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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工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初现蓝图。它有点像欧

洲交运流量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或者芝加哥的奥海尔国际

机场，又像是东京新宿、池袋、涉谷的总和。 如果你2010年

途径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走上200米，你就能搭乘磁悬浮

、高速铁路、飞机、地铁、城际巴士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这就是传闻中的“超级车站”的便利之处。 1月10日，上海市

政府正式发布《上海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布局规划》，其中

称，规划中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包括城际铁路、高速铁路

、轨道交通、长途客运、市内公交等多种换乘方式于一体的

交通“巨无霸”，近27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也使之成为将来

上海最大的铁路客运站。在主体建筑内的地下设置两个城市

地铁车站，引入5条通往上海市区各个方向的地铁线.在主体

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设有交通广场，分别设置长途高速巴士

、城市公交车站和出租汽车场地，区域内还配置了足够的社

会车辆停车场。另外，在枢纽主体建筑内的地下和地上分别

设置了3条贯通整个建筑东西向的大通道，并布置商业、餐饮

等设施。当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介绍了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规划及前期准备情况，并表示，工程将在2009年底

初步形成规模，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相继投入使用。 

世界上最复杂的综合大枢纽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竞标方案的两

大专家美国易道公司上海办公室执行董事黄智聪和英国阿特

金斯中国区董事陈海潮在接受《外滩画报》的专访时，不约



而同地表示：“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综合交通枢纽。” 

去年12月1日，2006上海现代交通建设与科技创新论坛上，上

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黄吉铭披露了虹桥交通枢纽

的整体规划:枢纽包括4个新的综合社区以及一个新的容纳国

内航班的机场航站楼、10条磁悬浮列车的站台、30条城际及

高速列车的站台、一个能容5条线路的地铁站以及一个新的城

际巴士总站。交通枢纽中心的设计将容纳超过百万的日旅客

流量，它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火车站。虹桥机场也在改建之中

，根据规划，虹桥机场将建造的第二跑道与第一跑道间的距

离相隔仅360米，这将是世界上距离最近的两条机场跑道，但

经过对现有飞行区的调整，依然能备降当今世界上机体最大

的飞机空客A380。 黄吉铭还透露了与进出枢纽有关的三大细

节:第一，实现200米距离“紧凑换乘”。枢纽内，从几条轨交

线地铁站出来，无论到京沪高铁车站还是虹桥机场新航站楼

，只需要走200米左右。将来在京沪高铁车站、铁路客站、航

站楼等之间也可“上天入地”换乘。为避免拥挤，天桥设计

宽度不小于30米，几乎相当于上海国际赛车场上赛道宽度的

两倍.而地下人行通道的设计宽度则不小于24米。第二，地铁2

号线连贯两大机场。轨道交通2、5、10号等多条线路将直达

虹桥枢纽。到2010年前后，2号线将最终连接虹桥和浦东两大

机场。第三，“一纵三横”快速路减压延安高架。初步设想

在虹桥枢纽周边已有沪青平高速公路、环西一大道的基础上

，再规划北翟路、青虹路等“一纵三横”快速路。 当月15日

，上海市规划局在其网站上率先披露虹桥枢纽的结构规划图

纸:在华翔路、北翟路、环西大道、沪青平高速四条主干道所

围成的近两个黄浦区面积的区域内，以现有虹桥机场为基础



，拓展成集铁路、地铁、公交等交通方式及换乘广场于一身

的大型换乘枢纽。 在黄智聪看来，虹桥枢纽有点像芝加哥的

奥海尔国际机场，那是全美面积最大、客运吞吐最繁忙的机

场，但并没有磁悬浮、高铁等复杂的功能.它又像东京的新宿

、池袋、涉谷的总和，那里聚集着通向日本各地的路网系统

，但没有虹桥枢纽的空港功能。 据黄智聪介绍，早在两年前

，有关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设计工作已经开始。“当时

由机场集团主导，最初的设想只是针对虹桥机场二期扩建，

建造一个空港出站的站体。”黄智聪回忆，起先，所有的规

划只围绕站体本身，并没有考虑到站体与周边设施的衔接，

但在一轮又一轮的论证中，一个有关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庞

大构想便日益浮出、成型，并一举囊括空港、高速铁路、磁

悬浮、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等各种交通系统。 按

照当前中国政府工程的常见做法，上海国际招标公司

向AECOM易道、阿特金斯、London Brown和中规院等发出方

案征集邀请。“国际方案征集，主要是希望能够解决交通枢

纽内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等问题。”接受《外滩画报》

采访的黄吉铭表示。 易道将其提供的方案命名为“自然联系

城市”，规划策略极大地提高了交通的连接性，降低了能源

消耗和排放，为城市创造了新的综合社区，社区居民步行都

可方便到达附近的地铁站、商业区、文化设施，以及充足的

景观开放空间。黄智聪说：“首先必须满足交通需求，除此

之外加入别的元素，实现交通以外的功能。综合交通枢纽包

括室内室外，而不是箱子一样的封闭个体。” 易道公司主持

虹桥项目的另一主设计师蔡显杰则表示:“这不仅仅是规划一

个机场或者火车站，而且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环境的一个绝佳



机会。这个综合交通枢纽的设想其实就是一个出色的城市设

计、交通枢纽和景观设计的结合，为上海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的新城区中心。” 陈海潮将阿特金斯设计方案定义为“四交

为一体”，即交通、交换、交易和交流合为一体。在他们提

供的方案中，综合交通枢纽除了站点之外，还包括企业研发

机构、企业总部、现代服务业、金融机构、物流配送中心、

包装加工区、展销中心、仓储批发中心、购物中心以及主题

广场等设施。“可以将其定义为CBD，也可以定义为城市副

中心，因为它的确能够提供那么多的综合功能。”陈海潮说

。这一定位也更增添了虹桥枢纽实施的难度。“就算结构规

划出来了，项目的具体实施还是困难重重。如何实现项目与

城市的结合，如何确保品质和工程技术，如何支持一个区域

产业的聚集，如何创造吸引投资的机会，这些也是要考虑的

。” 虹桥枢纽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服务于世博会。“虹桥交

通枢纽与世博会的直接相关度非常高。”世博会的总规划师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介绍说，虹桥交通枢纽

将设置多条轨道线路和公交线路直接通往世博园区，更增加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进入世博会园区的便捷性。在吴志强

看来，就大型交通枢纽的建设水平而言，法兰克福机场代表

着世界的最高水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

曾参与有“世界最大透光火车站”之称的上海南站的前期规

划论证，在他看来，“上海南站面积大、气派，但使用空间

小、能耗大，虹桥枢纽可能也会存在这些问题”。另外一个

问题是，“国内的交通枢纽往往远离市区，这并没有增加市

民出行的便捷性，反而使城市交通变得更为复杂，而城市中

心的功能也更加单一”。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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