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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到最佳实践地秀带杨浦

行虚拟拍摄，灵动与自由！”吴怡颖告诉《新民周刊》。

“动次拍”的产品专注于 AI 虚拟摄影，这也是吴怡颖和团

队成员参加 2022 年第七届上海·杨浦“创业之星”大赛时的项

目。在大赛上，吴怡颖团队脱颖而出，荣获创业菁英奖，最终

将拿到大赛奖金 100 万元及“3310”政策配套。

吴怡颖团队参加的上海·杨浦“创业之星”大赛，由上海

市杨浦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是上海市区级层面最早开

展、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人才双创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

九届。自 2016 年开办以来，大赛始终坚持立足杨浦、服务上海、

辐射全球，通过“以赛引才”“由赛育才”，大力推进海内外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落地杨浦。

AI 虚拟摄影，主要服务于服装集团与广告公司行业。这些

领域的企业通常对品牌服装拍摄有着大批量的需求，而传统实

地实景拍摄又耗费额外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在 AI 虚拟摄影

加持下，拍摄对象不用去到实地，就可以产出大批量的成片。

今年 10 月，在公司办公室，吴怡颖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最新产

品——一组运用“动次拍”技术制作的“西游”主题儿童摄影画册。

“前两年我们一直聚焦技术，今年我们找到了将技术落地的场

景——儿童摄影。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们会定期给孩子拍摄照

片。以往传统的影楼拍摄，成本高，选择余地相对少。现在运

用我们的技术，只需要一块绿幕，就能给孩子拍出各种主题的

‘大片’。此外，我们所做的和早期单纯换背景的技术还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在于 AI 虚拟摄影能够尽可能地做到真实感，同时又

能进行创意的无限发散。”吴怡颖说道。

这些创新创意，大多出自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2012 年

开始，在娄永琪推动下，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主动和所在的

四平路街道紧密互动，模糊边界；按照 2015 年完成的《四平三

创社区规划》，学院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开始开进了社区；2018

年初，NICE 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项目启动。

在旧街区、弄堂里，走出了一些高大上的前沿实验室：同

济阿斯顿实验室、创客教育实验室、同济朱哲琴声音实验室、

同济阿普塔循环经济实验室、同济安吉尔创新空间……打破限

制，走出校园，走向社区，这也是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多年

来的设计教育理念。

在上述理念影响下，娄永琪多年来一直推动同济大学设计

创意学院的师生们将社区空间作为自己设计项目的“试验场”。

随着时间推移，从最初的“美丽家园”改造开始，逐渐演进到

今天人们看到的 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

在娄永琪看来，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的价值很丰富。

它不仅推动社区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端走向前端，也是“区

校交融、三区联动”的城市重构和再生实验，更成为 “环同济

知识经济圈”走向千亿级的全新的设计创意策源地。

娄永琪告诉本刊记者，“未来‘环同济’将从囤积设计资源，

转到打造复合型创新生态，要在技术推动和设计驱动的交集中

产生突破性创新。聚焦‘1-10’的原型创新将是环同济的重点。”

在他看来，未来设计和创意不再仅仅是服务和成本，而是对未

来产业和经济的战略投资。娄永琪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设计

和创意是发酵粉、产业是面粉，现在需要的是让两者混合，加

上水揉成面团，做出新经济的面包。

2005 年，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总产出为 51 亿元；2022 年，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 600 亿元，未来将迈向千亿级。如今这里

也成为杨浦五大功能区之一，也是上海“设计之都”建设的

动力引擎，更是全国“知识创造效益”最典型、最成功的区

域之一。

杨浦何以连续数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和“科

创中国”试点城区？从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这一经济现象不难看

出，关键就在于杨浦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

在此过程中，更离不开杨浦区政府自我革命，实现政府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在全领域彰显创新环境吸引力。对此，

娄永琪告诉《新民周刊》，高校知识和人才资源溢出，进入社

区街道不仅需要高校自身的创新，更离不开地方政府提供的温

床。

从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一系列鲜活的案例能够看到：一方面，

杨浦抓好“软环境”建设，坚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着力

构建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

推动“硬环境”建设，加快完善城区创新功能布局、建设环高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