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南京與上海運輸系統考察紀要 
本次年會期間，主辦單位於 5月 28日安排與會人士參加南京地鐵

展示廊與交控中心之技術參訪行程。出席會議及技術參訪後，5月 29~31

日順道考察上海地鐵運輸系統、磁浮運輸系統及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茲將所有參訪行程分述於以下各節。 

3.1 南京地鐵運輸系統 

3.1.1路網現況 

南京地鐵之規劃始於1984 年，先後歷經多次修改，預計到 2050

年南京市軌道交通路網將有 10條地鐵線及 4條輕軌線，總長度為 433

公里。目前僅地鐵 1號線 1期工程完工，該工程興建於 2000 年 12月，

並於 2005 年9月 3日開始正式營運。該工程南起奧體中心，北至邁皋

橋，共設 16座車站，形成南京主城區中軸線的快速交通走廊。 

地鐵 1 號線 1 期工程之地上車站有 5 座：小行站、安德門站、中

華門站、紅山動物園站和邁皋橋站；地下車站有 11座：奧體中心站、

元通站、中勝站、三山街站、張府園站、新街口站、珠江路站、鼓樓

站、玄武門站、新模範馬路站和南京站，1號線 1期工程路線圖詳如圖

3.1.1-1所示。總投資經費約 85億元人民幣，路線全長 21.72公里，其

中地下線長度 14.33公里，地面線長度為 7.49公里。全線設機場 1處，

位於小行；另設控制中心 1 處，位於珠江路。地鐵 1 號線的開通，使

南京成為繼北京、香港、上海、天津、廣州、深圳之後，中國大陸第 7

個擁有地鐵的城市。旅客出入南京地鐵車廂情形詳見圖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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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南京地鐵 1號線 1期工程路線圖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圖 3.1.1-2旅客出入南京地鐵車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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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路網未來規劃 

根據南京市目前城市規劃，至2050 年南京市軌道交通路網將由 10

條地鐵線、4 條輕軌線構成，共計 433 公里的網路，詳如圖 3.1.2-1 所

示。路網密度達每平方公里 0.15 公里，與巴黎市相當；主城線網密度

為每平方公里 0.76 公里，與日本名古屋相當；老城區密度為每平方公

里 1.21公里，與日本大阪相當。預測到 2050 年，南京的軌道交通平均

客流強度將達到 2.52萬人/公里，軌道交通平均乘車距離為 9.5公里。

規劃實施後，南京中心區地鐵車站輻射半徑 600 公尺，服務人口達

95%，在城市範圍區內 70%人口可在 40分鐘內到達市中心。目前南京

地鐵興建中之路線為南京地鐵 2 號線與 1 號線南延伸線，有關此 2 線

之規劃路線，詳見圖 3.1.2-2。 

地鐵 2號線 1期工程也於 2006 年開工，是一條連接主城中心和城

市副中心的東西向骨幹線，西起河西新城汪家村站，東到紫金山麓馬

群站，路線全長 25.145 公里。路線貫穿主城東西中軸線客流走廊，東

連仙林大學城，西通河西新城區，中間穿過新街口中央商務區。途經孝

陵衛、中山門、明故宮、新街口、漢中門、莫愁路、緯九路等車站。

具體走向為: 汪家村站-中和村站-元通站-向興路站-所街站-集慶門大

街站-茶亭站-莫愁湖站-漢中門站-上海路站-新街口站-大行宮站-逸仙橋

站-明故宮站-苜蓿街站-小衛街站-孝陵衛站-鍾靈街站-馬群站-紫金站-

仙鶴門站—仙鶴中站—南師大站—仙鶴東站（西延支線為集慶門大街

站-上新河站—江心洲站）。共設車站 19座，其中地下站 16座、地面站

2座、高架站 1座、主變電站 2座、機場 1座、停車場 1座，控制中心

設在珠江路（已建成），元通站與新街口站為南京地鐵 1、2 號線之換

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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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南京地鐵規劃路網圖 

 
圖 3.1.2-2 南京地鐵 2號線與 1號線南延伸線之路線規劃圖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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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南京地鐵 1 號線南延伸線（簡稱南延線）也已於 2006 年底

