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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2021-2035年）

一、规划背景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商务区”），总面积151.4平方

公里（见图1），包括长宁区的新泾镇、程家桥街道，闵行区的新虹街

道、华漕镇、七宝镇部分，青浦区的徐泾镇、华新镇部分，嘉定区的

江桥镇、真新街道部分。2021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作为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的核心承载区，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

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商务区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要求，商务区需要强化国际定位，彰显开放优势，着力

提高综合交通管理水平，着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打

造联通国际国内综合交通新门户，以高水平协同开放引领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商务区综合交通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依然存

在一些瓶颈问题：链接国际和服务长三角的能力仍有待增强；核心区

轨道服务与国际一流CBD地区差距明显；道路系统通达性不足，次支

路网密度偏低；虹桥枢纽集散交通压力持续增加；“最后一公里”交

通问题突出。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交通

运输提出的新要求，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等国家战略，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加快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科学

配置交通资源，更好地发挥交通引领作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理

委 员 会 组 织 编 制 了 《 虹 桥 国 际 中 央 商 务 区 综 合 交 通 专 项 规 划

（2021-2035年）》，提出了面向2035年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综合

交通体系发展蓝图，以统筹协调商务区各类交通系统的功能布局和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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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愿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对接、深度

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牢牢把握国际开放枢纽和进博会战略机

遇，以“强化国际定位、彰显开放优势、提升枢纽功能”为主线，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坚持以“路、站、网”为基底，

突显“智慧、绿色、创新”虹桥特色，坚持以内外联动的综合枢纽为

引领，以绿色集约交通模式为主导，以多层次、立体化交通网络为依

托，以智慧化、精细化交通管理为支撑，以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为保

障，打造联通国际国内综合交通新门户枢纽，服务“人、车、商”等

巨大流量资源的配置需求，为打造国内大循环关键节点和国际国内双

循环的“彩虹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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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规划范围示意图

（二）规划目标

至2035年，建成“开放畅达、立体融合、绿色便捷、智慧高效”

的商务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具体包括：

开放畅达的枢纽交通。优化拓展虹桥机场国际航运服务功能，提

升与全球主要城市的连通性。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完善对外通道

布局，实现“123”交通圈目标，即至长三角南北拓展带城镇1小时

通达，至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2小时可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

盖。

立体融合的交通网络。形成道路、轨道、公交等多层次网络立体

互联、多种交通方式融合发展的新格局，融入上海市域立体交通网络，

实现商务区内道路网密度达到8公里/平方公里，提高商务区内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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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服务水平，公交线网密度达到4公里/平方公里。

绿色便捷的交通服务。构建商务区绿色交通出行体系，实现公共

交通出行比例达到40%，虹桥枢纽轨道集疏运比例达到60%，绿色交

通出行比例达到85%。推动建设商务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

智慧高效的交通管理。全面建成商务区一体化综合交通平台，实

现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枢纽交通出行智能化、综合管理

智慧化，推动商务区交通服务更便民、出行更高效。

（三）规划布局

根据规划目标，形成“1551”总体规划布局。重点从提升枢纽

集聚辐射能级、完善对外通道、构筑内部交通系统网络和提高综合交

通管理水平等方面，聚焦“核心区功能提升，四个片区服务共进”，

落实“规划一张图，设施一张网，运营一张表，管理一把尺”。

图 2 商务区交通系统规划总体布局图

“1”为一主四辅的枢纽体系。“一主”是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重

点强化国际国内门户枢纽功能；“四辅”是构建四个片区级枢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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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片一枢纽”格局，分担虹桥枢纽部分城市交通换乘和长三角毗

邻地区的城际服务，支撑地区开发。

“5”为五个方向内外联系通道。根据商务区区位空间特点，重

点完善中心城、浦东枢纽-临港新片区、南向拓展带、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北向拓展带等五个方向对外通道。

