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发布，完善三个空间圈层交通体系

由 变邻里间 一家人

■

沪
苏
湖
铁
路
航
拍

本
报
记
者

陶
磊

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地处沪苏
浙两省一市交界区域，又毗邻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但一直以来都存在对外交通联系效率不高、内部路
网连通性不足、交通协同治理和绿色发展水平有待

提高等问题。如何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
界”的前提下，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凝聚合力，提出
一体化的交通解决方案，并探索跨区域的项目协同
与制度创新路径，是规划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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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码上生活”变成“单选题”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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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政府参事课题组
发起了一项关于提升入境人士境
内支付便利度的调查。起因是有
不少外国游客反映，在上海旅游购
物不少地方只能扫码支付，使用现
金和刷卡不便，影响旅游体验。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二维码的运
用极大提升了社会效率，但如果走
偏变成了“单选题”，也就背离了让
生活更加便捷的初心。
在上海旅游哪个环节最不方

便？许多外国游客给出的答案是
支付。在国外，第三方移动支付并
不普及，对于来到中国短期旅行的
外国游客而言，一时难以掌握或不
愿意使用移动支付。于是，不少外
国游客在消费时想用现金，却被告

知无法找零；想要刷卡，或是商家
没有外卡POS机，或是版本太老刷
不出来。根据参事课题组的调查，
401家抽样商户中安装外卡POS机
的仅有183家，不到一半，而且因
为外卡刷卡手续费较高，商户更愿
意引导顾客使用移动支付，外卡刷
卡率仅为23.19%。
“码上生活”本来是为了带来

方便，但对于一些有着特殊需求的
群体，反倒成为障碍。不久前，笔
者到一家医院就医，被告知要挂号
必须先扫码网上预约。笔者注意
到，站在预检台前面露难色的，很
多都是老年人，用智能手机网上预
约对他们而言显然是“高难度动
作”。医院虽然也有专人指导操

作，但对老人们来说总是一件麻烦
事，年轻人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
题，他们要反复操作很久。有老人
在现场表示，为什么不能保留一条
传统的人工预约通道？
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过度扫码

和强制扫码的情况也不少见。例
如一些饭店，已经完全放弃了传统
菜单，点菜只能通过扫码，有的还
要关注小程序才能完成。扫码点
单对于商家肯定是降本增效的好
工具，但一些顾客就是希望用菜单
点餐，还想让服务员推荐菜品，最
后得到一句“没有菜单，扫码下单”
的回应，非常影响消费体验。另一
个“重灾区”场景就是商场停车支
付，一些出口闸机无人看守只能扫

码支付，但扫码之后发现跳出的竟
是商场会员注册页面，一番手忙脚
乱还是无法支付，后面的车已经排
成长队。
出现这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

商家或一些单位缺乏同理心，默认
所有人都应当掌握并接受扫码获
取服务的方式，没有将不愿或不能
扫码人群的需求纳入考虑。此外，
有些情况下的强制扫码，是互联网
经济下引流以及收集客户信息的
“灰色手段”，其背后的个人信息泄
露的安全隐患，是另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
扫码走偏造成的种种问题，已

经引发了相关部门的关注。8月1

日，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上海市

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
引》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商家“滥用
扫码”，要求推出“纯净版”的扫码
支付链接。对于外国游客支付不
便的情况，市政府参事课题组建议
政府部门和各市场主体发力，破除
刷卡和移动支付堵点，一边宣传推
广移动支付，一边也要提升传统支
付的占比，满足消费者各种需求。
“码上生活”诞生的初心，旨在

为市民生活带来更多便捷、拥有更
多选择的空间，而并非让各种应用
场景成为“单选题”。即便“每天扫
码”成为主流趋势已经不可改变，
依然希望各行各业都能保留一条
“非扫码通道”，满足社会多元化的
需求。

李一能

一体化发展，交通先行。今天

上午，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总

体情况。

示范区综合交通规划由上海市

交通委牵头组织，会同江苏省交通

厅、浙江省交通厅共同编制，历时4

年，作为示范区综合交通领域重要

的纲领性文件，主要成果已纳入示

范区国土空间规划。

重点完善四大交通系统
与集中城市化区域的交通体系

构建不同，示范区具有“生态绿色”