開始興建，預計 2009 年底完工，總工期 3 年。由 1號線安德門站向南

延伸至東山新市區，經過百家湖、竹山路，穿越雨花區和江甯區，止

于城東路站。路線全長 18.01 公里，其中地下線長 12.68 公里，高架

線長度為 5.33公里。1號線南延線共設車站 11 座（不含安德門站），

其地下車站 8 座，高架車站 3 座。南延線採用與 1號線相同的 A 型

車六輛編組，在既有 1 號線的基礎上在城東路新建停車場一座，在小

龍灣新建主變電站一座，控制中心設在珠江路控制中心大樓內，工程

概算投資約 67.36 億元人民幣。 

3.1.3 地鐵票證 

地鐵 1號線共 16個車站，以 2元、3元、4元的分段收費。起步

價 2 元，可乘坐 1~8 個站（包括起點站），3 元可乘坐 9~12 個站，4

元可乘坐 13~16 個站。成人一卡通儲值票為 9.5 折；中小學生一卡通

儲值票為 5折，使用時須與貼有照片的附證同時使用。1名成年乘客可

免費攜帶一名身高不足 1.1米的兒童乘客（須成年乘客將兒童抱起進、

出閘）。超過 1名的，按超過人數購票。南京市老幹部局和民政局認定

的離休幹部、革命傷殘軍人、盲人等 3 類人員可免費乘坐。有關南京

地鐵票證詳如圖 3.1.3-1~圖 3.1.3-4所示。 

3.1.4 地鐵營運 

南京市地下鐵道工程建設指揮部成立於 1999 年 5月，為市政府直

屬事業單位（正局級），南京地下鐵道有限責任公司與其合署，主要承

辦南京地鐵工程的規劃、設計、籌資、建設、營運及地鐵相關物業開

發等。其公司組織詳如圖 3.1.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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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 南京地鐵票價圖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 單程票（適用於全部乘客）： 

 

◆ 一卡通票（包括金陵通卡、金陵通學生卡、華夏萬通卡，其中金陵通學生卡適用於中、小學生、須與附證同時使用）： 

 

◆ 紙 票（主要用於大客流時）： 

 

圖 3.1.3-2 南京地鐵各式車票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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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3 南京地鐵自動售票機 

 

 
圖 3.1.3-4 南京地鐵自動售票機面板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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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1 南京地下鐵總公司營運組織 
資料來源：南京地鐵網站http://www.nj-dt.com/index.asp。 

南京地下鐵道有限責任公司並興建南京地鐵大廈，作為南京地鐵

營運、控制和管理的心臟，同時也是地鐵 1號線及未來地鐵 2號線、3

號線指揮的神經中樞。大廈位於中山路和珠江路路口以北，吉兆營以

南，西側為地鐵珠江路站。地鐵大廈地上 26層、地下 3層，總投資 1.85

億元。南京普通的建築物抗震級數一般為 7 級，而此樓的抗震級數達

到 8級。同時，大廈噴塗的是高性能防火塗料，可在強火中「燒烤」3

小時而不改色，確保大廈的安全係數。地鐵大廈的玻璃幕牆採用的是

高科技的「斷橋」隔熱型材，加上雙層中空玻璃，將炎熱擋在大廈之

外。大廈內並裝設有先進的控制大螢幕，對地鐵 1 號線全線的營運情

況進行全方位監控。大廈頂部還設有直升飛機停機坪，便於人員、設

備的迅速調度，同時也成為古都金陵的新景觀。 

本次參訪的地點即是南京地鐵大廈中的地鐵展示廊，內部除陳設

南京地鐵興建歷史、規劃過程與內容、工程推動情形外，並設有駕駛

模擬車廂供訪客操作，並設有電腦可進行地鐵之介紹與模擬搭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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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展示廊邊設有大型玻璃帷幕，可俯視南京地鐵交控中心監控地鐵營

運之情形。 

控制中心位於該大廈的 5 樓，其中指揮大廳 7 公尺多高，空間約

700多平方公尺，中心控制臺前整齊擺放 20多台電腦。中心控制臺對

面巨大的數位顯示牆號稱「江蘇第一屏」，長 16 公尺，高 5 公尺，大

螢幕可分為 3 段，功能分別與面前之電腦相對應。控制中心由信號、

通信、供電、防災報警、環境控制和自動售檢票等 6 個系統組成，負

責控制、協調、指揮 3 條路線的營運狀態較北京、上海地鐵的控制系

統更為先進。  

   

 

 

 

 

 

圖 3.1.4-2 南京地
 

圖 3.1.4-3 南京地鐵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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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大廈外觀 

 
站南京地鐵展示廊 



 
圖 3.1.4-4 地鐵展示廊解說員說明地鐵規劃與工程 

 

 

圖 3.1.4-5 地鐵展示廊解說員說明駕駛模擬車廂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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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6 地鐵交控中心 

 

 

圖 3.1.4-7 與會人士參觀地鐵展示廊與交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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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海地鐵運輸系統 

3.2.1路網現況 

上海地鐵於1990 年代初期正式營運，是繼中國大陸北京、天津地

鐵完工通車後的第 3 個城市軌道交通系統，也是中國城市軌道交通系

統路線最長之系統。上海地鐵目前共有 9條路線和 1條連接 3號線至 9

號線的接駁線，其中包括 2條輕軌線及 1條磁浮線(上海磁浮)，其餘路

線均是以地鐵形式建造。有關上海地鐵營運整體路網，詳見圖 3.2.1-1。 

錯誤!

