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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dustrial Area to Innovation District: The Regeneration Path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nnovation Integration

城创融合视角下从工业区到创新街区的更新路径与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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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正在重塑城市

发展路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面貌，创

新创意成为新时期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何吸引并留住创新人才与创新企业成为地方

政府的重要议题。城市中因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亟待更新改造的既有工业区，因其良好的区位

配套条件、相对集聚的改造空间、较低的更新

成本和独特的工业文化等因素，正成为创新创

业活动集聚的机遇区（opportunity area）。

创新是一种社会化的学习过程 [1]，也是知识

流动和资源活化的动态过程。美国学者最早注

意到创新企业的选址与区位——因技术人员对

生活质量与工作、居住、娱乐功能的整合的重视，

以及在地理上邻近市场的考虑，逐渐从原来近

郊的科技园区向大都市中心城区集聚，并形成

了新的创新空间模式 [2-5]。哈佛商学院切萨布鲁

夫（Chesbrough）教授于 2003 年在《开放式创

新》（Open Innovation）一书中提出了开放式创新

的理念 [6-7]，并指出互联网时代下创新的开放性

产生了企业走向城市、走向社区的开放式空间

需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将

这些位于城区的新兴创新空间定义为“创新街

区”（innovation districts），即以行业领先的研究

机构、企业集群以及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和

加速器等在内的基础要素集聚为前提，在一定

区域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而形成的城市区域 [4]。 

相对于传统的创新园区，创新街区体现出较强

的“城创融合”特征，更依赖于外部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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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改变，量大面广的既有城市工业区在转

型更新过程中呈现出功能和空间的创新转向特征。创新经济和创新活动的“城创融合”

趋势催生了创新街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产生了成功实践。笔者通过文献综述归纳

总结创新街区的共性特征，提出基于创新街区理念的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 SANP 概念

模型，从创新空间、创新活动、创新网络与创新政策四个维度量化验证全球典型的工业

区成功转型案例，并阐明如何采取具体举措来实现产业升级、空间提质与活力激发，为

创新经济背景下我国大量既有城市工业区的转型与更新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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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其建设运营模式在为城市提供产业与就业之外还起到提

升空间环境品质、创造服务设施与交往休闲机会的作用。

“城创融合”是新经济发展规律下的内在要求，也是

创新活动新阶段与新模式的空间响应。具有城创融合特征

的创新街区理念的兴起和国外众多案例的成功实践，对我

国既有城市工业区的改造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创新街区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锚＋”（Anchor Plus）类、“城市化

科学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类和“重塑城市区域” 