“水网密布”“古镇云集”等鲜明特

点。本次规划既是交通设施规划，

也是交通服务规划、交通治理规划，

既要实现交通生态绿色可持续发

展，引导两省一市交界处从后发走

向先导，又要塑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世界级空间品质，建立完善协同

高效的跨区域综合交通治理体系。

规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大关键，通过构建“一体化、数字

化、低碳化、共享化”的示范区高质

量综合交通体系，塑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交通环境，实现对外交通集

约畅达、内部交通绿色便捷、交通治

理协同高效的目标愿景。

在策略上，规划突出生态绿色

和枢纽支撑。在整体框架设计中，

规划充分体现绿色生态理念，以

TOD为导向完善示范区枢纽布

局。其中，对外交通的优化重点为

模式优化和效率提升，支撑示范区

融入“轨道上的长三角”，发展绿色

化、清洁化的货运体系。内部交通

强调互联互通和差别发展，坚持“跨

域一体”，整体规划布局各类交通网

络，提升示范区交通连通性和可达

性。并根据先行启动区、活力城区、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区域的不同

特点，实施差异化的交通设施配置

和管理政策。启动区及其周边交通

强调品质多元和特色营造，根据商

旅、跨区通勤、日常生活等多元化出

行需求，提供多样化交通服务，探索

发展需求响应式交通和水上交通等

低运量、特色化交通系统。

根据示范区战略定位，规划方

案重点完善轨道交通、道路交通、

特色交通、客货运枢纽等四大交通

系统，构建示范区交通空间协调新

格局：

■ 轨道交通方面 以干线铁

路、城际（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等多层次、网络化的轨道交通系统，

满足示范区对内对外多种出行需

求。在沪昆高铁、沪昆铁路、沪苏湖

铁路、通苏嘉甬铁路等国家干线铁

路主骨架的基础上，重点补强城际

（市域）铁路网络，规划如通苏湖城

际铁路、上海示范区线、水乡旅游

线、嘉善至西塘线等城际轨道交通

线路。

■ 道路交通方面 以提升路网

连通性和一体化水平为导向，落实

“四横五纵”的高速公路骨架，加快

构建“两横三纵”快速路系统，布局

形成“七横九纵”干线公路网，持续

推进美丽乡村道路建设；切实保障

慢行网络连续性和功能性，预计到

2035年，独立路权的自行车道总长

将达3000公里左右。

■ 特色交通方面 构建区域

级、城市级、社区级三级慢行绿道系

统，依托骨干河道和重要湖荡构建

舒适宜游的蓝道系统，结合太湖、淀

山湖、太浦河等河湖水系构建“两横

两纵三环”区域风景道体系，全面打

造“慢游”交通网络。

■ 客货运枢纽体系方面 发挥

虹桥枢纽核心门户功能，构建空间

融合、站城一体的客运枢纽布局，打

造“外集内配”的货运枢纽和城市多

级配送体系。

同时，规划重点提升同城化交

通、水上交通、新型交通的出行体

验。聚焦道路对接、跨省公交、车辆

服务等，创新城际（市域）铁路贯通

运营和公交一体化运营模式，推动

示范区跨界出行享有“同城待遇”，

升级内优外畅交通新体验；构建绿

色主导的交通模式，积极鼓励5G、

区块链、物联网等智慧交通新技术

的应用推广，打造绿色智慧交通新

样板。

相邻城镇30分钟可达
“与传统沪宁、沪杭沿线城市相

比，示范区的交通区位条件不算优

越，如何引导示范区交通从后发走

向先导是本次规划的重点。”上海市

交通委员会主任于福林说。

通过对示范区三个空间圈层交

通体系的完善，极大提升示范区对

外交通联系效率和互联互通水平，

示范区两区一县（青浦区、吴江区、

嘉善县）由“邻里间”变“一家人”，未

来，示范区人出行将更加便捷。

■ 增强与长三角主要城市联
系 在沪昆铁路、沪昆高铁的基础

上，将加快沪苏湖、通苏嘉甬等干线

铁路建设，构建高铁“十字”通道，支

撑示范区融入国家干线铁路网络，

实现与长三角主要城市2小时可达；

在目前“四横四纵”高速公路网的基

础上，建设苏台高速构建“四横五纵”

高速公路，便捷苏浙之间交通联系。

■ 加强与苏州、嘉兴等周边城
市联系 沿沪湖、通苏嘉两条创新功
能轴规划如通苏湖城际铁路、上海

示范区线、水乡旅游线、嘉善至西塘

线等“H”形城际轨道交通线路，推

进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西延伸至

西岑，提升示范区主要城镇簇群与

周边城市的联系。其中，上海示范

区线、嘉善至西塘线、上海17号线

西延伸已开工，建成后将支撑实现

水乡客厅至虹桥枢纽35分钟可达、

至浦东机场70分钟可达。进一步

完善快速路系统，填补示范区东部

区域南北向路网空白，便捷青浦、

水乡客厅、嘉善之间的联系。

■ 持续优化示范区内部的交
通联系 依托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和

部分高等级县道，构建“七横九纵”

干线公路网，重点提升示范区骨干

路网互联互通水平；新增莲龚路—

丁新公路、汾湖大道—兴善公路等

四处省界对接道口，提升区域内路

网联通性；在青浦新城、吴江城区、

嘉善城区以及主要镇区，构建“窄路

密网、开放街区”的道路布局，预计

2035年示范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全

路网密度将达到8km/km
2以上……

与此同时，青浦、吴江、嘉善、盛泽、

先行启动区等内部将布局若干条主

要中低运量轨道（或公交）线路，内

部路网和公交服务供给的完善，将

支撑示范区城镇组团内部构建15

分钟社区出行圈，相邻城镇组团之

间30分钟可达。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