圖 3.2.1-1 上海地鐵營運整體路網圖 
資料來源：上海地鐵網站 http://www.shmetro.com/。 

 

上海地鐵最早營運的 1號線係於1995 年4月間開始試營運，至2006

年全部路網之客運量為 6.49億人次。在春運2008 年1月 18日，上海軌

道交通已達到創紀錄的日流量 321萬人次。上海地鐵刻正進行 10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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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延伸段，預計將於 2010 年世界博覽會前全部完工。目前各營運中

之路線說明如下，上海地鐵旅客搭乘情形詳如圖 3.2.1-2： 

軌道交通 1號線南段於 1993年 5月完工通車，1號線全線係於 1995

年 4月試營運，南、北、北北延伸段分別於 1997 年 7月、2004 年 12

月和 2007 年 12月開始營運。1號線總長為 37公里，共設 28座車站，

是一條縱貫上海南北走向的交通大動脈。 

軌道交通 2號線 1期工程於 2000 年 6月完工試營運，往西延伸路

線於 2006 年 12月 30日完工，全長約 24公里，共設有 17座車站，是

一條橫貫上海市區連接浦江兩岸的東西向路線。 

軌道交通 3號線於 2000 年 12月完工試營運，往北延伸路線於 2006

年 12月 18日完工，全長約 40公里，共設有 29座車站，是一條環繞

中心城區以高架為主的路線。 

軌道交通 4號線於 2005 年 12月完工試營運，於 2007 年 12月 29

日達到“О”字形環狀營運，全長 34公里，共有 17座車站（不含共線段

車站），與軌道交通 3號線接軌成環狀。 

軌道交通 8號線一期工程 2007 年 12月 29日完工試營運，全長為

22公里，共 20座車站，在人民廣場與 1、2號線形成大型軌轉乘樞紐，

並在西藏南路站與 4號線立體交叉。 

軌道交通 9號線 1期工程於 2007 年 12月 29日完工試營運，全長

29公里，共設有 12座車站，是上海軌道交通路網中重要的市域級骨幹

路線。通車初期，在桂林路站與 3 號線宜山路站之間設立公車接駁，

可一票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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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旅客搭乘上海地鐵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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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上海地鐵指標系統 

3.2.2路網未來規劃 

規劃中之上海軌道交通共有 18號線路（不包括磁浮線），2010 年上

海世界博覽會前預計完成 11條路線；2012 年前完成 1~13號線，總里

程為 510公里。遠期規劃 18條路線及延伸線全部完工後，總里程將達

到 970公里，全程設有 524座車站，其中 3線轉乘車站16處，2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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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車站 95處。 

目前已完成、正在興建及準備興建的有 1~13號路線；1~6號線及

8~9號線為已完成或部分完成之路線；7、10、11號線為興建中之路線；

12、13號線正在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作業；14~18號線為遠景規劃路線，

目前尚未確定具體規劃方向。 

3.2.3地鐵票證 

上海地鐵各線均使用自動售檢票系統，設有多功能的自動售票

機，使用的票卡主要有公共交通「一卡通」和單程票「一票通」，可一

票轉乘。其中，「一票通」可在軌道交通 1~5號線之間乘坐；「一卡通」

可在軌道交通 1~5 號線之間乘坐，部分公車路線與計程車也可使用；

車站並另外設有人工售票口。自動售票機與人工售票情形詳見圖

3.2.3-1~圖 3.2.3-2。 

上海地鐵對進站乘客進站實行「右手原則」，即分下列 3步驟：(1)

乘客右手持票，在進口閘機面板的圓形讀卡器上方稍作停留以供閘機

檢票；(2)當面板上的顯示幕顯示車票內的金額時，閘機檢票完畢；(3)

檢票完畢後，乘客即可前行通過三杆後進站。 有關地鐵票卡與檢票程

式詳見圖 3.2.3-3~圖 3.2.3-4。 

3.2.4地鐵營運 

上海地鐵由上海地鐵營運有限公司營運，該公司隸屬申通地鐵集

團公司，是上海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理的骨幹企業，目前負責軌道交

通 1、2、3、4、8、9號線的營運管理，營運路線總長為 186公里，車

站共 123 座，每日平均客運總量超過 270 萬人次。隨著軌道交通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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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規、網路化之發展階段，公司並接管了 7號線、10號線等多條線

路的營運任務，客運總量不斷上升。預計到 2010 年上海世博會舉辦期

間，軌道交通營運里程將達到 400 公里，客運量將占公共交通客運總

量之 40%左右。2012 年，預估地鐵將完成 13 條線，營運里程將超過

500公里的軌道基本路網，營運規模預計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居於前茅。 

 
圖 3.2.3-1 上海地鐵自動售票機 

 
圖 3.2.3-2 上海地鐵人工售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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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3 上海地鐵票卡 
資料來源：上海地鐵網站 http://www.shmetro.com/。 