（re-imagined urban areas）类 [8]。第三类创新街区是本文重点关

注的研究对象，它们通常位于城市老工业区、仓储区或滨水港

口，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并改造物理空间，打造新的城市功能和

空间形态。既有研究表明，从工业区到创新街区是应对既有

工业区转型提升的需求，有利于创新产业发展并建立良性“城

创”互动关系的可行路径：首先既有城市工业区存在产业与区

域价值不匹配、功能布局不合理、能源消耗强度大、环境差等

问题，亟须进行系统化的更新改造 [9-11] ；其次，位于城区的既

有工业区的土地价值较高，重塑可能性大；另外其良好区位、

完善配套、连片用地、灵活空间以及工业遗存等特质，也较好

地契合了创新街区的空间需求，符合开放式创新活动的要求 [12]。

国外将既有工业区改造为创新街区的研究多以全球个案

实证分析为主，从知识集群、用地更新、场所营造、社会网

络与政策支持等方面探讨成功经验 [13-19]。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主

要为文献引介，研究内容包括创新街区与城市更新的协同关

系 [20]，以及创新街区导向的中心城区更新案例与策略 [12,21-23]， 

而对工业区的创新街区营造多为单个案例或特定措施的梳

理，缺乏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与系统性的模式构建 [24-26]。既有

城市工业区如何通过综合性更新转型为具有城创融合特征的

创新街区空间，这其中有哪些关键影响要素，或存在怎样的

发展规律等议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研究和理论支撑。

本文以创新街区理论为出发点，通过系统分析全球四

个典型的工业区转型为创新街区的案例，探索总结创新经济

背景下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发展路径与策略框架，以期为

“国家双创”和存量规划下我国既有工业区更新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数据与案例

1.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艾森哈特（Eisenhardt）提出的基于描述性与

解释性的案例归纳法 [27]，参考已有相关研究 [18,28]，形成了“案

例与相关文献选取—文献计量—概念框架构建—案例描述分

析—基于概念框架归纳转型路径”的研究思路。具体为选取

典型案例并检索其相关文献，通过文献综述与文献计量分析

总结构建一个预设概念框架，然后通过描述性分析论证概念

框架，最后总结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为创新街区的成功经验，

为后续的城市工业区创新改造提供规划参考。

1.2  案例与相关文献选取
经多方比较，笔者选定西班牙巴塞罗那 22@ 创新区（22@

Barcelona）、美国波士顿滨海创新区（Boston Seaport Innovation 

District）、西雅图联合湖南区（South Lake Union, Seattle）以及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中心区（King’s Cross Central Main Site）四

个典型的“重塑城市区域”型创新街区为研究对象。案例的

选取充分考虑以下特点：（1）案例反映出全球不同地域与文

化背景下的主流观点，创新对于该地区更新发挥关键作用；

（2）案例均具备创新街区的主要特质，创新经济发展成就突

出；（3）案例既有共同点又具有独特性，可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4）所选案例的研究文献有一定数量，不少于 5 篇。

在文献选取方面，本文通过 Web of Science、百度学术、

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和中国知网四大学术平台对

选定的研究案例进行检索。考虑研究案例的规划与建设周期，

检索时间定为 200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通过检索，本文

共选取 53 篇与四个案例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献（含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和相关书籍章节）（表 1）。除去学术论文，本文还

通过数据库检索了案例的规划文件与研究报告，考察了案例

表 1  实证案例的主要研究文献

典型案例 文献数 /篇 总体规划或研究报告 项目网站

西班牙巴塞罗

那 22@ 创新区

18（国外期刊文章）；

4（国内期刊文章）

《波布雷诺工业区更新总体规划修订（巴塞罗那 22@ 活力区）》（Modification of the 

PGM [General Municipal Plan] for the Reno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reas of Poblenou [22@

BCN Activity District], 2009）；《巴塞罗那 22@ 街区规划》（22@ Barcelona Plan, 2012）

http://www.22barcelona.com

美国波士顿滨

海创新区

6（学位论文、书籍章节）；

5（国内期刊文章）

《波士顿海港广场总体规划》（Boston Seaport Square Master Plan, 2017）；《波士顿 2030

愿景》（Imagine Boston 2030）

www.seaportdistrict.com/

美国西雅图

联合湖南区

4（学位论文、书籍章节）；

1（国内期刊文章）

《联合湖南区再区划条例》（South Lake Union Rezone Ordinance, 2013）；《联合湖南区

设计指引修订》（South Lake Union Revised Design Guidelines, 2018）

https://www.discoverslu.com/ 

英国伦敦国王

十字中心区

9（国外期刊文章、学位论文）；

6（国内期刊文章、学位论文）

《国王十字中心区经修订的主要场地开发规范及规划参数》（King’s Cross Central Main 

Site Revise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 Revise Parameter Plans [2004]）；《国王十字中心区

更新战略》（King’s Cross Central Regeneration Strategy [2005]）

https://www.kingscros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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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官方网站，力求搭建全面深入的文献数据源。

