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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与工作过程



1.1 规划背景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要求。



 2019年10月，国务院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产业 生态环境 水利 综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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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定位

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核心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示范区交通领域的顶层规划（战略性、指导性）：重点关注跨区域、骨干型交通设施与

通道布局，为下一层次各类交通规划编制和重大项目实施提供依据。

示范区国土空间规划

青浦区国土空间规划
青浦总规（已批复）

吴江区国土空间规划
吴江分区规划（在编）

嘉善县国土空间规划
嘉兴总体规划（在编）

启动区国土空间规划

城镇分区、组团、村庄的详细规划

示范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青浦区
综合交通规划

吴江区
综合交通规划

嘉善县
综合交通规划

启动区综合交通规划

详细规划阶段的交通规划
详细规划

交通各专项规划总体规划

轨道交通专项

公共交通专项

公路道路专项

智慧交通专项

旅游交通专项

交通管理专项

……



 利用好“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推进长三角交通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机制。

 得到了示范区执委会及示范区“三级八方”
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充分发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研究中心”平
台作用，加强技术层面的交流和探讨。





1.3 工作机制

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分管领导座谈会上交流规划成果



1.4 工作过程

2019.1-2019.4 

前期思路

2019.5-2019-7 

深入调研

开展座谈

2019.7-2020.2 

规划研究

成果编制

2020.3至今

征求意见

成果汇报

衔接完善



二、区域认知与规划重点



2.1区位特征及规划范围

区位

苏浙沪两省一市交界区域，地处长三角区域沪宁、沪杭两条传统发
展轴线之间，沪湖、通苏嘉区域发展轴在此“十字”相交。

规划范围

• 启动区：5镇660km2

• 示范区：两区一县2413km2

• 协调区
• 研究区域：更大区域范围



2.2 两区一县的定位

区域定位（共性）——生态、绿色、旅游、水乡、湖区

青浦区 吴江区 嘉善县
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青浦、美丽富饶的生态之
城、活力无限的创新高地，人文璀璨的江南水
乡，塑造“绿色青浦、上善之城”新形象。

青西地区：“以生态涵养为前提，旅游文化为
特色，创新服务为方向，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
著名湖区”

世界级湖区与江南水乡带核心区、沪（上海）湖
（太湖）关系的重要纽带、一湖一带承载区、区
域协同先行示范区江南水乡文化传承展示区、生
态文明示范区。

近期（2020）：创业创新的现代化临沪新城；
转型提升先行之地、开放合作前沿阵地、城乡
融合示范高地、绿色水乡人文胜地。
远期（2035）：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综合性节
点城市，现代化创新型水乡田园城。

青浦区生态网络规划图 苏州主城区绿地系统、水网系统规划图 嘉兴县域生态廊道、空间结构规划图

来源：青浦2035总规 来源：苏州2035总规阶段成果 来源：嘉善2035总规阶段成果



2.3 人口、空间、产业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

•

•

•



2.4 交通发展的基础条件

•

•

•

•

•



2.5 交通发展面临的瓶颈挑战

对照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要求，示范区交通仍面临以下瓶颈挑战：



2.6 规划关注重点

，

，

，

，



三、规划思路与目标愿景



3.1 对国家战略要求的理解

⚫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长三角规划纲要”）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优势，……”

生态优势
转化新标

杆

绿色创新
发展新高

地

一体化制
度创新试
验田

人与自然
和谐宜居
新典范

基于对《纲要》示范区部分的理解，对交通体系构建的要求：

1、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模式：绿色交通体系、减少交通对环境的影响。

2、推动改革创新示范：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赢。

3、统一规划管理：规划协调编制、共同报批、推进实施。

4、统筹土地管理：交通用地指标统筹协调机制。

5、引导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撑与虹桥商务区联动，支撑引领周边区域一体化发展。



