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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District-oriented Urban Regeneration Strateg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张  婷   解永庆   刘  涛    ZHANG Ting, XIE Yongqing, LIU Tao

全球许多城市将创新城区作为引领城市转型、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重要工具。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着力打造创新城

区，但成效并不显著。创新城区是创新系统嵌入传统城市空间所形成的新型空间，其空间生产过程通常表现为城市更新。

从创新活动的空间视角出发，具体分析创新城区的要素构成和组织，归纳构建创新城区城市更新的“创—城—人”融合

发展的框架和建设模式，并通过国际案例分析，总结创新城区的建设经验，以期为我国创新城区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Man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regard innovation districts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lead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stimulate urban 

innova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cities are beginning to focus on creating innovation districts,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significant. 

Innovation districts are a new type of space formed by the innovation system embedded into the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the 

space production process usually manifests itself as urban regeneration. Based on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lements and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and summarizes the framework of innovation-district-people 

integr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construction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China’s innovation districts.   

1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已经成为

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

变，生产空间的组织模式悄然改变，同时城市的

空间格局发生变化[1]。布鲁斯金学会在研究美国

大都市区创新空间的演变趋势后，发布《创新

城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报告，提出创新

企业、人才愈发倾向于集中在形态紧凑、功能混

合、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城市中心地区，并将

这种地理单元定义为“创新城区”[2]1。目前，全

球许多城市如芝加哥、费城、匹兹堡、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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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都将创新城区作为引领城市创新转型的

重要工具。

创新城区是创新系统嵌入传统城市空间所

形成的新型空间。其空间生产过程一般表现为城

市更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着力打造

创新城区，但成效并不显著[3]。诸如社会隔离持续

加剧、中小企业难以植入、创新空间不断受到挤

压等问题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新产业、新功能、

新人群未能与原有城市的空间、功能、居民相融

合。如何通过城市更新来建设可持续的创新城区

仍待探索。本文通过分析创新城区发展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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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规律，探讨创新城区导向下城市更新策略

的国际经验，希望能为我国创新城区发展带来经

验和启示。

2　创新城区与城市更新

2.1   创新活动的城区导向

创新城区的出现是对创新活动新模式的空

间响应。知识经济时代，开放式创新已经取代原

有的孤立式、闭门造车式的创新，为新兴企业提

升创新绩效开辟了新的方向[4]。开放式创新以知

识交互为基础，强调企业在组织内部充分开展创

新活动的同时，加强与组织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

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5]。

创新要素高度聚集是开放式创新的必要条

件，是实现资源、产品、技术人才共享的基础。地

理空间的邻近性对促进思想和技术交流，推动技

术知识在创新网络间快速流动起到重要作用[6]。

在微观层面，创新空间的设计形式也正在改变，

逐渐从独立专业化空间走向小微式、联合式、开

放式的公共创新空间[7]1。

良好的城市品质和生活环境是创新城区产

生的又一关键因素。格莱泽认为多样化的服务和

商品、优美的建筑环境和城市外观、良好的公共

服务、便捷的交通可达性是聚集吸引创新人才的

核心要素[8]。城市中心地区也因此展现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布鲁斯金学会通过研究美国大城市的

人口迁移规律，发现人口正逐渐迁往大都市的中

心地区，以寻求更加便利、丰富的城市服务[2]9。

2.2   创新城区的要素构成与组织

创新城区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地理单元的

创新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细分为创新活动、创新

群体、创新空间和设施3个子系统，三者关系密不

可分（图1）。

创新活动的集聚是创新城区的发展动力和

关键特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作为“创新

锚”，进行基础性创新活动；企业则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开展应用性创新活动。在二者的交互作用