1.3  基于创新街区理念的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概念框架

构建
创新街区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有着丰富的

公共空间，具备混合功能开发的空间要素 ；二是拥有便利的

交通、智能化的设施以及互联网环境 ；三是部分或全部整合

创新企业、教育机构、创业者、学校、金融机构、消费性服

务业等经济活动要素；四是具有显著的城市特质（cityness），

即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以及新旧事

物的层次性 [29-30]。最早提出创新街区概念的布鲁金斯学会

将其构成要素概括为经济资产（economic assets）、有形资产

（physical assets）和网络资产（networking assets）。

根据案例构建的关键词词库对相关文献进行词频计量分

析，建立起基于创新街区理念的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的关键

词（要素）词库，参考量化分析结果进行概念框架建构。词

频分析主要通过 Python 代码中的 pdfminer、jieba 和 nltk 三个

开源工具包（均来源于全球最大的代码开源网站 Github）实

现。分析发现，四个案例的中文文献高频词为创新、区域、

空间、发展、企业等（图 1）；而英文文献词云图分析结果相

对显著，出现了城市、街区、新区、创新、规划、开发、集群、

社交、活动、知识等一批高频词（图 2）。词云分析揭示了对

于上述典型案例的既有研究侧重于创新空间的内在特征、创

新主体的需求以及创新氛围培育与网络构建等方面，说明这

些要素是既有城市工业区成功转型为创新街区的关键所在。

根据创新街区特征，参考凯兹（Katz）提出的概念框 

架 [4]，基于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可检索的 20 余篇有

关创新街区的期刊论文及机构报告在内的已有文献（表 2），
以及案例关键词量化分析结果（表 3），笔者摘取出四个与

创新街区形成有关的关键要素，构建基于创新街区理念的

既有城市工业区更新路径概念框架 ：创新空间（innovation 

space）、 创 新 活 动（innovation activities）、 创 新 网 络

（innovation networks）和创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ies），

概括为 SANP 分析框架，以分析典型案例。其中，创新空间

是既有城市工业区改造为创新街区的物质载体，包括物质

空间规划设计、环境氛围营造、设施供给 ；创新活动是各

类创新主体在创新区域内开展的各类研发和创新活动，体

现创新主体类型与创新活动特征 ；创新网络是创新活动中

图 1  创新街区研究的中文词云 图 2  创新街区研究的英文词云

表 2  已有文献中提及的创新街区形成的关键要素

要素 文献

创新空间
凯兹 [4]，王丽艳等 [20]，解永庆 [21]，张婷等 [22]，任俊宇和刘希宇 [25]，苏宁 [26]，邓智团 [30-31]，李健和屠启宇 [32]，刘帅 [33]，新南威尔士州规划、工业与

环境部（NSW Department of Planning）[34]，伊斯梅尔普拉拉比等（Esmaeilpoorarabi et al.）[35-36]，金孝云等（Yun et al.）[37]，明吉（Minjee）[38]

创新活动 凯兹 [4]，王丽艳等 [20]，解永庆等 [21]，张婷等 [22]，任俊宇和刘希宇 [25]，邓智团 [30]，李健和屠启宇 [32]，安内和罗伯特（Anne & Robert）[39]

创新网络
皮克等（Pique et al.）[19]，王丽艳等 [20]，李健 [24]，李健和屠启宇 [32]，伊斯梅尔普拉拉比等 [36]，安内和罗伯特 [39]，格林伯格和奥斯汀（Greenberg & 

Austin）[40]，莫里松和贝维拉夸（Morisson & Bevilacqua）[41]

创新政策 王丽艳等 [20]，张婷等 [22]，任俊宇和刘希宇 [25]，苏宁 [26]，弗里茨等（Fritz et al.）[43]



93 2022 Vol.37, No.5国际城市规划

周可斌  师浩辰  王世福  刘垚    城创融合视角下从工业区到创新街区的更新路径与国际经验

表 3  案例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结果（单位：次）

分类 12项主要共性指标 最常用的概念与关键词 总频率

创新空间

规划（320）planning（202） 产业（176）industrial（329），转型（69）transformation（293），创造（76）creative（446），更新（204）

regeneration（237），区位（35）location（162），模式（85）model（162），增加（92）increase（112），

增长（31）growth（110），综合（63）complex（51），重建（23）redevelopment（38），机会（47）

opportunities（28）

2 869

空间（428）space（345） 知识（49）knowledge（268），文化（94）cultural（198），商业（99）business（157），方式（43）approach（159），

土地（136）land（111），生活（93）life（125），建筑（177）buildings（86），特殊（19）specific（69），

形态（32）form（66），动力（19）dynamics（62），尺度（42）scale（59）， 整合（24）integration（58），

识别（10）identify（21），多样（48）various（26），知识密集型（14）knowledge-intensive（19），混合（42）

mixed（33）

1 955

环境（122）environment（111） 地方（66）local（317），可持续（53）sustainability（85），公园（26）park（81），场所（28）place（70），