 

 

 
圖 3.2.3-4 上海地鐵檢票程式與進口閘機 

資料來源(圓形讀卡器)：上海地鐵網站 http://www.shmet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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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磁浮運輸系統 

3.3.1路網現況 

上海磁浮示範營運線是上海浦東國際機場聯外運輸系統之ㄧ，也

是世界第 1 條投入商業營運的磁懸浮列車示範線，屬上海市交通發展

的重大專案，具有交通、展示、旅遊觀光等多重功能。於2002 年12月

31 日啟用，由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理朱鎔基與德國總理施羅德，在龍

陽路站主持剪綵儀式。磁浮線西起上海軌道交通2號線龍陽路站，東到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站(詳見圖 3.3.1-1)，主要解決浦東機場和市區之間的

高運量且高速之交通需求。磁浮線於 2001 年 3月動工，並於 2003 年 1

月 4日正式營運，路線全長約 30公里，雙線折返運行。設計最高運行

速度為每小時431公里，單線運行時間 7分 20秒。 

磁懸浮列車是一種靠磁懸浮力（即磁的吸力和排斥力）來推動的列

車。由於其軌道的磁力使之懸浮在空中，行走時不需接觸地面，因此

其阻力只有空氣的阻力。磁懸浮列車的最高速度可以達每小時500公里

以上，比輪軌高速列車的 300 多公里還要快，因此可成為航空的競爭

對手。磁懸浮技術源於德國，早在1922 年德國工程師赫爾曼·肯佩爾就

提出了電磁懸浮原理，並於1934 年申請了專利。1970 年代以後，隨著

世界工業化國家經濟實力不斷加強，為提高交通運輸能力以適應其經

濟發展的需要，德國、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

相繼開始研究開發。而美國和前蘇聯則分別在1970 年代、1980 年代放

棄了這項研究，目前只有德國、日本仍繼續進行磁懸浮系統研究，並

均獲得了顯著的進展。有關磁懸浮列車運用原理、與其他運具之比較、

車速、設計規格及搭乘情形，詳如圖 3.3.1-2~圖 3.3.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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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上海磁浮示範營運線路線圖 
資料來源：97 年中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網頁。 

  

圖 3.3.1-2磁浮列車原理 

 
圖 3.3.1-3磁浮列車與其他運具在能源與磁場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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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磁浮列車營運速度與其他運具之比較 

 
 
 

 
圖 3.3.1-5 上海磁浮列車設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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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6 上海磁浮列車之「軌道」 

 
 

 
圖 3.3.1-7 上海磁浮列車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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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8 上海磁浮列車內部 

 

 

圖 3.3.1-9 上海磁浮列車旅客搭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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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路網未來規劃 

滬杭磁懸浮交通專案是上海磁浮示範營運線由龍陽路至杭州的延伸，

預計在2010 年完成。此專案是為了與經濟發達的浙江省相聯繫，以串

通上海和杭州，吸引更多浙江富商前往上海，以改善上海磁懸浮列車

的營運狀況，擺脫目前上海磁浮示範營運線經營困難的窘境。 

3.3.3磁浮列車票證 

上海磁浮列車由行控中心控制無人駕駛磁浮列車，初步設計為 9

節車箱，一次可乘坐 959人，每小時可發車 12 列。原普通席單程票價

為 75元，但 2004 年 4月 15日起，上海磁浮列車票價普通席單程票價

從 75元下降至 50元，往返票價降至 80元，貴賓席票價也相對降低，

乘飛機的旅客還可憑本人當日機票享受單程 8折之優惠，但電子機票以

及其他憑證除外。使用上海公共交通卡刷卡進站也可優惠 20%。詳細

票證詳如圖 3.3.3-2。 

 
圖 3.3.3-1 上海磁浮列車票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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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種 圖片 車票細則 票價

普通單程票
適用於購買當天使用的普通席座

位單程車程
50元

普通往返票（當日往

返）

適用於一天有效期內搭乘往返磁

浮列車，往來機場及磁浮列車龍陽

路車站的普通席座位往返程車票

80元

貴賓單程票
適用於購買當天使用的貴賓席座

位單程車票
100元

貴賓往返票（當日往

返）

適用於一天有效期內搭乘往返磁

浮列車，往來機場及磁浮列車龍陽

路車站的貴賓席座位往返程車票

160元

憑當日機票單程票 
（電子機票及其他

憑證除外）

適用於憑當日飛機票，可在磁浮列

車享受單程普通席 40元的優惠票
價，但電子機票以及其他憑證除外

40元

單程預售券
可憑此券於磁浮列車龍陽路站或

機場站換取普通席座位單程車票
50元

往返預售券
可憑此券於磁浮列車龍陽路站或

機場站換取普通席座位往返車票
80元

中銀“磁浮通”
“磁浮通”服務是以中國銀行人民

幣信用卡為載體的磁浮列車多次

乘坐優惠電子客票產品。欲獲取更

多資訊 請查詢此處

 