下，创新活动得以持续发展，逐步形成以创新为

特色的地方经济文化[9]。

创新群体是创新城区的核心和灵魂。科研

工作者、技术人员、企业家、风险投资者等相关人

群紧密合作，年轻创新群体持续涌入并不断成长

是创新城区的典型特征。多元的人群和生活文

化、多样的生产活动共同构建了包容多元的创新

社会环境，创新社会派生的多元需求也为本地传

统行业提供了转型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为本地居

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

创新空间和设施是创新城区的基础保障，

开放空间的拓展、交往空间的设计、特色文化空

间的营造、居住生活休闲等保障性空间的供给，

形成创新城区独特的物质空间环境；低碳通达智

慧化的交通设施、生态绿色的市政设施成为创新

空间组织的重要支撑。这些空间和设施的规划建

设是城市创新活力的重要来源[10]。

创新活动、创新群体、创新空间和设施的平

衡与协调是创新城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

目标。创新活动是创新群体集聚、创新文化形成、

创新社会建设的源动力，为创新空间和设施营造

提供了需求导向、资金基础和技术支持；创新群

体是创新活动的发起者和实现者，是创新空间和

设施的营造者和使用者；创新空间和设施则为创

新活动的集聚和创新群体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支

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创新城区建设的共同

目标，也是典型创新城区的共性特征。如美国波

士顿南岸滨水创新城区以“工作、生活、娱乐”

为标语，追求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汇集、宜居

便利的生活服务供给、多元活力的文化环境营

造，从而实现工作、生活、娱乐的平衡[11]8。匹兹

堡创新城区分别设定创新、人、环境、设施的发

展目标，旨在构建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生态创新

城区[12]35。彼得斯堡创新城区建设也从单纯的

创新空间拓展到对人、服务、环境及其互动关

系的关注[13]。

2.3   创新城区的制度保障

制度环境是创新城区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支

撑。一直以来，创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创建集群

网络，培育创新集群生成的必要条件[14]。创新城

区作为特殊地理单元的创新集群，创新制度也是

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创新城区的制度环境旨在

为创新系统提供全方位宽松的倾向性制度，以适

应创新发展的特点。创新制度的设置主要是针对

创新活动、创新群体、创新空间和设施的具体需

求，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例如，为创新活动提

供融资、税收、就业等优惠政策，为创新人才和家

庭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吸引人才集聚，支持人

才发展；为创新空间的营造提供用地、规划建设

等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2.4   创新城区导向的城市更新

创新城区导向的城市更新，关键在于“创—

城—人”的融合。总体来看，创新城区的空间生

产是创新生态系统对既有城市空间的重塑。在

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创新生态

系统的平衡，要协调创新各要素，实现良性循

环；二是创新要素与原有城区功能、居民、空间

之间的融合。

创新城区的更新建设应强化对创新的支

撑，打通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成长通道。结合创

新企业的特点和模式，更新原有设施，植入新的

功能和服务，营造创新氛围。从创新人才需求角

度，致力于营造多元的城市文化，完善便利的服

务设施，塑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创新城区的更新也是通过创新激活城市动

力，实现空间提升，促进包容性发展的过程。在美

国，提升居民收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降

低社会不平等是创新城区的普遍目标。因而，鼓

励低收入群体融入创新经济成为各创新城区关

注的重要内容。从空间价值方面，传统街道、历史

建筑甚至闲置空间都成为宝贵的空间资源而加

以利用，城市功能活化和再生将得以实现。

3　创新城区的城市更新策略

图1　创新城区建设的概念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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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城区导向的城市更新以“创—城—人”

融合发展为目标，是多维度的工程，具体可以细

分为产业更新、包容性发展、空间更新，并强化政

策制度支撑（图2）。这些政策和空间工具也是欧

美国家城市更新和创新城区建设成功案例的普

遍经验。本文以波士顿、匹兹堡、巴塞罗那、芝加

哥、查塔努加等地的创新城区为例，总结其在产

业、社会、空间和制度方面的更新经验，以期为我

国创新城区导向的城市更新提供借鉴。

3.1   产业更新

3.1.1    集聚创新企业，培育创新集群

创新城区是创新企业集聚的高地，培育创

新集群是创新城区规划建设的首要目标和核心

动力。具体的政策工具包括提供适宜的办公设

施、优质的创业服务、优惠的产业政策等，以此来

营造优质创新环境，吸引创新企业，培育创新集

群，引领创新城区建设。

波士顿南岸滨水创新城区通过建设大型孵

化器（Mass Challenge），并引进弗劳恩霍夫可

持续能源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设施和服

务。同时，设立创业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11]10。巴塞罗那普布诺创新城区致力于多元的