品质（38）quality（58），设计（143）design（54），开放（37）open（51），传统（46）traditional（44），

历史（86）historical（41），遗产（15）heritage（26），景观（10）landscape（11）， 街道（33）street（11）

1 386

功能（171）function（37） 设施（76）amenity（44），基础设施（52）infrastructure（93），住房（31）housing（91），市政（7）

municipal（66），房地产（32）estate（50），住宅区（102）residential（34），智慧（6）smart（42），设施（76）

facility（40），数字化（5）digital（38），交通（108）transport（28），学校（11）school（27），工作室（10）

workshop（37），孵化加速器（39）incubator（15）

1 160

创新活动

主体（23）players（17） 活动者（7）actor（115），企业（205）companie（296），大学（63）university（189），团体（21）group（108），

机构（81）institution（103），公司（62）firm（85），艺术家（13）artist（71），组织（49）organization

（40），创业者（25）entrepreneurs（19）

1 552

活动（159）activities（271） 创新（756）innovation（606），集群（49）cluster（358），学习（7）study（254），研究（78）research

（201），过程（59）process（250），生产（34）production（167），技术（172）technology（176），科学（21）

science（133），知识型（2）knowledge-based（106），信息与通信技术（12）ICT（39），事件（4）event（14），

服务（127）service（109），数据（13）data（64），信息（40）information（53），市场（33）market（40），

沟通（11）communication（23），协会（8）associations（22），消费（4）consumption（21），商业零售（41）

commercial（17），讨论会（10）forum（15）

4 149

创新网络

领导（16）leadership（29） 政府（94）government（97），国际（18）international（160），竞争（26）competitiveness（133），部门

（36）sector（194），政治（2）political（90），委员会（15）council（74），管理（30）management（71），

市长（24）mayor（53），螺旋（3）helix（38），行政（7）administration（16）

1 181

合作（66）cooperation（14） 协作（5）collaborative（10），治理（2）governance（125），网络（71）network（117），角色（30）role

（123），利益者（2）stakeholder（99），利益（62）interests（82），支持（24）support（54），在线（6）

online（44），经验（48）experience（33），连接（37）connection（30），伙伴（14）partnership（15）

1 033

社交（12）social（377） 公共（267）public（200），私人（44）private（96），街区（69）neighborhood（136），社区（156）

community（91），居民（48）resident（50），社会（65）society（45），理念（31）idea（45），邻近（16）

proximity（42），联系（76）relationship（39）

1 516

创新政策

人才（77）talent（42） 政策（38）policy（170），工作（77）work（68），工作者（41）worker（67），就业（40）employment（52），

教育（37）education（28）

617

金融（27）financial（38） 吸引（86）attract（125），资本（35）capital（95），投资（59）investment（50），投资者（5）investor（17），

联合（41）combine（10）

523

计划（117）plan（300） 策略（48）strategy（138），适应（6）adaptive（49），涉及（16）involved（49），参与（38）participation（28），

包容（14）inclusive（11）

397

不同主体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领导、合作、社交互动等，

是创新街区背后的组织机制 ；创新政策是既有城市工业区

转型为创新街区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与制度保障，吸引人

才与企业的进驻。

2  SANP 概念框架下的案例实证分析

巴塞罗那 22@ 创新区、波士顿滨海创新区、西雅图联

合湖南区和伦敦国王十字中心区这四个典型的从工业区更新

为创新街区的案例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位于经济发达的大

城市，街区尺度规模相仿，功能混合多元，富有创新活力。

根据上文的文献整理结论，下文以 SANP 分析框架对四个案

例的转型成功经验进行描述性分析，充分分析概念框架各类

要素在案例中的运作机制，了解各类要素在成功案例中所扮

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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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班牙巴塞罗那 22@创新区
（1）创新空间：强调规划弹性、用地混合、功能紧凑，