“5”为五个系统的区域交通网。结合商务区空间结构和功能布

局，规划形成多层次轨道交通、高品质公交、高密度道路、立体化慢

行、新型交通等五个系统的区域交通网。

“1”为一体化的智慧交通管理平台。推进交通设施数字化和交

通管理智慧化，建设虹桥商务区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提升商务区交通

综合管理水平。

三、构建“一主四辅”的枢纽体系

优化枢纽布局，规划形成“一主四辅”的多层级枢纽体系，强化

虹桥枢纽国际国内门户枢纽功能，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

力，形成“一片一枢纽”格局，支撑地区发展。

提升虹桥枢纽对外辐射力。积极拓展虹桥机场国际航运服务功

能，与浦东国际机场错位发展，促进商务区打造联通国际国内门户枢

纽，发挥好进博溢出效应，进一步集聚国际企业和人才。同时，完善

虹桥枢纽的城际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虹桥枢纽对外辐射能力。

形成“一片一枢纽”格局。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在南虹桥、西虹

桥、北虹桥、东虹桥四个片区建成四个片区级枢纽，以枢纽锚固市域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区公交、慢行交通等方式，实现“轨道+公

交+慢行”的网络融合和高效衔接。

四、构建“五向辐射”的内外联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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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干线铁路通道、补强市域铁路层次、推进高快速路功能

提升和扩容等，形成商务区对外至中心城、浦东枢纽-临港新片区、

南向拓展带、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北向拓展带等五个方向的对外通

道。实现商务区30分钟可达中心城中央活动区、嘉定新城、松江新

城、青浦新城、示范区水乡客厅；60分钟可达临港新片区、南向拓

展带及北向拓展主要城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主要城镇；120分钟

可达长三角重点城市。

完善对外铁路通道。在既有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昆高铁等铁

路接入虹桥枢纽的基础上，新增沪苏湖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沪苏嘉线

（上海示范区线），提升商务区对外铁路通道服务功能。

完善高快速路网布局及通道能力。依托G15公路嘉金段改造、外

环西段交通功能提升等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商务区外围的分流路网系

统，提升沪宁、沪杭、沪湖等方向的高速公路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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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向辐射的对外通道规划布局图

五、构建“五个系统”的区域交通网

（一）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

规划形成涵盖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多层次轨道交通

系统网络，提高商务区轨道交通服务水平，虹桥枢纽轨道集疏运比例

达到60%，40分钟通达浦东机场。

规划形成多向辐射的市域（郊）铁路网络。市域（郊）铁路主要

服务商务区与南北向拓展带等近沪县市及市域新城、浦东地区等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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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联系。强化机场联络线、嘉闵线等新建市域（郊）铁路与全市市域

（郊）铁路网络的衔接，实现商务区对五个新城、南北转型区等重点

区域的全面辐射。

规划形成“五横三纵”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商

务区与中心城及周边集中城市化地区联系，兼顾商务区内部中长距离

出行。加快推进13号线西延伸、2号线西延伸等轨道交通建设。研究

提升商务区轨道交通服务水平。

（二）构筑高品质公交系统

构筑高品质公交系统，实现商务区内部任意两点40分钟可达，

虹桥枢纽及核心区至各片区20分钟可达，枢纽与会展间10分钟可达。

规划若干高频次骨干公交线路。骨干公交主要承担联通四区，覆

盖次级客流走廊的服务功能，先行培育客流。结合商务区公交客流分

布，规划若干商务区高频次骨干公交线，串联服务商务核心区、片区

中心、热点商圈、轨道站点、地区枢纽等客流区域。

开设若干特色定制公交线路。特色定制公交线路是通过站点、走

向、服务时间及票价的动态调整，灵活的运营组织形式，满足商务区

特定人群需求或客流稀疏区域的特殊出行需求。优先在轨道交通服务

薄弱地区试行开设若干特色定制公交线路。

（三）建设高密度道路系统

形成“层次清晰、功能合理、高效畅达”的高密度道路系统网络，

分流过境交通、分离枢纽交通和商务区交通、高效服务会展交通，适

应多元化的道路交通出行需求。

完善“四横四纵”高快速路网络。重点完善高快速路网在商务区

范围的匝道布局，适度剥离枢纽交通与地区交通。继续推进快速路节

点改造—国家会展中心与虹桥枢纽间快速车行联系工程建设。

构建“十横十纵”地面干路网。通过打通区区对接道路，结合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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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15功能提升贯通地面道路，构建东西贯通、南北联通的“十横十

