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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晨秦怡

从 2019 年 4 月开始，成
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动
对标伦敦、纽约、东京、上海
等国际大都市，邀请各高校
团队对城市发展行管主题进
行研究与梳理总结。其中就
包括了都市圈发展、生态建
设与环境管理、产业发展、形
态控制与风貌保护、城市有
机更新、新区规划建设、交通
系统、城市与社区治理等。
随后，分别形成了以伦敦、纽
约、东京、上海为目标城市的
《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研究
年度报告》（分报告）。

分报告完成后，成都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市规
划院技术团队与四个当地研
究团队一起，总结梳理并形
成了《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
研究年度总报告（2019年）》。

在此基础上，成都又形
成了《国际大都市规划建设
主要经验及其对成都的借鉴
与启示》。6月24日，成都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官网还
披露了该局在充分研究吸纳
四个国际大都市经验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成都现状和成
都未来发展目标，系统总结
四个城市的主要经验，归纳
提出对成都的八条启示。

一直以来，在推进和完
善城市发展过程中，成都在
摸索中前进。对标国际大都
市，成都存在着仍需奋力追
赶的“短板”，但也于一些规
划建设领域开展了初步实
践，甚至开始形成了自身发
展的独特优势。步履不停，
成都博采众长但又独树一
帜，以更高的眼光谋篇布局，
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科创空间科创空间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

“世界创新之都”伦敦、全球科技创
新产出能力最强的东京……先发城市
的经验表明，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城市
发展史，就是一部辉煌灿烂的科技创新
进步史。

要构筑增长极和动力源，就必须依
靠科技和创新。今年3月，在成都全市
14个产业生态圈和66个产业功能区建
设初步成形、效应逐渐显现基础上，成
都提出，从科创空间和产业社区建设起
步，加快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成势见
效、形成竞争优势。

在对标世界城市，总结经验后成都
也得到了启示，即要推动成都城市有机
更新，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其
中就提出了积极植入科创空间。

据了解，科创空间既是产业基础能
力和公共服务平台的主要承载区，也是
未来产业生态功能和市民生活空间的
集中展示区。想要激发企业、人民创
新创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需要创造
条件、营造环境、搭建平台、制定规则，
高品质科创空间的建设是重要的“基础
设施”。

成都今年也将建设1000万平方米
高品质科创空间，为产业功能区企业聚
势赋能，为制造业转型和新经济扩张提
供持久动力。

5月，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园区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印发了《成都
市高品质科创空间创新能力建设指
南》，着力提升全市高品质科创空间主
导产业基础研发、科创企业孵化转化、
高端价值链精准培育、多维创新生态营
造和专业化创新服务支撑等 5 大创新
能力。

在 6 月 29 日，成都召开以“场景
汇·赋能科创 筑梦天府”为主题的
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高品质
科创空间专场。发布会现场征集成都
市第一批创新应用实验室、未来场景实

验室，同时聚焦“硬核黑科技”“五大筑
梦空间”等关键词，面向全球发布 100
个新场景、100 个新产品，全面释放科
创机遇。

TODTOD引领引领
成都发展的下一个蓝海

在以“世界级”眼光谋划城市发展
中，成都在一些规划领域已经构建起先
进的理念，并开始做出探索。其中就包
括了充分利用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开
发，优化调整城市开发强度分区和空间
结构。这一点，也写进了成都在对标学
习后的启示里。

TOD 时代，成都发展的下一个蓝
海。从 2018 年即成都的 TOD 元年开
始，成都就加快城市TOD的综合开发，
增强轨道站点的功能复合，以形成交通
圈、商业圈、生活圈等“多圈合一”的城
市布局。TOD项目，在成都落地生根。

截至 3 月 30 日，成都轨道集团已
完成全市52个轨道交通站点的策划规
划，开展了四批次相关站点的一体化城
市设计。

在策划规划、一体化城市设计等关
键环节，如何充分借鉴国际先进 TOD
城市的成功经验，打造全球 TOD 新高
地，成都把目光投向了国际 TOD 先行
的世界城市。