构建新型产业与服务、居住功能结合的“复合街区”城市模

式；引入公共孵化器、种子加速器、共享办公等生产服务功

能，建设包括住房、诊所、商店、酒店、咖啡馆等生活设施，

升级交通、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与

再利用，以传承地区历史文化。

（2）创新活动 ：确定媒体、信息与通信技术、设计、生

物科技和能源五大新兴产业集群，实践“三螺旋”模型，共

同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促发信息技术、设计、出版、多

媒体等高科技活动，推进该地区实现企业、大学、公共组织、

科学与技术中心和生产活动协同发展。

（3）创新网络：通过技术交流会、工作坊、科技培训、

创投对接等联系，鼓励不同企业、高校、机构和相关组织进

行知识共享，构建专业协作网络，同时加强各创新主体与城市、

社区的互动，创造一个企业、机构和居民互动的社会网络空间。

（4）创新政策：市属公司（22 ARROBA BCN S.A）凭借

出色的项目运营以及税收优惠、租住补贴等激励政策与人才

计划，不断促进创新企业、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入

驻与合作，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转型。

2.2  美国波士顿滨海创新区
（1）创新空间：“城市创新区”计划明确提出“工作—

居住—娱乐”三位一体的城市社区，创造创业办公空间，建

立协作机构与交流空间，如共享办公、孵化器与马萨挑战

（Mass Challenge）等加速器和波士顿创新大厅；提供可负担

与社交性住房，重视生活商业配套，策划各类文化活动与夜

生活，保护公园、绿地等生态空间；对老厂房、办公楼和美

术馆进行再利用。

（2）创新活动 ：发挥波士顿高校中心与科技中心优势，

培育金融服务产业、教育产业，以及生命科学产业集群 ；

注重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汇聚创新资源，建立区域认

同感。

（3）创新网络 ：通过“城市实验室”和有机发展理念，

吸引初创公司、高校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 ；市长牵头建立合

作领导网络，定期在区域的设计、执行、营销和治理方面开

展合作。

（4）创新政策 ：依托分区法规许可、计划开发区规定、

公共融资结构和税收优惠等措施，重塑城市空间环境，激

发创新经济，包括将非住宅用途面积的 20% 用于创新空间，

推动“创新单位”提供，利用开发企业扩大公共海滨步道等

公共空间，新建基础设施与文化机构，并增加房产税，最大

程度保障公共利益。

2.3  美国西雅图联合湖南区
（1）创新空间：政府结合发展愿景提高开发强度，对社

区规划、街道设计、公共空间与城市设计进行详细引导，建

设紧凑复合的城市街区；引入西雅图混合用地标准，倡导多

业态发展，注重建筑空间与城市的协调，注重有轨电车线连

接地区与市中心，并强调交通站点的就业密度；改造运营博

物馆、演出厅和画廊等文化设施，以提供混合、绿色的共享

公寓。

（2）创新活动 ：以人才优势在产业上吸引了如亚马逊、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

癌症研究中心、西雅图生物医学研究所、盖茨和梅琳达基

金会等科技企业与教育机构进驻，形成了生物技术研究

枢纽。

（3）创新网络：以微软和亚马逊为代表的科技公司新技

术试验场和创新龙头企业吸引了关联的中小科创企业和人才

集聚，并构建了完整的产业生态链。瓦肯（Vulcan）公司负

责地区整体开发，广泛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公共事务管

理，形成了良好的公私合作关系。

（4）创新政策：政府通过企业保留与扩张计划支持中小

创新企业增长，以帮助其获得资金并开拓新市场 ；同时颁布

减税优惠政策，鼓励私人、企业建设经济适用房组建社区，

为联合湖南区导入居住人口。

2.4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中心区
（1）创新空间：国王十字有限责任公司（KCCLP）为火

车站及其周边约 27 hm2 的区域提供高质量的城市环境、历

史建筑和战略景观的混合开发方式 ；注重交通枢纽、教育资

源、公共空间与历史建筑对地区复兴的带动，如伦敦中央圣

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大英图书馆等大型文化和教育科研机

构，吸引博物馆、画廊、艺术空间等文化空间入驻。

（2）创新活动 ：交通枢纽聚合了科创与创意企业以及

“创客＋游客＋商务客”多元化人群，丰富多元的文化事件

与社会活动提升了地区的功能内涵与文化氛围，使该区成为

伦敦新的重要文化地标区域。

（3）创新网络：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等文化创意

机构与文化空间奠定了该区域创新、活力的基调。不同文化

创意形态的单元、工作室将“创意仓库”的能量辐射向整个

街区，高校、机构与各企业的协作为地区创意人才培育创造

了良好条件，吸引了包括谷歌、脸书、亚马逊、三星等创新

代表企业入驻。

（4）创新政策：该区域开发也是公私合作开发模式与公

众参与制度的代表，开发企业与居民团体就规划与建设中各

议题进行博弈协调，并扩大更新开发项目，提升其对周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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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达到开发商与原居民的利益

