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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今年增至超7.6万人

“在东京大湾区，早晨乘 JR

（日本铁路）去东京中央区上班，
晚上回到位于千叶或者横滨的

家，已经成为常见的生活轨迹，
铁路和地铁的无缝接驳，是东京

大湾区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作
为《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

度报告》课题组负责人，钮心毅

教授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跨城通
勤，思考长三角在一体化过程中

形成跨城通勤的成因和机制。他
清晰地记得，2018年，每天就有

数万“长三角人”从外省市往返
上海通勤，其中，苏州方向占到

80%，“当时这已经让人感到十
分惊讶，但从今年的报告数据来

看，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

年度报告》显示，近三年来，上海

市域与周边城市跨城通勤的整
体规模上升，从 2018 年 5.7 万

人、2019年 7.2万人，逐步增加

至 2021年 7.66万人（均为手机
大数据推算后的人数），主要涉

及苏州、嘉兴、无锡、南通等地。
其中，上海中心城区上升尤

为明显，流入人数占总量比例呈
现稳定增长，三年分别为

31.2%、35.8%、43.8%。

“足见上海市，尤其是上海
中心城区对于周边地级市的就

业吸引力越来越大。”流入方面，
本年度流入上海市域跨城通勤
者的前三位居住地为昆山市、太

仓市和苏州城区，分别占总量的
72.4%、14.2%和 5.3%，而在流出

方面，上海市域流出通勤者的主
要工作地为昆山市、太仓市和嘉

善市，占比分别为 64.0%、15.6%
和 6.6%。2020年，南沿江城际铁

路的太仓南站开通，使太仓城区
成为新兴的跨城通勤热点地区。

具体到热点区域，苏州花
桥、昆山城区、苏州工业园区是

上海跨城通勤热点居住地。居住
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跨城通勤群

体在上海中心城区就业的比例

最高，达到 72.82%。

热度
虹桥商务区是亮点

早上 7 点半从苏州相城区
的家中出发，步行 5分钟到地铁

站，乘坐苏州轨交 2号线，约 12

分钟抵达高铁苏州北站，再乘坐

复兴号高铁列车，23分钟抵达上

海虹桥站，出站后步行 10分钟
抵达虹桥商务区上班。从家中到

办公室，全程 1 个小时，这成为
许多“长三角人”选择在虹桥商

务区上班的原因。
“从《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

通勤年度报告》显示的通勤热度

也可以看出长三角发展的新趋

势。”钮心毅表示，虹桥商务区从

2017年至 2021年间，跨城通勤
就业规模增长了 75.8%，是上海

中心城区内跨城通勤规模增长
最快的地区之一，虹桥商务区核

心区是跨城通勤就业密度最高
的片区。虹桥商务区跨城通勤群

体的主要居住地分别是花桥、昆

山城区、苏州城区。

除了虹桥商务区，报告还着

重关注了上海五个新城与长三
角近沪城市之间的跨城通勤。上

海“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嘉
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

新城建设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
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

城市。

报告显示，五个新城与长三
角近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

跨城通勤联系，实际人数已经超
过 1.2万人。其中，和长三角通勤

联系较为紧密的是嘉定、青浦、
松江新城，其规模分别占五个新

城总量的 55.1%、34.1%和 9.5%。
从方向上看，以新城吸引近沪地

区通勤者为主，近沪地区流入嘉
定、青浦、松江新城的人数均多

于流出人数。其中，嘉定新城、青
浦新城的入出比均大于 2，分别

为 2.85和 2.49，足见新城对连接
长三角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流入嘉定新城通勤者的居
住地在市域边界出现高值区，辐

射到昆山、太仓两个县级市，主
要来源于昆山花桥镇、太仓陆渡

街道和科教新城；流入青浦新城
通勤者的居住地主要分布于昆

山市，包括淀山湖镇、千灯镇和
花桥镇。与 2019年相比，奉贤新

城与中心城区的通勤量有明显
增加，超越了市域外的花桥，这

可能是轨交 5 号线南延伸段开

通至奉贤新城所带来的作用。

广度
输入输出双向均衡

钮心毅探索用大数据关注
和研究长三角的发展，城市群

内部人员流动背后，是不同城
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以及功能联

系。“都市圈是从城市内部功能
到城市之间扩张形成的，同时，

城际高速交通体系形成流动空

间，改变了城际功能联系形
态。”城际“居住-工作”的跨城

通勤出行、城际“工作-工作”的
高频当日往返商务出行，便是

其中代表。
在他看来，中心城市周边中

小城市能否进入都市圈内部的
同城化，取决于中心城市自身的

产业能级、中小城市的生活质量

等要素，交通圈联系仅是必要条
件之一。“长三角跨城通勤人员

的流动、规模和广度远超过全
国其他地区，人员流动的强弱

不单纯按照地理位置来决定，其
实和城市性质、产业职能有直接

的关系。”

“一定不是为了通勤而通
勤。”钮心毅表示，长三角一体化
的目标是让生活更加美好，跨城

通勤是用速度、空间来换回距

离，如何通过城市以及产业的规
划，让通勤的距离尽可能缩短，

同时改变通勤的方向，从以单向
输入为主，到双向输入输出均

衡，值得研究和探讨。“我们不能
简单地套用西方都市圈现状，来

认识我国都市圈的未来，也不能
用简单的圈层空间结构思维，需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都市圈形
态和空间结构，长三角应该走出

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

长三角往返两座
城市之间，每天坐高铁
上下班，已经成为不少
“长三角人”的日常，随
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以跨城
通勤为表征的城际联系
愈发紧密。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日前
发布《2021 长三角城市
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持
续三年观察发现，上海
与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
联系更加紧密，已经形
成了较大规模的跨城通
勤“双向奔赴”，城市之
间“越抱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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