内部转换分析 
在 2009~2014 年期间，只有 2.29 km2 的其他农用地转为耕地，这表明农用地内部地类转换非常弱。

但是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却是非常剧烈(表 3)。 
 
Table 3. Internal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3. 2009~2014 年浦东农用地内部转换 

地类名称 耕地(2009) 园地(2009) 林地(2009) 其他农用地(2009) 

耕地(2014) 269.66 0.00 0.01 2.29 

园地(2014) 0.00 42.72 0.00 0.00 

林地(2014) 0.00 0.00 62.64 0.02 

其他农用地(2014) 0.00 0.00 0.00 84.66 

 
3) 农用地向各类建设用地的转换分析 
在 2009~2014 年间，共有 33.91 km2 农用地流向建设用地，其中，农用地流向公共设施用地最多，面

积为 13.27 km2，占全部流失农用地面积的 39.13%；其次农用地流向交通运输和工矿仓储用地，分别为

6.74 km2 和 6.26 km2，所占比例为 19.88%和 18.46%。农用地流向住宅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和商服用地，

面积分别为 4.64 km2、1.96 km2 和 0.85 km2，所占比例为 13.68%、5.78%和 2.51% (表 4)。因此，农用地

流向各类建设用地的面积和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4. 2009~2014 年农用地在建设用地的流向分配 

建设用地类别 农用地面积 占全部流失农用地的百分比(%) 

商服用地 0.85 2.51 

工矿仓储用地 6.26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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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公用设施用地 13.27 39.13 

公共建筑用地 1.96 5.78 

住宅用地 4.64 13.68 

交通运输用地 6.74 19.88 

水利设施用地 0.17 0.50 

特殊用地 0.02 0.06 

 
4) 各类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分析 
2009~2014 年期间，有耕地 18.3 km2 转为建设用地，占全部流失农用地面积的 54.0%；园地 1.55 km2

流向建设用地，占比为 4.6%；林地 6.25 km2 流向建设用地，占比为 18.4%；其他农用地 7.81 km2 流向建

设用地，占比为 23.0%。由此可知，耕地是农用地流向建设用地的最大部分，因此保护耕地和林地为主

的农用地任务非常艰巨。而且，这 4 类农用地向每类建设用地转换的面积也有较大差异(表 5)。 
 
Table 5.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to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5. 2009~2014 年浦东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单位：km2) 

地类名称 耕地(2009) 园地(2009) 林地(2009) 其他农用地(2009) 

商服用地(2014) 0.36 0.05 0.28 0.16 

工矿仓储用地(2014) 3.92 0.24 1.11 0.99 

公用设施用地(2014) 6.38 0.39 2.03 4.47 

公共建筑用地(2014) 0.76 0.07 0.95 0.18 

住宅用地(2014) 3.03 0.36 0.54 0.71 

交通运输用地(2014) 3.77 0.44 1.29 1.24 

水利设施用地(2014) 0.07 0.00 0.04 0.06 

特殊用地(2014) 0.01 0.00 0.01 0.00 

合计 18.3 1.55 6.25 7.81 

 
5) 各类农用地与各类建设用地的转换分析 
①耕地流向。在 2009~2014 年耕地在各类建设用地的流向，以公共设施用地为最多，为 6.38 km2，

占全部耕地流失面积的比例达 34.8%；其次是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所占比例分别

为 21.42%、20.6%和 16.56%。 
②林地流向。在 2009~2014 年林地向各类建设用地的流向中，以公共设施用地最多，为 2.03 km2，

占全部林地流失面积的比例达到 32.48%。其次是交通运输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建筑用地，占比为

20.64%、17.76%和 15.2%。流向其他地类的还有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占比分别为 8.64%和 4.48%。 
③其他农用地流向。在 2009~2014 年其他农用地到各类建设用地的流向中，仍是公共设施用地最多，

面积为 4.47 km2，所占全部农用地流失面积的比例在一半以上，达到 57.2%。其次是交通运输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和住宅用地，所占比例分别为 15.9%、12.7%和 9.1%。 
④转入新增建设用地的农用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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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各类农用地转为 2014 年建设用地的土地分布情况，如图 2 和图 3 所示。这些流失的农用

地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城镇的周边地区、以及 104 区块 1 中。 
根据统计，处在 104 区块的流失农用地共计 12.7 km2。其中，其他农用地为 2.5 km2，林地为 2.3 km2，

耕地为 7.6 km2，园地为 0.3 km2。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left) and cultivated land (right) converted to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图 2. 2009~2014 年农用地(左)和耕地(右)流向建设用地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Other agricultural land (left) and woodland (right) converted to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图 3. 2009~2014 年其他农用地(左)和林地(右)流向建设用地分布 

 

 

1上海市 2009 年明确的 104 个规划工业区块。2012 年初步确定全市 107 个规划工业区块，分为公告开发区、产业基地、城镇工业

地块三类，规划面积分别为 494.5 km2、179.4 km2和 115.5 km2。104 区块原则上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主，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主，

确需转型的，其方向主要为研发总部产业类用地、研发总部通用类用地和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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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浦东建设用地的扩展特征 

