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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sign Method of World Class Waterfront Creation Area with Urban 
Innovative Thinking: A Case Study of Urban Design for Yangpu Waterfront (Central& 
North Region) in Shanghai

王梦亚    WANG Mengya

在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升级的背景下，上海积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打造世界级滨水区，势必从经济、金融、贸易、航运4

大中心迈向“产业中心+科创中心”的新时代，通过依托“一江一河”滨水空间建设为载体，以更高站位谋求世界级滨江

科创区的建设。以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为例，创新性地提出“科创森林”的滨水科创区规划设计理念，将滨江空

间环境建设与科创社区营造融为一体，探索具有上海城市情怀的滨水科创区发展新模式。

Facing the new competition of the urban evolution over the world, Shanghai attempts to become an excellent global city with world-

class waterfront. To achieve this aim, the city should not only keep its industrial center of economy, finance, trade and shipping but 

also to become 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with the help of Shanghai’s riverside water space. Taking the urban 

design of the central and north region of Yangpu Waterfro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concept of "Science Creation Forest" which integrates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riverside with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creation, and explore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science creation area of waterfront with Shanghai 

urban sentiment.

0　引言

随着创新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伦

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竞相通过“城市创

新区”的建设，整合科创要素和城市资源，成

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在上海2035总规提

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下，如何打造

世界级滨水科创区，引领城市创新发展将是未

来城市工作的突破口。本文通过杨浦滨江中北

段的规划实践，从科创森林环境、全域科创模

式、遗存群落载体以及回归人文科创活力等多

维角度来诠释一个具有上海城市特色的创新

体系，给世界级滨水科创区的建设提供创新理

城市创新思维下的世界级滨水科创区城市设计方法
——以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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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方法。

1　世界级滨水科创区

1.1   城市创新区的基本内涵

2014年，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

布鲁斯•卡兹发表了报告《创新区的兴起——

美国创新的新地理》，率先提出了“城市创新

区”概念，为城市空间和创新行为的关系提供

了理论依据。布鲁斯认为，城市中一种新空间

模式——城市创新区正在逐渐形成。城市创新

区聚集了大量以创新为价值导向的研究机构

和公司，还具备高建设密度、易于步行、功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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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等城市空间特征。与以往单纯强调商业发展

的城市复兴策略以及传统的科技园区建造大

相径庭，城市创新区更加突出区域的城市性，

强化区域各个功能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增

加企业和网络，提升区域的全球价值链竞争

力；通过创造动态空间氛围来强化知识溢出效

应，融合不同行业和专业，成为提供产品、技术

和市场解决方案的空间聚集场所[1]。

1.2   建设世界级滨水科创区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的城市创新区一般位于城市滨水