3.2 坚持以生态绿色为导向的整体交通体系规划设计理念

顶层政策设计

空间用地：公共交通导向用地开发/功能适度混合/慢行优先的街区尺度和空间使用

绿色主导的
示范区交通模式

内部交通：绿色交通主导
对外交通：轨道交通骨干

多模式、现代化
公交系统

高品质的慢行交
通系统

个体机动交通有
序发展

智慧
支撑

绿色
交通
工具 绿色

交通
体系

战略

规划

建设

运营

管理

绿色
交通
设施

集约、共享、环保

绿色交通模式为主导

以人为本

对外：

高效畅达

区内：

便捷绿色
管理：

协同高效

与功能定位
相匹配

与空间品质
相协调

与自然环境
相融合

宜居、宜业、宜游

绿色交通模式的整体框架设计，全过程、全方位体现绿色生态理念

全
生
命
周
期



3.3 交通体系充分支撑和引导“多中心、网络化、融合式”空间

✓ “多中心、网络化、融合式”的发展模式

✓ “两核、四带、五片”的空间结构

•“两核”：虹桥、环淀山湖

•“四带”：沪宁、沪杭、沪湖、通苏嘉

•“五片”：启动区、青浦、吴江、嘉善、盛泽

✓ “水乡客厅、小镇网络、风景链接”的
特色功能体系

• 集约廊道、重要廊道上的交通设施能力提升。

• 以各层次枢纽为核心整合空间资源，推动局部区
域的高密度发展与示范区整体低密度有机平衡。

• 需求导向的中低运量系统，汇集、服务分散的交
通需求。



3.4 充分借鉴国内外相似区域的交通规划建设经验

根据示范区特点，重点借鉴瑞士卢塞恩、巴黎马恩河谷、东莞松山湖等地区综合交通规划建设的经验，
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构建内优外畅的多层次一体化交通体系。
2. 坚持以TOD为导向的交通与空间协调发展理念。
3. 注重交通与经济、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的协同发展。



3.5 明确示范区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目标愿景

聚焦示范区目标愿景和战略定位，明确示范区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目标愿景为：

• 设施互联

• 运输整合

• 管理协同

• “绿水青山”理念

• 世界级湖区空间品质

• 江南水乡人文风貌

• 便捷畅达

• 综合立体

• 集约高效

• 优质交通服务

• 舒适出行体验

• 宜居宜业宜游

一体化

绿色

品质高效



四、规划策略与重点方案



4.1 规划策略

总体层面：

生态绿色和枢纽支撑

示范区对外交通：

模式优化和效率提升

示范区交通：

互联互通和差别发展

启动区及周边交通：

环境品质和特色营造

生态绿色：在示范区综合交通的整体框架设计中全过程、全方位体
现绿色生态理念。

枢纽支撑：强化虹桥枢纽、苏州南等枢纽对示范区发展的支撑作用。

客运方面：依托轨道交通，构建高效畅达的对外交通，重点是要强
化虹桥商务区作为区域发展动力核与示范区之间的东西联动；

货运方面：充分发挥好示范区水运资源丰富的优势，力争未来示范
区对外货运需求更多利用水路运输。

互联互通：统筹规划道路、公交、停车、货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布局，

差异发展：在示范区各片区各组团实施差别化的交通设施配置和政
策设计。

重点构建与示范区生态格局相协调的特色交通，满足生活、休闲、
游憩等高品质、多元化需求。



4.2 规划方案

公共客运系统

高速铁路

城际轨道

城市轨道

中低运量公交

道路公路系统

高速公路

快速路

干线公路

省界对接道路

城镇内部道路

特色交通系统

通用机场

蓝道系统

绿道系统

风景道系统

货运交通系统

内河航道

绿色集约内河
作业区

公路货运通道

智慧交通系统

基础设施

监测和管理系
统

出行服务系统



4.3 公共客运系统方案

虹桥商务区

苏州方向

嘉兴方向

朱家角

金泽

姚庄西塘

黎里

练塘
湖州方向

苏州南站

高速铁路

都市圈城际（市域线）

中低运量公交

城市地铁

城镇连绵发展地区

嘉善城区

青浦新城

吴江
城区

城
镇
连
绵
发
展
地
区

长三角
生态客厅

平望

盛泽

震泽

同里

桃源

系统 功能

高速铁路
融入长三角及国家高铁网，服务示范区至长三角区域及全国联系，兼
顾与上海、苏州、嘉兴等周边城市（重要枢纽）快速直连，高铁站间
距在30km-60km，以服务商务、旅游等客流为主。

城际轨道
服务示范区各组团之间及与周边城镇联系，城际轨道站间距在3km-

10km，城镇内部适当缩短站间距，服务商务、休闲客流的同时兼顾
跨区通勤客流。

城市轨道

服务青浦、吴江、嘉善城区沿线及与各自中心城市上海、苏州、嘉兴
之间的联系，城市轨道站间距在1km-2km，以服务集中城市化地区
的出行为主，并与城际轨道相衔接，服务沿线各镇快速接入城际通道，
不建议示范区轨道系统按城市轨道制式和标准直接对接。

中低运量
公交

包括中运量公交、区域公交、常规公交、响应式公交等系统，以服务
示范区各组团内部短途出行为主，并为高铁、城际及城市轨道提供接
驳。其中：
• 中运量公交服务示范区各组团内部重要客流走廊；
• 区域公交在近期仍是服务跨组团出行的主要公共客运方式，并