1) 浦东不同圈层的建设用地增长差异显著 
从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来看，绕城高速路以外的圈层新增面积达 22.3 km2，居于首位；其次为外环—

绕城高速圈层，新增面积 16.5 km2。再次为内环—外环路圈层，新增了 3.1 km2。这无疑表明 2009~2014
年期间，上海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集中在最外围地区，从中心城区由内向外建设用地越来越多(表 6)。 

若从各环面建设用地占比变化来看，则是绕城外环面占比增长最多为 1.47%，其次是外绕环面占比

增长了 0.04%，而内外环面和内环里面则分别下降了 1.27%和 0.24%。各环面建设用地占比变化也同样表

明外围地区是建设用地快速增长地区。 
 
Table 6. Dynamic changes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from 2009 to 2014 
表 6. 2009~2014 年浦东建设用地动态变化 

环面名称 面积(km2) (2009) 比例(%) (2009) 面积(km2) (2014) 比例(%) (2014) 面积(比例)的动态变化 

内环以内圈层 30.5 4.33 30.5 4.09 0(-0.24%) 

内环–外环圈层 210.7 29.94 213.8 28.67 3.1(-1.27%) 

外环–绕城高速圈层 272.3 38.70 288.8 38.73 16.5(0.04%) 

绕城高速以外圈层 190.2 27.03 212.5 28.50 22.3(1.47%) 

合计 703.7 100.00 745.6 100.00 41.9 
 

2) 浦东乡镇建设用地增长差别悬殊 
浦东新增建设用地是以祝桥镇和南汇新城为最多，新增面积分别为 9.09 km2 和 6.19 km2；其次是南

部的泥城镇，新增建设用地为 3.74 km2；再者是中部毗邻中心城区的川沙新镇、航头镇、周浦镇、康桥

镇、北蔡镇、张江镇，以及惠南镇和老港镇，它们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约在 2.1~2.6 km2 (图 4(左))。 
因此，浦东新增建设用地分布，既有南汇新城及周边乡镇，还有毗邻中心城区和浦东机场的乡镇。

不难发现，近年来浦东国土开发近乎全域推进，未来建设用地增量空间非常有限。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new construction land (left) and all industrial land (right) in Pudong township 
from 2009 to 2014 
图 4. 2009~2014 年浦东乡镇新增建设用地(左)和全部工业用地(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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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浦东工业用地稍有增长且分布广泛 
2014 年，浦东工业用地 142.69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9.62%。2009 年工业用地面积为 140.49 km2，

2009~2014 年工业用地新增 2.2 km2。 
如图 4(右)所示，浦东工业用地较广，在各个乡镇都有分布。而且还有大量工业用地分布在工业园区

之外，面临“园区集中度低、土地集约利用率低”的突出问题，未来浦东工业用地向园区集中的压力非

常大。 

5. 浦东土地利用变化动因探析 

5.1. 快速人口增长引发城市用地扩张 

1) 浦东土地承载了高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 
2009 年和 2014 年浦东常住人口分别为 419.05 万和 545.12 万，城乡建设用地分别约为 704.94 km2 和

786 km2。在 2009~2014 年间浦东常住人口增长了 1.3 倍，年均增长率 5.39%。同期建设用地增长了 1.11
倍，年均增长率为 2.20%。可见，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城乡建设用地，人口年均增长率大约是建设用地的

2.5 倍(表 7)。而且，浦东各街道和乡镇的常住人口密度具有很大差异(图 5(左))。 
 
Table 7.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 Pudong 
表 7. 浦东人口和建设用地对比 

年份 2009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建设用地(km2) 704.94 725.94 727.31 741.24 786.00 

常住人口(万人) 419.05 517.50 526.39 540.90 545.12 

 
2) 浦东土地承载了大量外来人口 
根据《2015 浦东统计年鉴》显示，2014 年浦东常住人口为 545.12 万人，全区平均人口密度为 3968

万人。2014 年户籍人口为 288.44 万人，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出 256.68 万人。这主要因为大量流动人

口涌入浦东地区。 
根据 2014 年末流动人口登记情况，全区流动人口总数为 252.11 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 46.25%，

也占上海全市流动人口的 1/4。当然，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在乡村地区。2014 年浦东乡镇地区流动人

口为 205.71 万人，占全区流动人口的 81.6%。例如，张江镇和惠南镇在 12 万左右，川沙新镇和康桥镇有

15 万多人，三林镇更是高达 21 万之多。 
浦东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区和乡镇地区的增长情况也明显不同。在 2010~2014 年期间，浦东流动人口

共增长了 33.78 万人。其中，在乡镇地区就增长了 29.61 万人，占全区新增流动人口的 90.5%。无疑乡镇

地区也是流动人口增长量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地区。浦东各街道和乡镇的流动人口总量悬殊很大(图 5(右))。 

5.2. 承担国家战略核心功能的载体，推动城市用地扩张 

1) 浦东土地承载了赋予上海的国家战略核心功能 
从 1990~2016 年期间，中央针对浦东先后提出多项国家战略。1990 年代开放之初，浦东国家战略实

践主要立足于高水平开发与高层次开放；2005 年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

成为中国首个享受政策优势的地区转向享有体制优势的地区；2009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 号)，正式提出上海