历史风貌区。这些地区有大量需要改造的工业

建筑和仓库建筑，具备便捷的交通条件并与高

租金的城市中心区临近，提供了与上下游产业

链良好的衔接关系，形成了世界级滨水科创

区。典型案例包括波士顿坎布里奇滨水区、伦

敦南岸格林威治滨水区、德国•汉堡港、横滨21

世纪滨水区等。尽管世界级滨水科创区的产生

和发展是技术、政策、规划等多方面因素共同

促成的，但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空间价值变化

和生活方式变化，其仍然得益于鲜明的创新推

动力。总的来讲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开放式的

复合生态网络、街区化的历史文化复兴以及包

容性的城市滨水创新[2]。

以波士顿坎布里奇滨水科创区（以下简

称“坎布里奇滨水区”）为例进行分析。波士

顿是美国重要创新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利用

政策优惠吸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仰仗世界一

流的高校科研和人才资源，安然度过两次衰落

期，重新占领前沿科技产业高地。坎布里奇滨

水区，距波士顿中心区约10 km，面积约为16.2 

km²，现有常住人口12万。这一片区有近400年

的历史，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担当

着大波士顿的“创新心脏”角色。

与以往滨水区的更新不同，坎布里奇滨水

区注重的不再是一条滨水绿带，而是开放式的

复合型的生态网络。包括多条垂直滨水的绿色

廊道、纵向绿带的贯通等，同时强调滨水区域

的绿化覆盖。坎布里奇滨水区绿化覆盖率高达

28%。这样的生态网络不仅创造了一个更绿色

的滨水区，提升了整个区域包括腹地的生态品

质，同时这些绿色更是复合多元功能的绿色。

结合生态廊道和公园，向市民开放并提供多样

的滨水活动空间与设施，如儿童游戏场、野餐

区、自行车径、网球场、游泳池、溜冰场及社区

公园等。

坎布里奇滨水区是老城区，大萧条后，

生产成本提升导致制造业衰落。1963年，

NASA科技园项目流产，给坎布里奇滨水区留

下大量空置厂房。随着更多初创企业的回归，

这些区域更加注重新旧的结合，包括保留城市

原有城镇的街道空间和广场肌理、工业遗存活

化与功能置换，通过整街坊的保护改造利用，

实现街区历史文化复兴，创造一个适合创新企

业的活力科创街区。如坎布里奇一站式的产业

闭合环，就是利用肯德尔广场改建的多功能街

区，将“创意来自MIT的生物实验室，租用当

地的实验室进行验证，再从肯德尔广场的众多

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种子投资，然后招兵买马、

投入研发生产，逐步壮大企业。”这些过程的

空间距离都可以在肯德尔一个街区里就得以

实现[3]。

此外，坎布里奇滨水区充分实现了“学”

与“城”的无界融合，完美地阐释了创新区的

包容性。它将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向城市开

放，将学校里面的学院都布置到城市中去，将

企业布置到学校中来（图1）。同时建造了一个

STATA的多功能中心，包括文学院、理工学院、

企业创新中心、科创平台和企业服务等。打造

地区完整的创新系统，并提出多元化的创新空

间（包括改造的码头、步行桥、滨水岸线、广场

等），作为启发和容纳交流行为的空间资源，通

过打造趣味的创新空间来迸发人的创新激情。

2　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建设“世界级

      滨水科创区”的先决条件

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紧邻黄浦江核心段

北侧，总面积约1 135 hm²，陆域面积约813 

hm²，拥有10 km长的黄浦江岸线，是未来黄浦

江发展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节点。黄浦江

两岸规划中将其定位为具有产业研发、生态旅

游、金融办公以及总部论坛等功能。基于其本

身的唯一特质，使它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滨水科

创区的先决条件。

第一，知识腹地。杨浦区高校集聚，包括4

所重点大学、10余所大学，在上海独一无二，

在长三角、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代表

性和竞争力。杨浦滨江中北段范围内的上海理

工大学是一所以工学为主的应用研究型大学，

享有“制造业黄埔军校”的美誉。

第二，生态滨江。中北段生态优势明显。范

围内的共青森林公园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是黄

浦江核心段最大的开放空间，是杨浦区绿化生

态系统的核心。

第三，百年工业。丰富的近代工业遗产资

源共同构成中北段独特的历史风貌。其中包括

中华造船厂、上海电缆厂、上海机电厂、上海柴

图1　波士顿坎布里奇滨水区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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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机厂和上海工具厂等，不仅有百年工业传

承，也形成了既有的工业基础[4]。

3　具有上海城市情怀的创新规划理念

      ——滨江“科创森林”

