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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ganic Renewal: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Musical Lane

李竹颖   张伶婉    LI Zhuying, ZHANG Lingwan

有机更新与创新产业的融合已成为新时期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路径，而创新空间作为聚集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已成为

旧城有机更新的重要突破口。基于对有机更新、创新空间相关研究的总结，认为集聚的创新资源、宜人的创新环境与完善

的配套服务是旧城营造创新空间的基础；同时结合各地开展旧城创新空间的规划实践经验，选取具有旧城典型特征的成

都音乐坊作为案例，从产业、空间、环境与制度4大要素创新路径着手，探索有机更新背景下利用现有创新基础营造创新空

间的途径与策略，以期为类似地区提供借鉴。

The integration of organic renewal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is an inevitable path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novation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for organic renewal in old cities. Based on the 

advances in organic renewal and innovation space research,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agglomerate innovative resources, pleasant innovative 

environment and perfect supporting services are the basis of innovation space in old cities. With the planning practices of innovation space 

in old cities, it takes Chengdu musical lane which stands for old city areas as the case,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ways and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ganic renewal from industry, space, environment and mechanism,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areas.

0　引言

有机更新是城市应对社会、经济、技术转

变的一种规划技术方法，其目标是重塑城市活

力，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有机

更新若局限于物质空间层面，缺乏对城市功能

的统筹考虑，会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失衡，

影响城市整体效能的发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

的巨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城市发展也步入了新的阶段，要求综合考

虑有机更新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实现经济

有机更新背景下创新空间营造策略研究
——以成都音乐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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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双提升。创新空间作为聚集

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具有文化含量高、知识创

新性强、资源能耗低、产业带动作用强等特点，

逐步成为旧城有机更新的重要突破口[1]。

基于此，本文以成都音乐坊为例，从产业、

空间、环境与制度4个方面入手，探索有机更新

背景下创新空间的营造策略，以期为相似地区

提供借鉴。

1　基本概念与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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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机更新

1.1.1    概念界定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展城市更新运动

以来，城市更新经历了由大规模改造到小规模

更新、由运动式到渐进式、由物质空间到物质

空间与功能业态并重等诸多转变，并在改造实

践过程中体现出“地区重塑”、“保留提升”等

特征[2-3]，亦即“有机更新”的手法。

目前，有机更新已成为延续城市传统特色

与文脉，不大拆大建，对局部质量较差且不符合

城市发展趋势的建筑在必要时可以进行拆除改

造，从而营造功能适宜、面向未来、区域协调的

充满生命力的城市活力片区的手段与方法。

1.1.2  研究进展

国外对于城市更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

年代，并衍生出以物质环境更新为主体的形体

主义与以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调整为导

向的功能主义两大派别。但总的来说，当时的

城市更新仍具有大规模、运动式的显著特征，

从而引发了诸如中心衰败等社会问题。对此，

以简•雅各布斯、刘易斯•芒福德等为代表的学

者开启了人本主义反思，指出大规模改造的城

市更新非民主，甚至是“反城市”（Anti-city）

的，主张应“首先考虑人的需要（Mattering 

people）”，认为人的基本需求、精神需求和社

会需求的满足才是城市更新的目的，推崇小规

模的改建方式和渐进式的城市更新[4-5]。而后，

在20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下，西方城市

对城市更新进行了深刻的变革，J•巴奈特的

规划公共政策论、M•布兰奇的连续性规划、E•

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式规划、A•厄斯金的倡导

性规划等代表理论陆续涌现，并逐步奠定有机

更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具体体现为：

更新目标更加广泛、更新内容更为丰富，对社

会和人文等非物质更新的因素参考更多；在实

施操作层面，除继续推进渐进式邻里更新外，

也谋求政府、居民、开发商、专家等更大范围的

多方合作及公众参与等有机更新的形式。

国内城市更新的理论研究起步于改革开

放初期，在早期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功能主义规划思想仍占据主导

地位。直至1983年，吴良镛教授在对什刹海的

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应用中提出“有机更新”

