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地建绿，开放创新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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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围墙，建设公共绿

地，打造滨水空间……在一个

又一个吴淞老厂区的更新方案

中，与城市空间共生共荣，成为不约

而同的选择。从“黑”转“绿”，由“重”

变“轻”，随着吴淞创新城里的产业结

构发生迭代升级，城市界面也在创新

规划中得到进一步的刷新。

这两年，蕰藻浜两岸的居民发现，

灰蒙蒙的日子少了，绿莹莹的空间多

了。还有华丽变身的“金色炉台”，既

留存了工业记忆，也成了潮流打卡

地。吴淞创新城里的都市生活似乎有

了更多可能性，可以是高端商务的、灵

动休闲的，也可以是文艺浪漫的、时尚

潮流的。

在已建成的上海国际节能环保

园，有一片以工业遗存为特色的“钢雕

公园”，这是仪电集团拿出90亩地，以

零租金形式租给政府，再由政府与企

业共同投资建设的。“租地建绿”的形

式，找到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平

衡点，此后在“半岛1919”项目中也得

到了复制推广。

而在此轮吴淞创新城的建设

中，宝山区还规划打造约560公顷的

中央钢铁公园，集生态自然教育、艺

术体验、工业文化展示和智慧生活

示范于一体，在强化吴淞创新城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强化

了中央钢铁公园保存历史文脉记忆

的功能。

随着上海45公里滨江岸线贯通，

在市区浦江两岸看到的是城市的界

面。而在宝山滨江、蕰藻浜、黄浦江、

长江三水交汇，可以看到通江达海的

江面，视野开阔，景致层次丰富。以蕰

藻浜生态文化休闲走廊为发展轴线，

布局文化、研发办公、商业、商住混用

等多种功能用地，并在三水交汇处形

成多组地标性建筑，已经登上了吴淞

创新城的规划书。

在改造过程中，传统封闭的工业

厂区将逐步打开，变为开放的未来城

市。因此提高路网密度、提升交

通复合功能，丰富吴淞创新城的

“毛细血管”，增加小街区道路的可达

性，也已经提上日程。目前，轨交18

号线、19号线以及“三纵两横”（铁山

路、呼兰路、铁力路、呼玛路、规划三路

等5条道路）的城市交通路网都在加

快建设当中。18号线在吴淞创新城内

的长江西路站和江杨南路站已先行腾

地建设，两站主体结构已完成，预计

2026年建成通车，将极大地改善周边

百姓出行条件。

以城市更新回应城市发展的时代

命题，在延续工业城市肌理的同时，正

在蝶变的吴淞创新城不仅将成为一座

新型产业城，也会是开放社区、特色商

区、美丽景区、新型学区的综合体。

“上海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什么？从

我们多年的实践来看，应该是理念更

新、功能更新和环境更新，随后，形态

自然而然地会随之更新。”宝山区原区

委常委、副区长，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夏雨，是上海城市更

新的亲历者、推动者和研究者，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吴淞创新城

来说，产业转型的深度决定了城市更

新的高度，而创新思维更是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良药。

“吴淞是上海东北部的重要工业基

地，工业是它的底色。但随着城市经济

的发展，吴淞工业区的转型发展被提上

议程。当时我们就在集思广益，吴淞工

业区转型做什么？也想出了几个新名

字，比方说产业新城、科技新城等等。

但后来大家觉得，无论吴淞工业区未来

的产业定位是什么，发展方式是什么，

创新驱动总是没有错的，最终定下了

‘吴淞创新城’这个概念。”

回忆当年，夏雨坦言，结构调整、产

业转型和城市更新，是一项前无古人

的系统工程。“没有构成经济功能的产

业，就没有城市；没有产业的转型升

级，就没有城市的更新。但是如何转

型，特别是产城相融的转型更新，不是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件备受

煎熬的事情。因此吴淞创新城的城市

更新，一定要有创新思维，而不能简单

地依靠政策。”