创新产业，分别制定信息技术、媒体、能源和医疗

技术等产业的集群战略和行动计划，并设立各行

业的管理协会，旨在促进企业间技术交流，扶持

企业成长。设施方面，普布诺创新城区重点建设

技术知识型基础设施，为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硬

件条件[15]。截至2011年底，约4 500家新公司已进

驻该地区，远远超过巴塞罗那其他地区[16]145。

3.1.2    激发“创新锚”的外溢带动效应

“创新锚”是核心引擎，通常高校、科研机

构、大企业会扮演这一角色。激发“创新锚”技

术服务外溢，使其产生持续的创新能力。圣路易

斯创新城区积极推进政府与本地大学（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密苏里大学

圣路易斯分校）和科研机构（BJC健康中心）

联合共建实验室、孵化器，推动其科技成果研

发转化[17]。美国查塔努加市创新城区明确将查

塔努加大学、Edney创新中心、LPG孵化器、

EPB智能电网公司作为“创新锚”，积极促进其

对中小企业的拉动作用[18]1。

在引进和培育“创新锚”的同时，促进本地

企业嵌入供应链。费城城市控制中心表示，“创新

锚”的供应链已经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本

地企业合作，既可以促进本地企业的成长，也可

以强化“创新锚”和本地更好地融合。

此外，引进“创新锚”也成为一些创新城区

提升土地开发价值、促进城市复兴的重要工具。

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已经意识到，在“飞

地”设立分支或部门会带动“飞地”发展，也会

促进自身价值提升；“飞地”通过引入科研机构，

会加强本地创新能力，进一步集聚中小创新企

业。因此，引入新的“创新锚”，对于创新城区和

“创新锚”而言，是双赢的局面。波士顿南岸滨水

新区成功吸引巴布森学院和弗劳恩霍夫学院，西

雅图南湖联盟引入亚马逊和华盛顿大学医学研

究校区，斯德哥尔摩KTH技术大学在科斯塔科学

城开设技术分校，均取得良好效果[2]16。

3.1.3     建立开放共享的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以扶持企业成长。在初

创时期，创业成本是企业考虑的核心要素。布

鲁斯金学会通过研究发现，购置仪器设备成本

过高，会加大企业风险，压抑创业意愿；另一方

面，可能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降低企业存

活率。此外，建立开放共享的创新资源，会避免

实验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提高科研设备使

用效率[2]18。

积极推进“创新锚”开放实验资源，共享创

新设施。2012年，针对北美大学研究园区的一项

调查显示，75%的园区有专门的实验室设施[2]18。

剑桥、圣路易斯和埃因霍温等地的创新区通过共

享工作空间、共享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成功研发

并分享了高研发成本的创新技术。

3.2   包容性发展

3.2.1    吸引更具活力的创新人才

人才是创新和活力的基础，创新城区普遍将

吸引创新人才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巴塞罗那、

埃因霍温等地甚至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引进创

新人才。年轻人是活力的保障，也是极具潜力的

创意人才，巴塞罗那和匹兹堡都提出将年轻人作

为创新城区着力吸引的目标，以提升城市活力。

培育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佛罗里达研究

指出，创意阶层喜欢包容的文化、多元的城市服

务[19]。从创新角度看，冒险的创业精神被认为与

高效率创新产出密切相关，对失败者的包容是创

新人才集聚的关键因素，硅谷的成功已经证明这

一点。从生活角度看，创新城区一直努力将多元

文化融入城市生活，查塔努加市鼓励举办公共艺

术项目，并将艺术创造融入环境品质改造中，推

动创意阶层和创新城区的融合。据此，巴塞罗那、

匹兹堡根据创意阶层、年轻群体的需求，打造极

具吸引力的环境。

3.2.2     促进本地居民就业，促进包容性发展

以创新惠及大众，促进本地居民职业向上

流动。虽然创新城区集聚大量的高端人才，但多

数居民仍属中低收入群体。鼓励中低收入群体参

与创新产业，是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包容性发

展的重要途径。

匹兹堡对本地创新经济的研究发现，其中

的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不要求高学历，普通居民

通过培训就足以胜任 。绝大多数创新城区通过

加强就业培训，促进大众就业实现普惠发展。匹

兹堡创新城区鼓励本地机构、开发商联合开展职

业教育，尤其是面向年轻人的教育，使其可以胜

任相关技术工作[12]56。查塔努加更是将本地学校、

公共教育基金会、公共图书馆、科技中心等关键

文化教育项目和职业培训相结合，最大限度提升

居民的就业能力[18]1。

鼓励企业雇佣本地居民是促进居民就业的

进一步措施。巴塞罗那普布诺创新城区改造中，

图2　创新城区导向的城市更新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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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积极推进创新部门雇佣、培训及支持当地人