的理念，并主张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促

进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6]，对之后城市更新理

念研究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逐步涵盖

更新模式、更新策略、更新主体、更新诉求等

内容，研究对象大多为居住区和历史文化街

区[2-3, 7-8]。

1.2   创新空间

1.2.1  概念界定

美国斯坦福工业园将园区内的土地出租

给电子技术先进度高的企业，并设定管理机

构，被公认为创新空间发展的源点[9]，对后来的

创新空间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创新空间是在创新、研发、学习、交流等知

识经济主导下以产业活动为核心的物质载体，

并在不同尺度上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由小及大

依次为智慧单元、智慧族群、智慧丛、智慧圈[9]，

分别对应微观层面的创新办公空间、中观层面

的创新园区或创新片区，以及宏观层面的创新

型城市和城市群落。

1.2.2  研究进展

国外对于创新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

至80年代，认为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

与创新机制是构成创新空间的4大要素，并逐

步取得国内外学者的共识[9]。从研究历程来看，

国外学者从关注高科技园区细化到创新空间

的建筑特色，从关注创新空间的经济功能转变

为探讨创新空间的集聚动力与规律，以及创新

环境的营造。

相较于国外的微观尺度研究，国内对于创

新空间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国家、区域、城市群、

城市等宏观层面，以及科技园、产业园等中观

层面。前者重点探讨创新空间形成背景、发展

机制、产业演变、空间特征等；后者则关注科技

园或产业园的构成要素、功能设计与空间组织

特点及其与城市的互动发展关系等[10-12]。

2　旧城营造创新空间的基础分析

创新空间与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宜人的创

新环境密切相关，而从城市的发展轨迹来看，

旧城有着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其更为成熟的

配套与完善的环境，将通过对创新型人才等创

新资源的吸引作用，促使城市创新空间快速形

成。具体来说，利用旧城营造创新空间具有以

下基础。

2.1   集聚的创新资源

在现阶段城市发展中，承载创新活动的主

体主要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等；而

从其布局特征来看，大多于老城范围内呈现集

聚状态，尤以重大研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的分

布特征最为集中与显著，且多依托于高校及科

研院所布局，并位于城市中心附近[10]。这一空

间布局特点也反映出城市核心地带和科研院

所本身对于创新活动主体及相关资源的吸引

作用。

2.2   宜人的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各种创新活动生存发展的土

壤，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既包括产业结构、市场

机制等经济环境，也包括城市品位、居民素质、

文化积淀等社会环境。从各城市的创新空间发

展情况来看，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促进

城市创新功能体系的形成，从而推动创新活动

以集群的形式在空间载体上进行集聚；而旧城

因其发展历程的相对天然性，其空间形态、业

态结构、文化氛围等更为人性化，更符合创新

活动产生所需的环境特质。

2.3   完善的服务配套

创新活动对较为齐备的服务体系有着明

确的依赖特征，尤其是作为创新资源核心的人

力资源，其对于生活配套服务的依赖属性更是

毋庸置疑。从现阶段城市创新空间的发展状况

来看，提升空间区域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吸引

力，是提升城市创新活动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相较于新区而言，旧城拥有更为完善的服务体

系，对于满足创新型人才及其对应生活服务需

求有着“先人一步”的优势，从而提高城市创

新空间载体的形成效率（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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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有机更新背景下创新空间的规

     划实践探索

近年来，利用旧城营造城市创新空间成

为诸多城市的选择，北京798艺术区、南锣鼓

巷，上海田子坊、创智天地，广州太古仓、红砖

厂，成都东郊音乐公园、红星路35号等创新园

区或创新片区随之涌现，并逐步探索出以下

主要方法。

3.1   聚合创新资源, 植入创新产业

有机更新与创新空间发展相结合，区别于

以往的旧城更新，主要体现为对地区现有创新

资源的保留与整合，即在对资源禀赋要素分析

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植入创新产业

要素，满足市场需求，增加片地区活动。例如，

北京798艺术区、上海田子坊均是在对地区原

有优势资源进行充分发掘之后，针对既有社

会、文化、景观特色进行开发利用，将地区原有

的优势扩大化利用的结果[13]。

3.2   尊重空间肌理, 鼓励功能置换

从各地实践来看，多以整合提升为核心

思想，通过对建筑改造难易度及其与功能要

素的匹配度进行审慎研究与评判，根据创新

产业的特征和创新活动的要求，尽量保留原

有建筑的结构特征和群体特征，在最大限度

保留地区原有空间肌理的基础上，对建筑的

用途、功能进行更新或置换，以适应创新产业

发展的需求，从而使地区重新焕发活力[14]。例

如，上海保留南市发电厂原有建筑，将其改造

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符合文化创意集

聚区的片区定位。

3.3   营造公共空间, 提升创新活力

以街道空间为主体的公共空间是旧城中

创新空间开放性的重要体现。从各地实践来

看，多通过构建完善连续的步行网络、打造多

样化的街头广场或转角公园、设计特色化的

建筑组群或风貌要素等手段，形成连续的、有

体验感的开放空间体系，将原本相对独立的

场所体验加以整合，优化地区空间形态的有

机组织，从而激发地区的创新活力。例如，北

京南锣鼓巷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墙体颜色、门

框与窗框颜色、门窗质地、灯饰乃至音响等环

境要素的改造，进一步强化其老北京文化特

色的要素体现[15]。

3.4   制定配套制度, 保障创新实施

围绕创新活动所需的制度支撑，部分城

市通过设立专项的管理条例，确保创新空间的

顺利和有效实施。例如，广州出台“退二进三”