例如陆肖站TOD项目就将引入东
京TOD项目“交通广场”设计。

据介绍，“交通广场“的设计理念，
来自于东京著名的TOD项目——二子
玉川站和京都站。主要解决人流、车流
的交通集散，如影剧院前的广场，体育
场，展览馆前的广场，工矿企业的厂前
广场，交通枢纽站站前广场等，均起着
交通集散的使用。在这些广场中，有的
偏重解决人流的集散，有的对人、车、货
流的解决均有要求。交通集散广场车
流和人流应很好地组织，以保证广场上
的车辆和行人互不干扰，畅通无阻。

除了学习借鉴，成都的 TOD 的开
发和建设，更讲究个性。成都轨道城市

发展集团总顾问、TOD 规划设计领域
国际权威专家渡辺莊太郎先生提出，打
造 TOD要有个性化，避免雷同。“规划
TOD 时，就要综合考虑站点区位与当
地政府、居民需求，做好主体商业业态
和相符的配套设施规划。每一个站点
因为差异化规划，都有其‘代名词’，也
就有了不同的群体聚集，TOD 开发成
功的共同点是拥有丰富的生活场景展
现，人们对它才会产生依赖和感情。”

此外，渡辺莊太郎先生也表示，从
成都轨道交通的站点数量和网络总里
程两个方面来看，成都很有可能在轨道
交通网络方面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甚至
第一的城市，城市的舒适度、宜居度能
达到更高的水平。

消费创新消费创新
丰富“夜间经济”内涵

日前，成都市印发《成都市以新消
费 为 引 领 提 振 内 需 行 动 方 案

（2020-2022 年）》。《方案》中提出，
2020年至2022年，消费创新引领能力
进一步增强，包括建设夜间经济示范点
位100个。

三千年历史沉淀，幻化出世间最美
城市烟火气。成都的夜，正在跳出地域
局限，站在国际高度，设计和营造具有
国际范的夜间消费场景。

在许多国际大都市，夜间经济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例如伦敦定位于“24 小时国际大
都市”，其泛夜经济涵盖酒吧、俱乐部、
餐馆、音乐厅、剧院等场景。1995年伦
敦就将发展“夜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
略，现阶段夜间经济已为伦敦创造逾
13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伦敦第五大产
业，预计到2030年伦敦夜间经济收入
将达300亿英镑。

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夜间经济发
展。着眼多元人群需求，伦敦全面延长
文化场所开放时间，积极推出夜间展
览、夜间讲座和“博物馆之夜”等夜间文
娱活动，并结合城市中心区域布局多个
夜间经济集中发展区，全时展现城市魅
力，促进文旅商融合发展。

另外，纽约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
济文化中心和以 24 小时地铁著称的

“不夜城”，其夜间消费带动350亿美元
经济产出。

“夜经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座城
市的现代化和活力指数。”有专家解读，
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亦是新青年的集
聚地，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夜间经济构
建，在满足城市青年生活需求的同时，
激活城市发展新动力，打造旅游升级新
引擎，巩固拓展成都生活中心和消费中
心地位，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
费城市的建设。

这一点，成都从伦敦、纽约等城市
得到启示，提出丰富夜间经济发展内
涵，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这其
中就包括了推动艺术、文创、文博与夜
间经济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兴夜间消
费业态，创新完善成都夜经济政策机
制，以及增开夜间游览线路，探索实现
在周末、节假日对公交线路与地铁线路
实行延时运营乃至通宵运营。

陆肖站TOD示范项目。

成都太古里。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充分研究吸纳四个国际大都市经验的基础上，深入
分析成都现状和成都未来发展目标，归纳提出对成都的八条启示。“取经”世界

对标伦敦纽约东京上海
成都规划国际大都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