口，为低收入就业者提供更具向上流动性的职业

发展路径。

3.3   空间和设施更新

3.3.1    拓展创新空间，实现功能再生

随着创新模式的转变，闲置空间被赋予新

的价值，成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新型空

间，既实现了空间活化，又保留了地方特色。

对于大空间的闲置厂房，由于其空间可塑

性强，更多地被塑造成为联合创新空间、孵化器、

实验研究场地。例如，波士顿南岸滨水创新区将

原海洋工业园区改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孵化器，

用以吸引新兴生物技术和清洁技术公司[11]15。

小微闲置空间价值逐步显现，成为吸引创

新要素的宝贵资源。匹兹堡上城区依据闲置空间

类型，提出改造的方向和建议。仓储制造空间可

以用作小规模企业生产、研发试制和组装（或者

用于仓储）空间，其附属空间或者上层空间可以

用于办公、设计或工程研究。办公—仓储组合空

间，包括办公空间、仓储空间、货场等多种功能，

可以用于住房修复工程和绿色设施建设工程，以

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写字楼/办公楼，主要承接软

件、传感监控、数字经济和新零售产业，以及创意

文化空间[12]83（图3）。

此外，创新城区也鼓励居住空间转化为创

客空间，尤其是大量的废弃住房，通过更新改造

成为办公空间、职住混合空间，既降低了初创企

业的创业成本，又实现了功能活化。

3.3.2     增加开放的交往型空间，推动混合利用

开放的公共空间是创新交流的重要场所，

是社区品质营造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咖啡馆、

酒吧等传统商业服务空间和公园、广场等开敞空

间有助于建立并强化社会关系，为创新交流、思

想共享、企业间合作和社会互动等新型活动创造

新场所[20]。

以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增加创新

交流空间，保持城区活力。面向创新人才需求和

偏好，推动建设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和小规模的文

化商业服务。如步行街、电影院、酒吧、博物馆、画

廊、历史建筑都会增加人才交流机会，促进街区

繁荣。

促进城区功能混合。在巴塞罗那普布诺创

新城区倡导所有地块采用“新型产业+服务+居

住”的“复合街区”模式，在保证生产空间之余

提供充足的住房、娱乐及广场绿地，以更好地维

持商业发展及公共空间活力，保证社会活动的整

体性[16]140。

增加城市开敞空间。开敞空间是人群活动、

交流、娱乐的重要集散场所。匹兹堡上城区创新

城区的调研结果显示，居民认为最需要增加的设

施是广场和开敞空间；在创新城区的规划中提出

增加300%的开敞空间，通过系统地建设开敞空

间来提升城市活力，并以开敞空间聚集人气，保

障社区公共安全[12]186。

3.3.3     提供多样化的住房服务

住房的可支付性是影响人才集聚能力和城

市活力的重要因素。住房的服务是基础性服务，

住房的供给不应只局限于满足创新等高端人才

需求，更多要关注的是普通大众阶层。因而，针对

不同阶层所提供的多种住房选择是提升住房可

支付性的重要方式。

增建微型住房是波士顿、巴塞罗那、费城、圣

路易斯等地创新城区的主要选择。这些微型住房

面积介于300—600平方英尺（28—55 m²）[2]12，

同时配建较大的公共区域，如公共工作空间、娱

乐空间和就餐空间。这些住房主要面向创新领域

的移民工人、本地居民和年轻人。

匹兹堡上城区为居民提供多种住房选择，

并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提升中低收入人群