均衡，使项目开发惠及社区居民，增进就业。

3  SANP 概念框架下案例共性要素与路径指引

借助 SANP 概念框架以及文献计量形成的 12 项主要指

标，对选取的全球四个城市工业区更新案例进行共性分析，

可以发现以下路径有助于从既有工业区到创新街区的成功转

型（表 4）。
（1）创新空间。创新空间的营造需要四维度的要素支持：

首先，为实现智力资源汇聚，通过系统科学的地区规划形成

一定的创新集群创造条件，加强与中心区、交通枢纽、大学、

研究机构等重要城市功能区快速连接，充分利用城市滨水区、

大型公园和旧工业建筑遗存塑造特色；其次是功能复合的街

区模式，即通过规划调整转变工业用地用途或增加用地兼容

性，并适当提高开发容量，鼓励混合灵活的用地划分、公交

导向、窄路密网的发展理念，打造中小企业互相交织、功能

混合开发、低成本的共享办公空间和社交型公共空间，并通

过 24 小时社区建设等规划策略吸引人才与就业，推进街区

公共创新中心的建设 ；再次是活力开放的空间环境，即注重

公共空间场所品质的地方性，促进交流与创新 ；最后是体系

健全的功能服务，即建设完善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满足

创新人群需求，提高服务品质。

（2）创新活动。创新活动的产生首先需要吸引创新主

体，凭借优质的城区配套与生活环境，配合政府的合理引

导，可吸引各类锚机构如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旗舰企业

等创新驱动者集聚布局。产业活动依赖于产业生态的构建

和创新创意氛围的形成，各类创新平台如创新企业、研究

组织、技术中心、孵化器与加速器等，有利于推动知识分享，

培育产业集群。此外，加强创新创意与文化艺术氛围塑造，

包容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也是创新创意氛围形成的必要

条件。 

（3）创新网络。在创新空间的营造、创新活动的培育之

外，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创新街区能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创新网络包含领导网络、合作网络、社交网络三个层次。应

积极引导，整合力量，推进政府、企业与高校在内的区域创

新领导网络构建；注重不同创新主体间通过如技术交流会、

表 4  SANP 分析框架下案例共性要素比较

共性要素 路径指引

创新空间

地区规划 地区在知识经济发展方面突出，可形成一定创新集群；

能与城市中心或重要部分快速连接；

位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周边；

制定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空间转型的开发计划

街区空间 塑造集“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于一体的混合开发模式，灵活分区，并合理控制居住、商业和产业用地的比例构成；

注重以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规划，采用小街区、密路网的布局倡导慢行交通发展；

强调独特、多样、高质量和先进的城市和建筑设计，鼓励将旧工业建筑改造为低成本的创新空间；

建筑底层设计与街道保持良好的连接和可达性；

提倡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重视与自然的融合

环境氛围 营造开放、共享与可持续发展的户外环境；

具备独特的区域场所品质，如重视文化遗产、古迹、历史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表现，重视地方性的设计；

重视公园、街道、广场等传统公共空间景观的改造，提供充满活力的日夜生活，以集中人气，激发创新

功能服务 政府部门牵头负责提供高质量的智能交通系统和快速可靠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不同类型的住宅区，满足差异化的居住需求；

兼顾基本与特色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如学校、医院、老年服务机构、育儿中心、商业中心，尤其是各类便利设施，如运动场、

咖啡厅、餐厅、酒吧等

创新活动

创新主体 大学、科研机构、创新企业是创新的驱动者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

城市中心区较好的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了创新人才与企业的高度集聚

产业活动 利用各类创新企业、公共组织、科研中心、孵化加速器等创新平台的集聚，促进知识的产生与溢出，培育产业集群；

加强营造艺术、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氛围，如吸引大量艺术家和发明家，创造形态丰富的艺术品和产品