10次通  包括 10次磁浮列車單程車程（原

價 500元） 400元

20次通  包括 20次磁浮列車單程車程（原

價 1000元） 700元

30次通  包括 30次磁浮列車單程車程（原

價 1500元） 900元 
圖 3.3.3-2 上海磁浮列車各式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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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磁浮列車營運 

上海磁浮交通發展有限公司係於 2000 年 8月由上海申通集團有限

公司、申能（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寶鋼集

團公司、上海汽車工業（集團）總公司、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

上海浦東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合作組成，共同出資 30億

元人民幣組建，以企業化、市場化方式來進行上海磁浮專案的建設和

運作，其營運組織詳如圖 3.3.4-1。 

 
圖 3.3.4-1 上海磁浮交通發展有限公司營運組織圖 

資料來源：上海磁浮交通發展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smtdc.com/。 

惟最新資料顯示，2004 年~2006 年期間，上海磁浮交通發展有限

公司已出現超過 10億元人民幣之虧損。上海磁懸浮交通發展有限公司

於 2004 年 4月 15日將單程票價由 75元調低至 50元，並推出 80元的

往返票，但是乘客流量還是不如人意。造成商務旅客比例較少之重要

原因之ㄧ，就是磁浮線的設站地點不盡合理，龍陽路站離市中心較遠，

使出國旅客提著行李坐地鐵轉乘磁浮線較麻煩，所以很多人放棄乘坐

磁浮線；其二是票價，若數人同行，可直接在機場共乘計程車比搭磁

浮列車便宜，事實已證明磁浮通車後對上海出租車不構成絲毫威脅；

其三是安全，曾有專家指出，上海磁浮採「常導磁懸浮」而不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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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磁懸浮」，不僅限制其速度，軌道也不能太彎，且長達 920多公里的

定子線圈電纜係安裝在 30公里的軌道樑中，容易出現電纜接頭燒燬現

象，不但影響安全，也污染環境；另外，民間對於磁浮線質疑的聲音

亦很大，民眾認為與其把 100 億納稅人的錢扔到根本無法回收的無底

洞，不如興建地鐵更能解決上海的實際交通問題。如此巨大的虧損使

磁浮線延伸至杭州似乎勢在必行，然如何彌補營運之虧損並安撫沿線

社區居民，成了目前考驗各方智慧的難題。 

3.4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3.4.1 機場簡介 

中國上海浦東（Pudong）國際機場位於上海市浦東的江鎮、施灣

與祝橋濱海地帶，即位於長江入海口南岸，面積 40平方公里，距市中

心約 30公里，用地達 3,200公頃，總投資金額達 400億人民幣，能提

供 24小時全天候服務，為中國發展亞太空運中心之重要機場。 

浦東國際機場和虹橋機場是上海的兩大機場，相距約 40公里（詳

見圖 3.4.1-1）。原中國大陸東部沿海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對外的航空運輸

主要係由虹橋機場提供服務，為利上海成為國際航空樞紐之目標，中

國爰於上海市東側浦東經貿開發區興建浦東機場。自 2002 年 10月 27

日起，國際、港澳及部分國內航班已轉由浦東機場服務，虹橋機場則

轉為服務國內航班，同時繼續保留國際航班的備降功能。浦東機場目

前每日平均起降航班達 700架次左右，航班量已占到整個上海機場的 6

成左右。通航浦東機場的中外航空公司已達 60 家左右，航點包含 90

多個國際(地區)城市及 70多個國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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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國際機場是中國發展亞太空運中心之重要機場，也是長江三

角洲發展海空聯運的主要樞紐。根據ACI(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之統計，浦東機場 2006 年客運量雖僅在亞太國際機場排名第 10 名，

惟日後發展之潛力不容小覷；貨運量 2006 年為全球機場排名第 6名，

甚至在 2007 年貨運量已成為全球機場排名第 4名機場。國際快遞貨運

業UPS、DHL也規劃在浦東機場興建國際轉運中心，目前DHL將公司

北亞樞紐預計設立在上海，並預計於 2009 年啟用。 

 
圖 3.4.1-1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位置圖 
資料來源：http://searchina.ne.jp/網頁。 

3.4.2 機場佈設 

浦東機場 1期工程於 1999 年 9月完工通航，2期工程於 2008 年 3

月完工。目前，浦東機場擁有 3條跑道、2座航廈、218個停機位及 70

座登機橋，每年可容納旅客 6,000萬人次。同時，裝備有導航、助航燈

光、通訊、雷達、氣象和後勤保障等系統，能提供 24小時全天候服務。

機場各設施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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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側 