在住房领域的可支付性。在住房供给形式上，上

城区鼓励多样化的住房供给形式，包括学生公

寓、老年公寓、独栋住宅、租赁住宅、职住联合空

间等，满足各类人群的住房需求[12]78（图4）。其中，

学生群体是上城区着力吸引的目标人群，故在本

次规划中提出建设学生公寓，并在住房设施配置

上提出匹配学生的生活习惯的要求。此外，要进

一步完善老年居住设施，修建无障碍设施，如将

门前台阶改为缓坡，新建老年公寓，提供各项针

对老年人口的服务，建筑设计上应满足老年建筑

的设计要求。

3.3.4     重塑城市特色的空间

历史建筑是本地文化和特色的重要标志。

成功的创新城区规划建设普遍重视对历史建筑

的保护与利用。

巴塞罗那普布诺创新城区出台《普布诺工

业遗产特别保护计划》，对历史建筑进行分级保

护，彰显本地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对老旧建筑

进行功能改造，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图5，表1）。

芝加哥富尔顿创新城区将最能代表本地工

业制造和粮食生产的建筑核心区作为历史街区，

由市政府提供建筑维修资金加以保护。在功能方

面，允许将部分外部属性根据设计的用途进行灵

图3　3种潜力创新空间
资料来源：Pittsburgh city, planning eco-innovation district。

图4　多样的住宅类型
资料来源：Pittsburgh city, planning eco-innov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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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调整[21]。

3.3.5     构建更加绿色、通达的交通系统

创新城区多式联运体系意味着企业可以在

更大范围内开展业务，增加和外部公司的合作机

会，也意味着本地就业者可以选择更多的居住和

生活方式。因此，创新城区的建设需要构建更加

开放的交通通道连接城市核心功能区。例如，费

城创新区强化与华盛顿特区、纽约的地铁和电车

联系，时间距离控制在1.5 h。波士顿的银线、休斯

顿的红线、底特律未来的M-1线也旨在强化创新

城区和周边都市区之间的联系。

在创新城区内部，则倾向于用更小尺度、更

适合步行、更开放的街区对创新城区进行重新组

织。如巴塞罗那普布诺在构建新的交通系统方

面，着力强化公共交通，完善29 km 自行车道网

络，以实现70% 的居民出行依靠公共交通、自行

车或者步行的目标[16]140。在一些地区，校园、社区

的围墙被拆除，增加自行车道、人行道、广场等连

接元素，构建开放的园区和社区。

3.3.6     建设更加生态化、绿色化的市政设施

市政设施建设与创新技术紧密结合，呈现

出生态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创新技术的应用

使城区成为创新科技的“试验田”，更是科技展

示区和示范区。在波士顿、巴塞罗那、埃因霍温、

赫尔辛基和首尔，创新技术已经被应用到街道照

明、垃圾收集和能源供给等领域。

匹兹堡积极推进创新成果在本地创新城区

的应用转化，探索更具韧性的能源供给方式，如

建筑编号 原有功能 新功能
1 旧纺织厂 巴塞罗那大学的终身教育学院
2 旧棉花厂 庞培法布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 旧制衣厂 BAU 设计学院
4 旧纺织厂 市民会所
5 旧化工厂 创意工厂和艺术家会所
6 教堂 教堂（修葺重建）
7 旧工厂 艺术工厂
8 旧纺织印刷厂 图书馆
9 旧磨粉厂 办公楼和公寓