创新网络

领导网络 重视推进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在内的区域创新与治理网络模式的构建

合作网络 强化不同研发创新机构，通过技术交流会、工作室、人员培训会、创投互动平台等形式联系与合作

社交网络 推进新兴产业及跨行业的创新联系，如举行社区活动、联席会议、创业辅导等，增强创新主体与社区不同群体间交流

创新政策

人才体系 通过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和高品质生活，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强化教育培训，持续培养创新人才

金融政策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可有效整合公共、私人和民间资本，引导并调配地方资源，吸引投资，支持创新

发展计划 将创新区作为发展平台，推动邻近社区综合性更新，与周边社区共享教育与就业机会，并带动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包容性的

社会经济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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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人员培训会、创投互动平台等形式的“强连接”合

作网络建设，保障研发要素的合理空间组合配置 ；社区作为

创新持续发展的载体，可有效推进新兴产业与跨行业的“弱

连接”社交网络联系，如举行社区活动、联席会议、创业辅

导等方式，增强高校、企业与社区不同群体间交流。

（4）创新政策。从工业区到创新街区的转型依赖于自下

而上的市场动力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力整合，从而形成开放

创新的互动机制和共生共治的镶嵌模式，其中政府作为行动

的召集者、督促者与催化者，对创新街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起

到关键作用。创新政策的制定主要面向人才体系、金融政策

和发展计划 ：依托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吸引研发与商

业人才，同时加大与高校、机构和各创新平台合作，强化技

术培训，持续培养创新人才 ；采取多元化的金融政策支撑创

新生态系统的建立，有效整合当地的公共与私人资本，实现

开发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实施包容性的发展计划，控制

租金水平、补贴办公成本，以保护创业租户和中小企业，实

现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使区域经济充满弹性 ；构建政府、开发

企业、创新企业和周边社区等多主体的决策参与机制，推动

邻近社区综合性更新，提升社区空间品质与服务水平，增加

教育和就业机会，带动地方企业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高科技产业发展集群化、工作生活融合的新趋势需要探

索城市与创新协调融合和良性互动的模式，以支持创新活动

和城市发展 [44]。在城创融合的发展趋势下，近年我国涌现出

如广州 TIT 创意园、深圳 898 创新空间、上海市北高新园区、

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等一批工业区转型的成功案例，经济

发达城市纷纷出台了创新型产业用地政策，例如 M0、M4、
C65 以及“M 创”“M 科”“M ＋”等。既有工业区成功转

型案例、新的产业用地政策说明，工业区转变为创新街区是

新产业发展趋势的需要，其营建目标是实现产业经济与城市

生活的互融共生，体现了既有工业区转化为创新街区的现实

需求与政策回应。创新产业相比传统工业在空间区位、载体

形态、配套服务等方面有着新的空间需求，其用地具有研发

用途比例高、用地类型混合成分高、用地需求多元化等特征。

创新街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对城区存量更新、产业升级

与创新城区打造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改变我国创新空间规

划建设中重经济轻社会、重独立轻共享、重优惠轻氛围、重

项目轻联动等问题。

运用案例归纳构建理论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了 SANP

概念框架，并基于此对国外工业区更新为创新街区的典型案

例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工业区转型为创新街区的关键因

素，即：创新空间——混合的用地功能、活力的公共空间、

低成本的工作空间、便利化的社区设施吸引创新主体集聚 ；

创新活动——多元化的创新主体、多模式的创新平台、多样

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支持创新的产生 ；创新网络——领导层的

合作网络、专业机构的合作网络、非正式的社交网络形成有

效的沟通与协作；创新政策——高适应的用地政策、针对性

的人才战略、包容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全方位的金融资

本保障创新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本研究扩展了创新街区理念应用的研究方向，并为我国

既有城市工业区的更新路径探讨了一种可能的方法，即通过选

择一组有限的指标来分析工业区如何成功转变为创新街区。不

过，笔者对具体研究的解释在案例的代表性、结论的普适性、

分析的准确性、指标的合理性方面仍有一定局限，对此笔者将

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剖析概念框架中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

响效应，通过更多案例的解释，建立更合理的指标体系与概念

模型；同时进一步运用 SANP 概念框架对国内典型案例进行实

证对比研究，结合深入的实地调研与调查访谈，对指标体系和

概念模型的地方化应用进行验证与修订，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

体系。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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