以“森林”+“科创”为两大核心元素，

打造上海独一无二的滨江“科创森林”。以往

的城市创新区建设，普遍着重于科创载体的营

造，而“科创森林”的创新理念，将科创区的

生态环境要素提升到顶层设计层面，将滨江空

间环境建设与科创社区营造融为一体，将科技

创新功能与城市复兴功能融为一体，将科创人

文空间与公共活动空间融为一体。通过生态人

文与科创格局无界融合，从城市三生融合的角

度为片区打造全市科创示范，为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科创空间社

区化的本土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浦江可持续

的生态效益，形成一个具备产业生态所需资源

的生态“森林”，引领全球创新区发展新方向

（图2）。

4　“科创森林”的滨水科创区新模式

4.1   从森林公园到森林城市, 打造水绿融城

        的科创环境

作为“科创森林”，首先要做的就是营造

一个生态最大化的科创环境，吸引高环境要求

的科创机制包括创新机构与新兴企业的入驻，

形成可持续的森林生态模式。

（1）通江连河，净化水质环境

水系统是构成科创环境的本体，通过通江

连河，净化水质环境，提升科创森林的水动力。

包括在内河通江的河口区域增设湿地等净化

布局，形成水系统的第一道净化关口，增加南

北向的多条景观河道联系东西向主干水网，将

森林公园的水系进行有效的串联。在此基础上

打通多条内河之间的断点，保障区域的水系和

水动力，改善区域的水质环境（图3）。

改善江河之间的联通关系，结合桥梁设置

防洪闸门和双向泵站，变运河为内河。随着内

河转变后防汛标高的降低，进行两岸湿地化生

态岸线改造：包括将两岸的历史建筑、学校进

行开放透绿，增设生态浮池、生态透水台阶、近

岸的生态绿植等，水质得到改善的同时，增加

岸线的亲水性（图4）。

（2）拓展森林，打造绿色客厅

将森林公园的概念融入城市，通过客厅与

绿线的复合型生态网络设计，使城融于林、林

生于城（图5）。

①滨水客厅。在开放的森林公园的基础

上，通过垂直渗透的楔形滨江绿化与腹地空间

统筹联动，形成不同规模特色的滨江公共空间

图2　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竞赛》。

图4　复兴岛运河改造后效果图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竞赛》。

图3　水系统提升分析图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竞赛》。

图5　绿色森林体系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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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组合，形成多个收放有致、多样有序的

滨水客厅。同时充分利用凸岸岸线水流较慢的

特点，发挥森林公园的北延效应，形成上海第

一个直面黄浦江的2.8 km长的湿地岸线，一个

30 hm²的大型湿地公园。

②绿线脊椎。依托滨江大道后退60—260 

m宽度不等的绿化带，打造浦西最宽的绿化

带，作为城市森林最主要的滨水绿线。同时结

合贯穿中部的南北向景观水系，以及小型的湿

地、广场、花园及屋顶花园、绿色平台、体育设

施等，构成中部为居民和创客服务的渗透式森

林脊椎，为腹地用地的归整利用和空间开放找

到新的平衡点（图6）[5]。

（3）开放公园，共享生态活力

借鉴相似面积的英国海德公园（1.6 

km²），通过3个探索性的规划步骤，对1.38 km²

的森林公园进行改造并开放，构成森林公园开

放的系统。第一步，通过森林大道、滨江大道2

条城市干路的下穿，贯通整个森林公园，打破

公园对城市南北两侧的阻隔，保持南北向的交

通顺畅。第二步，根据海德公园出入口设置经

验，在保留原有的主要出入口的同时，以200 

m左右的间距，增设森林公园辅助的城市出入

口；并且这些出入口与轨道交通、城市慢行的

主要路径和路线进行有效衔接。最后，结合滨

江森林梦剧场设施等，完善和丰富公园的活

动；结合未来的轨交车站以及地下道路，设置

地下停车和公共服务，实现公园地下空间的有

效开放和利用（图7）。

 

4.2   从产业园区到科创社区, 培育全域科创

       的创新模式

从源头到过程、从功能到空间、从行为到

思维，针对科创功能需求，形成完整的“科创

生态系统”，打造全域科创的创新型社区模式。

4.2.1    科创源头：建立功能体系

依托区域学校知识圈的优势学科作为科

创产业源头，同时发掘现状大型国企的技术专

长以及区域科创双创外溢的可能，形成滨江区

域特有的科创产业门类。同时产业、学校、科研

机构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研

究、开发和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并在运行

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同时为科创活动提供

高质量生活配套与活动体验，形成产业完善、

功能混合、充满活力的新型年轻化科创社区

（图8）。

4.2.2    模式创新：营造科创社区

以伦敦国王十字街区的创新模式为例。该

街区以历史建筑改造为核心，引入中央圣马丁

艺术学校，注入文化艺术氛围；外围构建创新

混合活力带，串联图书馆、Google总部、火车

站、国际住区等复合功能；通过微环境滨水空

间改造更新，激发地区创新活力（图9）。

通过对伦敦国王十字街区创新区的空间

图6　中部森林脊椎绿化带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8　科创功能体系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7　公园开放步骤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9　伦敦国王十字街区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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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进行剖析，基于国际经验实践性地提出杨