(一)跑道與滑行道 

浦東機場現況擁有兩條可起降世界最大客機的跑道。除了於

1999 年9月完工啟用之 4,000公尺長、60公尺寬的 4E級南北向第 1

條跑道外；第 2條跑道也於2005 年3月 17日正式啟用。第 2條跑道

位於第 1跑道以東 2,260公尺處，長 3,800公尺、寬 60公尺，與第

1條跑道平行，按照 4F類飛行使用要求設計，可起降包括A380在內

的各類大型飛機。 

第 3條跑道也已完工，位於第 1跑道西側 460公尺處，跑道長

3,400公尺，寬 60公尺，與第 1跑道平行，按照 4F 類飛行規範設計，

可起降包括 A380 在內的各類大型飛機。第 3 跑道工程除建設 1 條

跑道外，還配套建設兩條與跑道等長的平行滑行道、6 條快速出口

滑行道、6 條穿越 1 期飛行區的穿越滑行道和兩條跑滑道間的垂直

聯絡道及兩條迴轉聯絡道。目前工程已竣工，可於 2008 年北京奧運

會前啟用。 

(二)滑行道 

為配合第 1 跑道，同時構建雙平行滑行道，並於跑道端均佈

設五處出口滑行道（其中有 3 處快速出口滑行道，2 處直角出口

滑行道）；而為配合第 2跑道，則建有兩條平行滑行道、4條快速

出口滑行道、6條垂直聯絡道及兩條長 1,662米東西向聯絡滑行道。 

(三)停機坪 

目前停機位共 218處，包含停機位 70處、遠端停機位 6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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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機位 58處、維修機位 25處，並有登機空橋 70座。 

二、陸側 

(一)客運航廈 

浦東機場目前有 2座客運航廈—第 1與第 2航廈。第 1航廈

由主樓和候機長廊兩大部分組成，均為 3 層結構，由兩條通道連

接，面積達 27.8 萬平方公尺，尖峰小時可服務 2,500 位國際線旅

客與 4,700 位國內線旅客。第 1 航廈主體建物長 400 公尺，縱深

170公尺，另登機廊廳之長度約 1,400公尺。客運航廈設置 28處

有空橋之靠站機位，到港行李輸送帶 13 條，登機橋 28 座，候機

樓內的商業餐飲設施和其他出租服務設施面積達 6萬平方公尺。 

第 2航廈為多層式結構，由主樓（辦票）、連接廊（聯檢）與

長廊（候機、登機）三部分組成，建築面積達 48.55萬平方公尺，

值機櫃檯 352個，登機空橋 42座；候機室內的商業餐飲設施面積

為 2萬平方公尺。 

(二)貨運站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貨運站有限公司位於浦東機場西貨運區

內，處於 1 期飛行區北端貨運機坪東側。由上海機場（集團）有

限公司、德國漢莎貨運航空公司和上海錦海捷亞國際貨運有限公

司共同投資。總建築面積 3.24萬平方公尺，年貨物處理能力為 50

萬噸。 

 

 3-31



 

 

圖 3.4.2-1上海浦東客運航廈使用情形 

 
圖 3.4.2-2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貨運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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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場內運輸 

2航廈間設有免費機場接駁巴士（shuttle bus）穿梭其間供旅

客使用，班距為 10分鐘，詳見圖 3.4.2-3。 

(四)路緣停車及停車場 

在路緣停車方面，除有路緣停車空間供租賃車、出租車(計程

車)、航廈間免費接駁巴士與共乘巴士等營業性車輛停靠並上、下

客外，並設置島式月台，供私人汽車使用。機場站緣與島式月台

停靠小汽車之情形詳見圖 3.4.2-4。 

機場設置之停車場分小型車與大型車計費，各車型計費方式

又以停等時數之不同加以計費，停車時間每超過 24小時，重新按

收費標準計費。計費標準詳如表 3.4.2-1。 

表 3.4.2-1浦東機場停車場收費標準 

停車 
時間 

 
 
車型 

0-1
小
時 

1-2
小
時 

2-3
小
時 

3-4
小
時 

4-5
小
時 

5-6
小
時 

6-7
小
時 

7-8
小
時 

8-9
小
時 

9-10
小
時 

10- 
11 
小時 

11- 
12 
小時

12- 
24 
小時

小型車 10
元 

20
元 

25
元 

30
元 

35
元 

40
元 

45
元 

50
元 

55
元 

60
元 65元 70

元 
70
元 

大型車 20
元 

40
元 

50
元 

60
元 

70
元 

80
元 

90
元 

100
元 

110
元 

120
元 

130
元 

140
元 

140
元 

資料來源：浦東機場網頁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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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3浦東機場航廈間免費接駁巴士站牌 

 