10 旧酿酒厂 公寓
11 旧面粉厂 公寓

图5　巴塞罗那普布诺老旧建筑改造位置
资料来源：周婷, Miquel Vidal Pla. 巴塞罗那波布雷诺旧工业区更新策略探析，经笔者整理绘制。

表1 巴塞罗那普布诺创新城区老旧建筑改造一览表

资料来源：周婷, Miquel Vidal Pla. 巴塞罗那波布雷诺旧工业区更新策略探析，经笔者整理制作。

小尺度热电联产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利

用厨余垃圾发电等，在生态建设领域起到的积极

示范作用[12]194。巴塞罗那创新城区采用新的中央

气候控制系统，使能源利用率增长40%；新的动

力系统网络使电力供应量提高5倍；新的气流式

垃圾收集系统高效进行垃圾分类处理[16]140。

3.4   制度保障

3.4.1     强化金融保障和财税支持

金融财税政策通常会成为政府促进创新城

区发展建设的重要工具，主要被用于减少企业初

创成本，降低居民生活支出，促进开发商投资。

对企业而言，主要通过免税降低创业成本，设立

创新基金加以扶持。在一些衰落地区，税收政策

和金融促进政策被横向拓展至传统商业服务业

企业，促进城区服务能力和城区活力的提升。对

居民而言，主要通过收入减免、设立房地产维修

基金等方式，减少居民支出，保障居住质量。对

开发商而言，政府通过土地征用权、减税权或直

接补贴形式对开发商给予支持，提升其开发建

设动力[12]78。

3.4.2     合理利用空间用途弹性管制制度

空间用途弹性管制措施是创新城区空间更

新的基础支撑，也是促进城区活力的重要手段。

创新城区的更新通常伴随着空间用途转换，如居

住空间转为创新空间或商业空间等。如在匹兹堡

创新城区，闲置的居住空间被转化成为创意文化

展示空间或创新生产空间。弹性用途管制可以促

进空间兼容混合，首先确定可以进行用途转换的

土地用途类别。其次对于可以转换的土地，明确

其土地可兼容的用途，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度，

体现功能多样性和服务综合性。

3.4.3     促进公私合作的空间开发

推进公私合作，激发市场力量。政府部门需

要明确创新城区的发展愿景，向社会推广创新发

展理念，提高创新城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

政策宣传，向开发商和企业传递一种积极信号，

增强开发商和企业的投资信心，也会提升土地价

值。底特律创新城区通过编制投资计划书，向社

会各界介绍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和趋势，分析市场

机会，并对不同种类投资分别做出详细说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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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推动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建设

创新要素的联动发展有助于重塑创新场

所、建立信任和协作的文化氛围。提升创新能力

需要超越个体机构、公司的边界，鼓励不同机构

的领导人、研究人员、公司、高校及相关机构进行

思想共享。

构建协作型网络，促进企业联动发展。以

“创新锚”为核心，联动其他关键机构、企业，组

织协作网络，在区域设计、营销、治理等方面进行

合作。匹兹堡创新城区以杜肯大学、Mercy医院

为核心，利用其影响力，建立机构联合会，以解决

本地发展问题为目标，针对本区的环境、生态问

题提出联合解决方案，既促进机构的联合协作，

也加强机构和城市的互动[12]68。

4　结语

创新城区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城区

的规划建设是创新生态系统与原有城区的融

合，这其中既要关注创新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

平衡，也要注重新要素与旧要素之间的协调。总

体来看，创新城区的建设要遵从“创—城—人”

融合的发展理念，其所对应的城市更新过程也

是多维度的，包括产业更新、包容性发展、空间

和设施更新。

产业更新需强调对创新经济的集聚，对创

新企业的扶持；包容性发展应注重营造多元包容

的创新氛围，更要关切如何惠及人民大众；空间

和设施更新应在满足创新需求之余，关注对空间

价值的提升和对础设施的完善。

为促进创新城区的更新和高效利用，还应

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本文通过研究国际创新

城区建设的金融保障机制、公私合营机制、合作

促进机制等制度，希望能为我国创新城区建设给

予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