旧厂房改造办法，鼓励其用于时尚艺术设计、

室内设计、产品展示等创意产业。

4　成都音乐坊创新空间营造策略

成都音乐坊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核心区

域，距离城市核心天府广场仅1.6 km，其空间

肌理、建筑形态大多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是

一个典型的旧城片区。但与此同时，其拥有四

川音乐学院等创新主体，音乐人才、一手资讯

信息及交流平台场所等创新资源，以及由音乐

主题环境小品、绿化环境等构成的创新环境，

具备创新空间发展的基础条件。

相较于单个创新园区，笔者选取的成都音

乐坊位于旧城，其与城市的关系更为紧密、开

放度更高，所涉及的主体亦更为丰富，通过探

讨利用现有创新基础营造空间的途径与策略，

将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城市创新片区的研究，具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图2）。

4.1   产业创新: 构建音乐文化产业链

创新主体与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势必会

带来产业的创新，其途径通常包括培养创新型

企业成长、提升创新型产业竞争力等[9]。对旧城

而言，创新主体相对成熟，创新资源相对丰富，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创新空间形成的基本

条件，其产业创新的途径则主要聚焦于“取长

补短”，即植入核心功能、提升拓展功能。

以成都音乐坊为例，其拥有乐器行、音乐

培训与中低端影音制作等功能，以及音乐主题

环境小品与相关娱乐场所，已具备一定的音乐

产业基础，但尚不完善且较为低端，尤其是缺

乏体现专业的大型音乐文化设施。因此，建设

以城市音乐厅为代表的大型音乐演出场馆，以

进一步突出音乐特色为导向，在全面梳理音乐

文化产业及其相关要素与资源的基础上，以体

现专业、兼顾大众为理念，丰富音乐文化特色

功能，构建以展演研为核心、创教娱为拓展的

“3+3”音乐文化产业链。其中，依托于音乐专

业场馆，植入音乐演出、音乐展览、音乐研发3

大核心功能；依托于既有相关配套产业，提升

音乐创作制作、音乐教育培训、音乐主题娱乐

休闲3大拓展功能（图3）。

4.2   空间创新: 建设音乐产业集聚区

创新主体与创新资源在空间载体上的不

同组合形式，将形成不同种类的创新空间，从

而对空间创新提出差异性的要求。普遍来说，

空间创新主要包括整合关联空间、优化产业布

局等内容，具体到旧城来说，则主要体现为通

图1　1980年企业界支持学术研究的原因统计图 
资料来源：根据埃兹科维茨•亨利《麻省理工学与创业科

学的兴起》数据绘制。

图2　音乐坊片区地理区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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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机更新的手段推动功能与空间的有机联

系，采用“织补”的方式优化产业空间布局[10]，

从而实现产业和城市的有机融合。

4.2.1    梳理空间资源，明确改造方式

根据片区用地布局、建筑质量与土地权属

等现状情况，结合片区产业类别与使用功能，

以“城市修补”为理念，采用“微改造”的方

式推进片区有机更新，明确现状保留、修补改

造、拆除新建3类改造方式，在允许适当拆除新

建的同时，更为关注原有空间肌理、建筑形态

等物质空间的保护，以及生活习俗、文化氛围

等精神空间的保留（图4）。

4.2.2    落实产业要素，确定空间格局

基于现状资源分布、空间改造条件，突破

以往满覆盖式的规划思路，关注音乐地标建筑

与周边区域的“共生”关系，采用引导片区形

成“触须式生长”的总体思路，以资源载体分

布为基础，将音乐文化产业链的各构成要素落

实于空间载体。

一方面，强化核心功能、体现高端，围绕城

市音乐厅的建设，引入其他大型音乐演出、展

览设施及研发机构，形成世界级演艺中心；另

一方面，延伸拓展功能、兼顾大众，沿主要道路

引导核心功能的空间外溢，集合音乐演出、音

乐研发、音乐培训、音乐主题娱乐休闲等功能，

形成片区产业发展轴、特色展示面与文化体验

地，并以此为生长触须，以音乐产业集聚片区、

音乐特色街、街头艺人表演点为载体，逐渐深

入整个片区，最终形成串点成线、点线结合的

总体格局（图5）。

4.3   环境创新: 打造活力特色小街区

创新活动的产生离不开宜人的创新环境，

因此环境创新是营造城市创新空间的关键环

节之一。而“小街区规制”是在充分认识、尊

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打造的更宜

居、更绿色、更方便、更亲邻、更安全的社区形

态和开放街区模式，是有利于营造宜人创新环

境的一种规划理念。

因此，笔者践行“小街区规制”规划理念，

强化街道、空间、地块、建筑与功能之间的联

系，关注不同人群对片区的需求及其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突破原有单一化的线性流动空间，