 
圖 3.4.2-4浦東機場路緣停車情形 

 3-34



(五)聯外運輸 

浦東機場目前主要聯外運輸為磁浮列車與公路運輸。上海磁

浮列車詳如本報告 3.3節；機場高速公路(A15公路)是上海連接浙

江的一條重要高速公路，起自浦東國際機場，向西經閔浦大橋過黃

浦江，在金山區與浙江省交界處與浙江申嘉湖高速公路相接，全

線預計於 2010 年通車。其中，全長 4.421公里的浦東國際機場至

A30公路的南進場段，已於2008 年3月 26日完工通車。A15公路

在A5公路以西係雙向 6 車道設計，以東為雙向 8 車道設計，從斜

塘到魯陳路採用高架形式，其餘皆為平面道路，規劃設置立體交

叉 17座，其中 2座規劃預留，1座列入A3公路項目，並設置主線

收費站 2座、服務區 2個，總投資經費為 162億元人民幣。 

機場巴士共有機場 1~8 線與機場環一線，通往上海市區與虹

橋機場，班距從 15~30分鐘不等，票價為 2~30元人民幣；並設有

夜宵線提供 23:00~航班結束間之旅客之需要。有關浦東機場之聯

外運具及機場巴士班表等詳如圖 3.4.2-4~圖 3.4.2-6所示。 

目前機場聯外運輸主要的方式仍為公路，除租賃車與遊覽車

之外，目前仍以出租車(計程車)為主要運輸方式，有關上海市出租

汽車費率詳如表 3.4.2-2。 

表 3.4.2-2 上海市出租汽車費率表 

 0~3公里 3~10公里 10公里以上 

日間(5:00~23:00) 11元 2.1元/公里 3.2元/公里 

夜間(23:00~5:00) 14元 2.7元/公里 4.1元/公里 

等候時間每 5分鐘以 1公里里程收費 

資料來源：浦東機場網頁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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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5 浦東機場聯外運輸指標 

 

 
圖 3.4.2-6 浦東機場之機場巴士與磁浮列車路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浦東機場網頁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圖 3.4.2-7 浦東機場之機場巴士班表與票價 

資料來源：浦東機場網頁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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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機場組織與營運 

目前浦東機場係由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所經營，該公司為

直屬上海市政府領導的國有企業，經上海市國有資產管理委員會授

權，統一經營上海浦東和虹橋國際機場。公司實行董事會領導之總裁

負責制，積極對機場分階段擴建，公司組織與相關擴建內容說明如後： 

 
圖 3.4.3-1 中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營運組織 

 
圖 3.4.3-2 中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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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機場 1期工程於1997 年10月開始興建，於1999 年9月完工啟

用。1期工程主要內容為：一條 4,000 公尺長、60公尺寬的 4E級南北

向跑道、兩條平行滑行道、80萬平方公尺機坪（共有 76個機位）及面

積達 5萬平方公尺之貨運站。1期工程完成後，可每年飛機起降 30萬

架次，年旅客容量為 3,650萬人次。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擴建工程於 2005 年 12月 22日全面開工，該擴

建工程係以 2015 年為設計目標，按照年旅客需求量 6,000萬人次、貨

運量 420萬噸設計。工程內容係為配合北京奧運，包括新建第 2航廈、

第 3條跑道和西貨運物流園區及相應的配套設施，目前均已完工。 

3.4.4 機場主計畫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營運目標是成為亞太地區核心樞紐機場，及

最終成為世界航空網絡的重要節點的總目標。2006 年 9月上海機場集

團完成對上海空運「一市兩場」之未來發展藍圖，期許 2015 年兩大機

場(浦東機場與虹橋機場)客、貨運量達到 1.1億人次和 700萬噸，且兩

大機場未來能躋身世界最大機場行列，其中，浦東機場最終發展規模

是完成 5條跑道、3座航廈(完成後年旅客容量可達 1億人次)與每年 700

萬噸貨運量之貨運航站，詳如表 3.4.4-1與圖 3.4.4-1。 

為了因應 2008 年北京奧運會，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擴建工程於 2005

年 12月 22日全面開工，並已於 2007 年底完工。該擴建工程係以 2015

年為設計目標，按照年旅客需求量 6,000萬人次、貨運量 420萬噸設計。

工程內容包括新建第 2 航廈、第 3 條跑道和西貨運物流園區及相應的

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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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1 上海浦東機場各階段發展規模 

項目            階段 1期發展 最終發展 

面積(公頃) ─ 3,200 

跑道（條） 1條 5條 

客運航站數(座) 1座 
(250,000平方公尺) 3座 

客運航廈容量(人次/年) 20,000,000 100,000,000 
貨運站容量(噸/年) 750,000 7,000,000 

資料來源：中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網頁，本所整理。 

 
圖 3.4.4-1 中國上海浦東機場最終發展規模示意圖 
資料來源：97 年中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網頁。 