纵”地面干路网络，提高地区交通通达性。

持续完善商务区区区对接道路。持续推进申长北路-金园一路、

申昆路-金运路、天山西路等区区对接道路建设，加强片区间交通联

系，提升路网连通性。

（四）搭建立体化慢行系统

搭建“人本化、全贯通、易识别”的立体化慢行系统网络，加强

与城市公交网络、公共空间、城市功能肌理的有效衔接，增强商务区

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出行的可达性和安全性，焕发和激活商务区魅力

和活力。

构建“东联枢纽、西接会展”的核心区立体慢行网络。借助西交

平台抬升工程，结合既有中轴线等地下通道、滨河岸线的改造提升工

作，构建交通枢纽立体复合慢行系统，完善枢纽、会展及商务核心区

间的慢行通道，打造富有特色的活力街区，构建宜人宜商畅行的步行

空间。

打造5个慢行示范区。核心区突出立体慢行示范效应；东虹桥依

托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打造历史文化慢行示范区，形成系统完善的

观览网络和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南虹桥、西虹桥、北虹桥等地区

中心、轨道车站及公交枢纽等重点区域，围绕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

设，创建功能复合活力街区，形成一体化设计的街道空间。

形成“九横九纵”自行车通道。结合商务区文体公园布局、滨河

道路与地区干道系统等，形成“九横九纵”的自行车通道，满足部分

自行车通勤出行需求和健身需求。

（五）鼓励发展新型交通系统

探索尝试智能手段引领的新型交通系统，满足商务区功能发展所

引发的一些特殊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以及解决四个片区待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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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居民的个性化出行服务等。试点开通机场、火车站等枢纽快速到离

商务核心区商办区域的需求响应式交通系统。

六、构建“一体互联”的综合交通管理系统

（一）建设商务区综合交通一体化平台

鼓励交通系统数字化。鼓励智慧交通新技术在虹桥商务区应用与

推广，鼓励智慧交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推动虹桥枢纽、会

展中心、商务核心区及四个片区交通设施数字化和交通管理智慧化。

建设商务区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探索与长三角区域特别是南、北

向拓展带城市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加强与上海市域范围的综合

交通数据紧密衔接，推动综合交通信息的跨区域、跨部门融合发展。

（二）加强停车、货运等系统的智慧化精细化管理

完善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静态交通政策。遵循“系统化、差别化”

原则，按照停车分区发展策略，在认真执行《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

车库场设置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商务区停车配建标准，适度

满足居住基本停车需求，合理控制核心区商业、办公等出行停车需求。

加强枢纽会展等重点地区停车保障。构建虹桥枢纽、会展中心、

商务核心区的共享停车机制，实现虹桥枢纽、会展中心、商务核心区

停车联动诱导与泊位共享。研究完善停车、货运等交通管理政策。推

动完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配套停车场（含货运轮候区）建设，释

放周边社会客车停车泊位用于大型展会货运停车场需求，建立会展停

车保障长效机制。

加强货运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加强商务区内部货运交通组织体系

建设，构建由G2、S26、G15、S20等高速公路和崧泽大道、北青公

路、沪青平公路、华徐公路、华翔路等地面主要道路构成的商务区道

路货运通道，保障国家会展中心展会货运、虹桥机场航空货运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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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需求，提升商务区货运组织效率。结合商务区的发展实际，研究

优化完善货运车辆通行管理政策，降低货运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干扰。

（三）健全商务区应急保障和联动管理系统

加强枢纽、会展与商务核心区的一体化联动管理。完善虹桥枢纽

大客流应急保障，强化虹桥枢纽大客流期间铁路、航空等对外交通预

警功能，提升市内轨道、公交、出租等交通集散能力。加强国家会展

中心交通保障，完善国家会展中心大型会展期间交通保障等级研判、

交通运行状态监控及预警机制。

七、实施保障

强化组织协调。强化商务区管委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发挥相关区

和功能性国企的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由管委会牵头，会同四区共同

编制商务区各类专项规划。

强化规划衔接。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各区规划的衔接，以

综合交通为引领，在系统规划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专项实施

的统筹协调，重点项目在空间规划中予以预控。

强化要素支撑。保证各类交通设施的合理用地，确保资金作为交

通发展的基本保障，努力争取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支

持。建立市区两级共同投入机制，探索设立市和四区共同出资的商务

区投资开发基金，统筹用于商务区开发建设。

强化实施管理。落实各项任务的主体责任部门，建立规划实施动

态监测、定期评估和及时维护制度，实施年度评估、五年评估和重点

领域专项评估，规划核心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引入第三方评

估，开展年度跟踪监测和中期评估，推进科学决策和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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