在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中，常常会

提到主导产业。但夏雨却提出，互联

网时代的“分布式”和“去中心化”趋

势，要求培育多样化的新产业，让城市

功能更丰富，城市生活更有活力。面

对上海其他重点发展板块，吴淞创新

城想要脱颖而出，就不能按照传统的开

发思维来运作。

“先把文化做起来。”他表示，全世

界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基本上离不开两

个规律，一是文化拓荒，二是资本拓

展。因为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低

成本，工业厂房恰好为其提供了契机，

而文化产业的导入则能提升老工业区

的品位、氛围、知名度和人流，进而吸引

投资者的眼光。各种商业、住宅、教育、

基础设施等投资逐步增加，就能让区域

转型渐入佳境。

此外，吴淞创新城还应该引入大量

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热

带雨林，集聚一大批年轻人工作在吴

淞、生活在吴淞。“大学集聚区、远离城

市中心的科技园和转型的老工业园区，

是科创企业很喜欢入驻的三种区域。

未来的吴淞创新城如果能以老空间吸

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人群，就是前滩、

虹桥等区域做不了的事情。”

夏雨说，当一大批转型项目在吴淞

创新城相继建成，这块原先“回忆比梦

想多”的地方，将会变成“梦想比回忆

多”的乐土。而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一

定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需要

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陈规旧律，需要

有探索、尝试和担当，更需要一系列的

方法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转

型、城市更新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创

新之路。

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夏雨

产业转型“先把文化做起来”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 杨建文

抓住机遇的前提是要有手段

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

将吴淞创新城定位为上海市六大城市

副中心之一。如今，“三年出形象，五

年出规模”的展望正在眼前，吴淞创新

城的建设也已经进入快车道。“天时地

利人和，吴淞创新城的开发时机到

了。”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

家杨建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抓

住机遇的前提是要有手段。

“根据市政府的要求，宝山吴淞

要着力打造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

城市更新示范区，这是在三大发展需

求叠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杨建文

指出，在扩大投资市场、加速城市现

代化发展和推动上海工业转型升级

的三大需求中，宝山吴淞都是叠加聚

焦的区域。因此说，吴淞创新城的蝶

变正当其时。

“从区位优势来看，宝山是上海联

系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海上门户，是

距离市中心最近的产业承载区。目

前，沪通二期正在加紧施工，沪渝蓉

北沿江高铁也正式启动，两条国铁汇

交宝山，向东紧连‘东方枢纽’，宝山

交通枢纽的架构已经形成，这意味着

宝山吴淞的经济往来和要素吸引的

能力将进一步加强。”杨建文表示，作

为吴淞创新城中的标杆性企业，宝武

集团的转型意愿也十分强烈，还有上

大美院项目的重磅落地，这样“一文

一武”的组合，是其他区域无法比拟

的优势。

宝武旗下的中央研究院、欧冶云

商、欧冶工业品、上海宝信股份、宝武

装备智能科技、宝武清洁能源等新材

料产业、智慧服务业、节能环保业的头

部企业，都将向吴淞创新城集聚——

这些以科技为先导的新兴产业项目都

是“干货”，更意味着“创新城的底座已

经搭起来了，未来有望吸引更多的创

新资源集聚而来”。

但杨建文同时指出，在城市更新

的过程中，吴淞创新城不应当只是简

单地引进几家大企业，而是要形成创

新的生态，让这样的活力在区域内源

源不断地迸发。怎么做，是关键。他

建议，以城镇化带动产业化，以软环境

带动硬发展。

“在老工业园区的改造中，城镇化

的推进对先一步导入的产业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杨建文认为，在区域

性的竞争中，与其一味地挤在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的赛道

上，还不如先形成自己的城镇化特

色，营造出良好的科创环境，届时自

然能够筑巢引凤，培育出更多的新

技术、新机构和新产业，最终做到

“有方向而不空洞，有特色而不局限，

有追求而不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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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淞创新城来
说，产业转型的深度决
定了城市更新的高度，
而创新思维更是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良药。

在扩大投资市场、
加速城市现代化发展和
推动上海工业转型升级
的三大需求中，宝山吴
淞都是叠加聚焦的区
域。因此说，吴淞创新
城的蝶变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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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如是说——

从“回忆比梦想多”到“梦想比回忆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