虹橋機場最終階段將完成 2 條平行跑道，東、西互為衛星廳的 2

座航廈，規劃終極目標為年旅客運量 3,000萬人次、貨運量 100萬噸。

第 2 跑道與第 1 跑道間的距離相隔僅 360 米，將是世界上距離最近的

兩條機場跑道，但經過對現有飛行區的調整，依舊能起降世界上最大

客機 A380。虹橋機場西航廈將與一座大型交通樞紐相連，將航空、高

速鐵路與地鐵匯聚一處，方便旅客轉乘，同時也把浦東、虹橋兩大機

場更加緊密連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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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機場將完成 5 條跑道與 3 座航廈，機場未來重要設施發展展

望說明如下： 

一、跑道與滑行道 

浦東機場最終階段將完成 5 條平行跑道，機場飛行區將按 4F

標準建設，可保障 A380-800等各種大型飛機起降。規劃在現有的兩

條主跑道（第 1和第 2跑道）的西側和東側，各增加兩條副跑道，

即浦東機場的第 3和第 4跑道，並對主副兩條跑道的間距進行微調，

騰出足夠空間在東側再新增一條遠距離平行跑道，也是浦東機場的

第 5條跑道。 

二、客運航廈 

浦東機場最終發展計畫將有 4座線型客運航廈，並根據「一體

化航廈綜合體」的概念，完成由東、西、南 3座航廈（第 1～3航廈）

共同組成之 U字形航廈綜合體。在主航廈南側還將新建兩個衛星廳

（S1、S2）作為輔助，使靠近登機橋機位增多，既有利於航空公司

營運，也方便旅客轉乘，並使陸側交通更順暢，有利於旅客接駁運

輸，屆時年旅客容量可達 8,000萬人次。 

西樓（第 1航廈）建築面積為 27.8萬平方公尺；東樓（第 2航

廈）位於第 1航廈東側，建築面積約 48萬平方公尺，由長 414米、

寬 138米的主樓和長 1,404米、寬 41～65米的前列式指廊組成，指

廊有 42座近機登機橋，站坪配有旅客捷運系統、地鐵車站、道路系

統和公用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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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廈的使用分配將根據「一個航空公司在一個航廈內運作」的

原則，同一聯盟的航空企業將被安排在相同航廈，方便旅客轉乘。

第 2航廈國內轉乘可在 45分鐘內完成，國際轉乘可在 90分鐘內完

成。3縱 3橫廊道設計將使第 1、第 2以及未來的第 3航廈連為一體，

在第 1、第 2 航廈中間的交通中心內，將透過立體網絡化道路系統

提高交通效率。機場還將透過電梯等設備，將旅客分別送至公交巴

士、機場專線巴士、軌道交通等不同站點，以實現快速分流之目的。 

三、貨運站 

目前西貨運區已完成搬遷與招商工作，未來西貨運區將規劃成

為一個整合傳統航空貨運業務、貨物轉運及物流加值服務的貨運樞

紐，貨運容量可達 570萬噸。 

另外，國際快遞貨運業 UPS、DHL也規劃在浦東機場興建國際

轉運中心，使浦東機場可進一步扮演客貨運、國際大型複合樞紐角

色。DHL最近與上海機場集團正式簽署合作諒解備忘錄，確定在規

劃中的浦東國際機場第 3條跑道西側西貨運區，籌建 DHL公司的國

際轉運中心。DHL預測亞洲運輸業將從目前的 7,000億美元，成長

至 1 兆 3 千億美元（2021 年），其中主要的增長來源在於東北亞市

場，因此 DHL考慮將該公司的北亞樞紐設立在上海，若經確定則預

計在 2009 年啟用北亞樞紐。 

四、周邊物流環境 

上海市政府已經向國務院提出申請，預計在浦東國際機場西貨

運區與周邊區域規劃和建設大型空港保稅物流園區。如獲批准，這

 3-41



也將是中國首座空港保稅物流園區。該物流園區將由上海機場與浦

東新區、南彙區共同建設，並於 2008 年部分完成集空運、中轉、倉

儲、加工和其他增值服務於一體的綜合性空港保稅物流園區，以促

進上海實現國際貿易中心之願景。 

浦東機場是中國目前最大的貨運樞紐，2005 年貨運量達到

185.67萬噸，比去年同期增長 13.06%。浦東機場海關正逐步規劃將

分散在機場各貨運站的業務逐漸集中到此保稅物流園區。規劃中的

空港保稅物流園區緊臨浦東機場正在建設的西貨運區，1 期面積為

3.86平方公里，長期規劃擴展至 16平方公里，並期許未來能與西貨

運區無縫連接。 

長江三角地區的上海、南京、杭州和寧波四個直屬海關於 2005

年 11月起已正式啟動長江三角區域海運通關改革試點，實行「簡化

和規範轉關運輸監管」屬地申報、口岸放行兩種新型區域通關模式。

為積極促進航空貨運發展，海關將適當擴大試點範圍，在條件成熟

後逐步將區域通關改革的試點運輸方式由海運拓展至空運，並最終

擴大至長三角地區所有空運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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