为轨道交通培育客流；
• 常规公交是青浦、吴江、嘉善城区公交的基础；
• 响应式公交服务作为示范区公交系统的重要补充，服务低密度

区域、为随机性强的分散客流提供定制化、个性化公交服务。



示范区综合交通体系重点需要补强什么层次的系统？

京津冀——雄安新区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珠三角——广佛同城

高速铁路 枢纽直连 城市轨道 相互融合

北京

天津

100km

100km

100km：高速铁路
（350km/h）

南京方向

南通方向

湖州方向

杭州方向 宁波方向

30分钟可达启动区

45分钟可达启动区

浦东枢纽、自贸区新片区：

45分钟可达虹桥枢纽
60分钟可达启动区

苏州

嘉兴

上海

吴江

嘉善

青浦

虹桥

浦东枢纽

自贸区新片区

60km

40km

30km

50km：城际轨道
（160km-200km/h）

广州

佛山

20km

城际轨道 快速联系

雄安新区距离京津100km
客厅距离沪苏嘉30-60km
沪苏嘉三市之间70-80km

广佛市中心20km
建成区连绵发展

20km：城市轨道

（80km-100km/h）

示范区交通如何实现高质量的互联互通？——与区位、空间、用地等相协调



构建“H”型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协同推进“沪苏嘉线“前期工作

苏
州
南

客
厅

嘉
善

吴
江

青
浦

盛
泽

以服务示范区各组团之间及与周边城镇联
系为主要功能。结合示范区未来发展需求，
统筹两省一市的城际线（市域线）规划，
形成主要沿示范区创新功能轴的“H”型
城际轨道交通线路。

实现启动区“一厅三片”（水乡客厅、西
岑科创中心、苏州南高铁科创新城、祥符
荡创新中心），青浦、吴江、嘉善三大城
区及与上海、苏州、嘉兴市区之间的轨道
快速联系。



4.4 道路公路系统方案

 规划思路与目标

⚫ 规划思路 ⚫ 规划目标

1、以一体化布局为导向，加强跨区路网在规划布局、功能
定位、建设标准等方面的统筹，加快设施提档升级；完善

跨省界对接道路，增强区内路网连通性和服务水平；

2、在现状路网基础上，弥补高快路网短板，重点完善南北向道
路，增强示范区与虹桥商务区联系，实现客货适度分离；基于

水乡地区特点，以优化存量、完善布局为重点，充分利用
现状道路串联成网，适度控制规划增量，建设绿色走廊示
范公路，联合打造交通生态文化廊道；建设美丽乡村
道路，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3、合理控制城镇道路宽度，适度提升路网密度，加强城镇
簇群之间公路与城市道路之间的衔接，因地制宜、结合实际，

灵活选用公路、城市道路、公路兼顾城市道路等标准。

4、合理配置路权，遵循“公交优先、慢行保障”原则，城
镇道路按照“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的次序分配路权，
提高慢行网络的连续性和功能性，建设尺度宜人的街道。

1、构建由高快速路、普通干线公路、城镇内部道路、美丽乡村道路等构成
的示范区道路公路系统。

2、适度加密城市化地区次支路网密度，开发边界内全路网密度由现状6公
里/平方公里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

道路公路系统 功能定位和规划要求
高快速路 主要服务示范区对外和组团间快速联系，时效性要求高。

普通干线公路
主要服务沿线城镇、产业、景点，衔接高快速路系统，时效性和通
达性要求均衡。结合区域规划和周边环境，部分路段对景观性要求
较高。

城镇内部道路

主要服务城镇、产业、景点等组团内部交通，衔接高等级公路，通
达性、功能性要求高于时效性要求，需要适度提升路网密度，构建
“窄路密网”，生活服务性道路广泛使用交通稳静化措施。规划期末，
城镇内部路网密度达到8km/km2以上。

美丽乡村道路
以人为本，结合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实现畅通、安全、品质升级；
强化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态体系建设。



4.4 道路公路系统方案



➢

➢

•

•



（1）苏震桃公路-S230
（2）S227
（3）同津大道
（4）苏同黎公路-嘉善西部通道
（5）汾湖大道-兴善公路
（6）金商公路-木业大道
（7）丁新公路北延-莲龚路
（8）复兴路-曙光路-朱枫公路
（9）嘉松中路

（1）北青公路
（2）G318-东航路-康力大道-周庐线-吴江大道
（3）沈砖公路-练西公路-G318
（4）辰花公路-四联路-丁凝公路-盛八线
（5）姚杨公路
（6）G320

 省界对接道路规划（18条）

• 规划新增9条两区一县省界对接道路
• 规划新增示范区与周边地区省界对接道路9条



4.5 货运交通系统方案



•

•



•

•

•



4.6 特色交通系统方案





•

•

•

通用航空

水上休闲、客运

滨水、滨湖绿道

科创、创意、宜居小镇等交通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