浦“三区联动、三城融合”的社区组团升级模

板。建立“科创森林”独特的“三圈层科创社

区模式”（图10）。核心圈层，即围绕历史建筑改

造，注入学校学院等文化、科创的源头，以及创

新服务的企业，形成具有文化底蕴和场所感的

科创核心；核心的外围为一个复合功能圈，串

联了多元创新企业的总部、研发以及创客社区

等；同时每个科创社区都向滨江打开，充分利

用滨江的绿楔、水系等水绿公共空间，营造科

创社区的创新空间与创意环境，承载创客的交

流场所和聚集活动。将科创社区的模式应用于

北段各个片区板块的布局中，建设具有上海历

史人文特色的全域科创新路径（图11）。

4.2.3    空间创新：激发创意灵感

通过二层连廊、下沉广场、滨水跌落式大

台阶、小型艺术工坊、电竞博览中心、创意水

街、屋顶农场、屋顶花园等一系列有创意和趣

味性的空间，为科创提供驻足停留、偶遇交流

等特定空间，激发年轻人和创客的活力。同时

通过新老对话的街道界面、开敞空间、人性化

的步行空间等无限交流的多元体验空间和无

界散布的创新学习空间，激发创客学习和创作

的能力。

此外，还对所有的创客空间进行定制化的

空间模块设计：细分研发、孵化、展示、总部等

不同科创活动的功能需求，灵活制定相应的科

创空间模块，满足差异化需求，形成多样化为

科创服务的氛围（图12）。

4.3   从边缘棕地到遗存群落, 重塑新旧共

       生的科创载体

在对历史建筑单体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

一步考虑历史建筑群落的渊源内涵以及风貌

道路、桥梁、码头、铁路等历史市政设施，创新

性地以工业遗存的群落为保护利用主体，最大

极限地发挥区域的历史价值，给科创区提供有

历史文化意义的科创载体。

4.3.1    成片保护，复原场所记忆

强调区域的成片保护，复原原有场所的肌

理，结合上海工业遗存保护措施，形成成片保

护街坊、局部保护街坊与若干零星保护街坊的

分类保护体系。保护的方法，不再局限于单体

建筑保护，而是把工业的弄巷、历史的运输通

道，与规划的支路和公共通道相结合，把肌理

保留下来。对于重要的厂房等一些核心的保护

建筑进行修旧如旧的改造；对于建筑质量一般

的建筑，建议新老结合，进行垂直复合的改造，

甚至一些建筑只保留体型和轮廓，进行重新创

新和演绎（图13）[6]。

例如上海电缆厂和机床厂历史街区这两

个在中国具有工业代表性的大型制造企业创

建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电缆厂曾经制造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根超高压电力电缆、第一根海底

图10　三圈层科创社区模式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12　定制化科创空间模块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11　科创社区模式在片区的应用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13　成片保护体系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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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上海机床厂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精