通过增加通道、改造断面、营造环境等方式，创

造具有活力、赋有特色的小街区，实现片区空

间环境的整体提升改造，从而营造出多元、复

合的创新环境。

4.3.1    增加通道，提高街道空间通达性

城市创新空间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与

外界、与区域发生充分的联系，而增加通道是

增大创新空间开放区域、提供各类创新主体交

流融合空间载体的有效手段。

图3　音乐文化产业链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区域更新改造方式推导过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总体规划布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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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区大规模采用规划路网来增加开放

街道的方式不同，旧区受到建筑空间、文化要

素等限制，无法大规模拆除重建，只能采用渐

进式小规模改造的方式来提高街道空间通达

性。根据音乐坊实地踏勘和片区空间条件，通

过利用整体地块开发、利用相邻地块建筑退距

空间、大院开放3种方式来新增通道。其中，条

件充足的区域建设宽敞的市政车行通道，条件

局促的区域建设可供人行的人行通道，从而实

现加密片区路网，增加片区的可达性，提升片

区的慢行环境与开放街道（图6）。

4.3.2    改造断面，丰富街道空间功能性

非正式交流能够更好推动城市创新空间

的发展，通过在街道断面丰富各种功能，能有

效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

联系。

与新区在规划阶段就能将建筑退距、商业

外摆、机非车道设计等进行统筹考虑不同，旧

城应当结合片区实际，以“人车共享”为导向，

致力于丰富服务功能，在街道上布设多种创新

相关功能，从而实现街道空间的有效分配与街

道断面的统一打造。例如，成都音乐坊通过道

路断面改造（加大步行、商业外摆空间等）、地

面铺装、修建立体人行道等方式营造“以人为

本”的步行环境，使得街道、人、商业、环境等

融为一体，实现“人车共享”的断面空间形态，

以提供正式与非正式交流场所，推动创新活动

的萌发（图7）。

4.3.3    营造环境，增强街区空间共享性

图6　增加通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人车共享”的断面空间形态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雕塑小品意向图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9　音乐文化墙意向图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街区环境的营造是提升空间共享性的必

然选择。对于音乐坊而言，应通过“边角料”

的整合，对原有空间进行“微改造”，致力于将

片区打造为开敞空间丰富、创新氛围浓厚、功

能丰富的创新共享街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

利用转角空间、建筑退距空间打造音乐主题小

游园、绿化慢行道，形成连续的绿化空间环境；

二是通过增设音乐主体雕塑小品、引入3D主

题立体画、打造音乐特色文化墙等方式，创造

具有片区主题特色的共享性交流空间；三是结

合不同区域的主题，打造特色各异的沿街底商

与创新交流场所，提升创新交流与研发的环境

基础（图8-图9）。

4.4   制度创新: 增强创新活动软实力

产业创新、空间创新、环境创新势必需要

在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支持，亦即制度创新。制

度创新是创新空间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一系

列适用于旧城的政策与机制促进创新活动不

断涌现，以提升旧城创新空间竞争力。

4.4.1    资金平衡政策创新

建立旧城创新资金可持续投入机制，改区

内平衡为市内平衡，由政府注入先期资金，通

过税收优惠、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用减免等优惠

政策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用资本运营实现资

金自身的保值增值；按照“先核心后拓展” “先

易后难”的原则，采用小规模、滚动式的推进

方式，加快资金周转，缓解资金需求压力。

4.4.2    用地管理政策创新

针对创新活动的低成本投入、高频率流动

等特征，积极研究创新产业的差别化供地和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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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供地，鼓励利用老旧社区、闲置物业等资源

进行整合和改造提升等规划国土支持政策；针

对成都市旧城、新区“一刀切”的规划管理现

状，围绕与创新空间载体密切相关的日照采光

要求、建筑高度等建筑形态控制要素，制定针

对性的旧城更新规划管理技术标准，并明确其

规划管理工作程序。

5　结语

相较于新区而言，旧城因其环境、配套等

方面的优势，更加有利于创新空间的形成；因

此，利用旧城营造创新空间亦成为诸多城市的

选择。基于此，本文以成都音乐坊为实例，从多

个方面对有机更新背景下城市创新空间的营

造策略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目前，成都音乐

坊尚处于建设过程中，虽在吸引创新资源集聚

方面初见成效，但无论是有机更新还是创新空

间，均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

统性命题，二者的融合规划思路与方法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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