要打造“四个中心”，包括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2013 年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面积为 28.78 km2，到 2014 年 12 月 28 日又获准扩展至 120.72 km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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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 population density (left)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right) in Pudong 
in 2014 
图 5. 浦东常住人口密度(左)与流动人口(右)分布(2014 年) 

 

年国务院批准上海科创中心方案，提出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大飞机项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金融信息资讯平台、上海

自由贸易区、上海科创中心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聚焦上海浦东地区，浦东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域的作用

日益突显。 
2) 浦东土地承载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主体功能 
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依托于“三港”和“三区”建设，即洋山深水港、外高桥港和浦东空

港，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这些港口和保税区都坐落在浦东地区。 
其中，外高桥港口和洋山港主要承担以集装箱为主的货物运输功能。如表 8 所示，2014 年浦东的外

高桥港口和洋山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3237TEU，占上海港全年集装箱吞吐量的 91.7%。而且这两大港

口 2014 年全部货物吞吐量为 29918TEU，也占上海港货物吞吐量的 40%。2014 年上海港仍居于全球十大

港口的第一位，全年货物吞吐量为 75529TEU。毫无疑问，浦东港口为奠定上海港的全球地位功不可没。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并称中国三大国际机场，2014 年旅客吞吐量

5166 万人次。2015 年 9 月，在国际民航权威认证机构 Skytrax 发布的“2015 年世界前百位主要机场排名”

中，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居第 90 位，如表 8 所示。 
 
Table 8. Port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in Pudong in 2014 
表 8. 浦东港口运输能力(2014 年) (单位：TEU) 

 上海 
浦东 

浦东占比(%) 
合计 外高桥港口 洋山港 

货物吞吐量 75,529 29,918 15,762 14,156 39.6 

集装箱吞吐量 3528.5 3237 1716 1520 91.7 

注：TEU 是“折合 20 英尺标准箱”英文缩写语。 
 

3) 浦东土地承载了上海经济中心建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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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上海规划的 104 工业区块中，位于浦东地区的有 41 个，总面积为 172.3 km2。这些开发

区和工业园区是浦东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对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的有力支持。此外，2014 年浦

东地区的集建区外现状工业用地(198 工业区块)还有 33.7 km2，这些工业用地是长期以来形成，反映出浦

东工业用地发展惯性和调整迫切性，有待今后逐步调整(图 6)。 
目前，浦东新区形成了工业园区为主体、工业基地为亮点、城镇工业地块为补充的产业分布格局。

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为发

展重点，促进跨国公司及外商投资、国际研发中心进驻发展。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Block 104 and 198 Industrial Blocks in Pudong in 2014 
图 6. 浦东 104 和 198 工业区块分布(2014 年) 

 

4) 浦东土地承载了上海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 
浦东新区国土面积 1397.14 km2占上海全市 6340 km2的 22.04%。2014 年浦东常住人口为 545.12 万人，

GDP 总量为 7109.74 亿元。2014 年上海常住人口为 2425.68 万人，GDP 总量为 23,567.70 亿元。这表明

浦东新区以全市约 22%土地产出了占上海全市 30%的 GDP、集聚了全市 22%的常住人口。浦东对于上海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特别是浦东新区土地承担了上海城市的主要功能。如面向国际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跨国劳动管理

中心，现代物流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以港口物流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基地，以现代装备

业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高地。此外，浦东还是上海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载体。 

5.3. 交通基础设施网完善，诱发浦东城市用地扩张 

自 1992 年浦东开发以来，浦东新区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成网络，包括内外环线、高速公路网、黄

浦江上大桥和过江隧道以及地铁线路等建设，既加强了浦东地区内部的交通可达性，更是把浦东与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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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浦东地区城市用地的迅猛扩张。 
以浦东地铁为例，在地铁站点周边 2 km 范围内，2009~2014 年期间大类土地的变化，结果如表 9 所

示。可以看出，建设用地增加了 12.28 km2，增长率为 3.87%；农业用地减少了 9.64 km2，变化率为−10.26%。

这表明地铁线路建设极大地诱发了浦东建设用地扩张。 
 
Table 9. Changes in land use types within a radius of 2 km around the subway station in Pudong 
表 9. 浦东地铁站点周边 2 公里内的地类变化(单位：km2) 

年份 农业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9 年 93.98 317.37 42.06 

2014 年 84.34 329.65 39.40 

2009~2014 年面积变化 -9.64 12.28 -2.66 

2009~2014 年变化率(%) -10.26 3.87 -6.32 

6. 结束语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报告》(草案公示稿)，未来浦东新

区的发展模式是“从增量到存量，聚焦底线控制”，发展空间是“从离散到协调，聚焦城乡融合”，发

展品质是“从粗放到精细，聚集内涵提升”，在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浦东将聚焦存量用地优化与减量

化，以规划建设用地总量锁定为前提，积极探索渐进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模式。因此，开展土地利用

变化特征和动因研究，对于促进浦东新区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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