密磨床专业制造企业。经评估具有一定的保留

和纪念价值，因此对整个区域进行群落式的保

留。对片区内远东最大的厂房进行改造利用，

形成知识共享中心。具体设计上，对原有的建

筑进行增补，使之成为城市空间重要的组成部

分；对屋顶、跨梁、砖墙等重要的建筑要素进行

保留和拼接，使之既是原始功能的延续，又是

形成历史场所记忆的重要载体，提升历史遗

存在城市空间的地位。机床厂的厂房群屋顶有

一定的特色，对厂房群进行保护和利用，改造

后自由随意的室内外空间与严整规律的厂房

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伴随功能与空间的组合搭

配，结合一些历史工业制造元素，带来创新体

验的空间感受。整个片区最终将成为集双创、

企业服务、展示以及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

最完整的工业保护街区[7]。

沪东中华造船厂建于民国时期，于1931

年迁至复兴岛。现在造船厂的造船功能已逐步

外迁，对航架结构、造船的停靠码头、作业区、

码头吊架结构、船台大跨度维修车间、特色小

厂房群等一系列建筑和构筑物等进行联合性

的保留改造，使之形成为科创人群、为博物博

览人群服务的黄浦江畔最大的科创科普公园

（图14）。

对于局部保护的区域，如上海柴油机厂

和上海起重机运输厂等，在对历史建筑修旧如

旧的基础上，保留现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功

能，并通过绿色平台将这些联盟空间进行有效

串联，打造科创设计联盟。

4.3.2    特色元素，传承百年市政

除了历史群落的保护，更突出地区的历史

元素，传承百年市政、百年工业的特色。延续大

上海都市计划中民星路、虬江路、嫩江路、春江

路等几条重要的风貌道路的保护，结合规划的

支路和公共通道，把这些历史道路的线型、线

位完完整整地在规划里予以保留。此外，对区

域内的定海桥、何杨支线以及历史码头等历史

要素也进行了保留和利用：复建岸线长900 m

的虬江码头，还原历史的记忆；改造何杨支线，

增加花池、植物观光等公共服务设施，注入市

集等活动，打造以铁路文化为主的特色铁路植

物园[8-10]。

4.4   从城市尺度到人性细节, 激发回归人性

        的科创活力

世界级滨水科创区更多关注的是创客，即

人。因此中北段回归人的尺度，从人的休闲活

动、健康运动、尺度色彩等角度，打造一个能感

知城市温度的滨水创新区。

4.4.1    关注活动，打造博览纽带

重点关注人的公共活动，联合杨浦滨江南

段打造上海百年工业博览纽带。从活动角度出

发，沿着博览纽带布局“五心四馆一剧场”。包

括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知识共享中心、体现区

域核心技术产业的光电创新体验中心、三江交

汇的杨浦科创中心、电竞博览中心以及北端的

油库艺术中心。同时串联利用老船台进行改造

的船坞遗址博物馆、海洋科技馆、互动设计馆、

展示智能制造的未来科技馆、滨江森林剧场，

给科创区提供24小时丰富多彩的活动[11]。

4.4.2    关注健康，实现三线贯通

延续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原则，依托

杨浦滨江腹地空间较大的特点，结合滨江岸线

的设计，以3条分离且贯通的特色慢行道打造

地区人性化慢行空间，即沿滨江路的全景骑行

道、沿7 m防汛墙的跑步道以及4.5 m防汛墙外

的亲水漫步道。除了滨江的慢行系统设计，还

充分考虑其与腹地之间的慢行联系。利用跨越

范围边界的军工路高架桥下方的有限空间，设

计步行天桥；结合轨交站点和地下空间开发，

形成通达滨江的地下连廊系统[12-13]。

4.4.3    关注感受，管控城市色彩

有效衔接一江一河的色彩管控导则，并

对中北段色彩分两类进行管控。远景色体现建

筑玻璃幕墙的通透感，控制绿植以及反射森林

公园的绿化色彩，形成蓝绿为主的远景色彩控

制；近景色则充分突出科创的特色，以活泼的

颜色为主，同时基本色沿用学校砖瓦和历史厂

房的红棕、白灰色彩（图15）。

5　实施与机制思考

5.1   政企合作机制

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在对老厂房的更

图14　沪东中华造船厂历史街区改造效果图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图15　远景(上)与近景(下)色彩控制引导
资料来源：《杨浦滨江中北段地区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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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造、综合整治、功能置换过程中，共同推进

工业建筑的二次开发或利用。由政府提供专项

资金补贴，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并通过相关政策

引入科创人才，推动科创平台建设。企业方面

可通过盘活企业老厂房空间特色，优化企业产

业门类与技术水平，激发待更新企业的投资活

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

5.2   政校合作机制

在杨浦科创平台的产业升级、创新孵化、

制度优化中，鼓励通过政校合作的方式，资源

共享，实现产业发展与高等教育双赢的局面。

政府尽可能为科创人才提供优质空间保障，

如特色更新厂房、智能楼宇、交往空间、人才公

寓、设施配套等，并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制

度扶持。高校需要为科创产业发展定向输送科

研团队、技术力量及指导专家，选拔高素质专

业人才，与杨浦滨江建立长期人才合作机制。

5.3   土地收储机制

建立专门机构，加强统筹协调，从建交委、

规土局、房地局、国资委等抽调专业干部人才，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一方面，对滨江单位动迁

的补偿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另一方面，积极整

合政府行政资源，为收储单位解决实际困难，

实现企业顺利交地收储。同时探索“以房换地”

代建模式。针对难以收储的部署单位土地，依

托被收储单位产业优势，推动区域产业融合发

展。对于部分具有功能性需求、无法通过简单

货币安置的沿江企事业单位，应专项予以统筹

安排，集约节约给予异地集中安置，以达到对

原有土地进行置换、收储的目的。进一步探索

“功能置换”合作开发，提升区域产业能级。充

分考虑大型单位（如市属大企业、大集团）的

发展需求，在不进行“动迁腾地”的情况下，

鼓励其通过自身的“功能置换”，按照区域产

业导向要求，共同参与到区域开发建设中。

6　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模式变革，

世界滨水创新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快，中北段

“科创森林”的城市设计研究和探索将对其他

滨水创新区的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未来世界

级城市创新区将更加关注科创的生态环境，更

加突出区域的城市性，更加注重载体的文化价

值，更加回归人性的需求关怀。无论是环境、基

质、载体亦或是空间，“科创森林”将演绎一个

全域科创的生态系统。

（在此一并感谢上海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竞赛项

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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