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TOD规划方案（部分）

陆肖TOD

将打造成为“以轨道交通引领、以公
园社区为特色的城市中央活力区”

天府新站TOD

总体定位为“世界一流的枢纽公园
地标、链接全球的国际交往中心、行业领
先的站城融合典范、推动发展的区域中
心极核、彰显特色的天府文化街区”

马厂坝TOD

总体定位为“城市新区里程碑——
‘人城产’理念践行标杆”

双凤桥TOD

将“形成高效低碳、转换便捷的绿色
出行场景”

行政学院TOD

核心区将“打造商业、办公、酒店，营
造都市商务场景”

幸福桥TOD

将“补充城市功能，依托美食文化构
建完整的城市生活服务圈”

2月5日，成都进行了首次最大规模
的TOD项目方案集中公布，行政学院、幸
福桥、双凤桥等10个TOD项目面向世界
提供“机会清单”。

据悉，到2023年，成都将全面建成
TOD示范项目首期工程，到2025年，完整
形成高品质居住中心和多元化消费极核。

产城、融合……
多个词汇频现TOD项目

从规划可以窥见一座城市崛起的壮
志雄心。此次公布的10个TOD设计方
案中，陆肖TOD方案提出，1771亩一体
化设计范围将打造成为“以轨道交通引
领、以公园社区为特色的城市中央活力
区”；天府新站 TOD，4090 亩一体化设
计范围总体定位为“世界一流的枢纽公
园地标、链接全球的国际交往中心、行业
领先的站城融合典范、推动发展的区域
中心极核、彰显特色的天府文化街区”；
马厂坝TOD，1540亩一体化设计范围总
体定位为“城市新区里程碑——‘人城产
’理念践行标杆”……

10个TOD项目，虽然站点等级、总体
定位、规划目标不尽相同，但细看每个项
目的规划与设计方案，却能发现“公园社
区”“产城”“融合”等多个相同的高频词汇。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 10 个 TOD 项
目已陆续启动。

“加快成都打造人城境业高度和谐
统一的公园城市样本。”成都轨道城市投
资集团负责人表示，TOD全域推广的一
盘棋，上对接城市发展愿景规划，中结合
轨道专项规划，下落位片区发展愿景，在

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做到了统筹考
量，整体谋划，更有全局性，兼有个体性，
突出差异性。

变“客流”为“客留”
构建成都TOD商业逻辑

“场景赋能”几乎成为每个 TOD 的
鲜明标签。

双凤桥 TOD 一体化设计方案提
出 ，将“形成高效低碳、转换便捷的绿色
出行场景”；在行政学院TOD，核心区将

“打造商业、办公、酒店，营造都市商务场
景”；幸福桥 TOD 明确，将“补充城市功
能，依托美食文化构建完整的城市生活
服务圈”……

“因为场景是激活TOD生命力的关
键因子。”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负责人
介绍，TOD项目城市一体化设计以消费
者体验为中心，在人群流线上设置露天
商业、沿街商业、商业综合体等，有针对
性地植入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吸引
人流向TOD项目集中汇聚，从而实现变

“客流”为“客留”，提“人气”为“商气”，实
现“人留商聚”。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负责人介
绍，着眼都市级、区域级、社区级消费格
局，成都 TOD 已启动差异化布局大体
量、全业态的综合型商业，景观化、场景
式的公园型商业，小而美、特色化的街区

型商业，营造全客层覆盖、全业态融合、
一站式满足的站城空间，构建形成以
TOD为极点，商业中心-居住中心-生产
中心圈层分布的城市组团。

推动制订19项配套政策
构建TOD创新顶层政策体系

从规划期待一座城市分享的巨大机
遇。据悉，此次公布的设计方案中，10
个 TOD 项目的规划结构、慢行系统、地
下空间、公园城市等内容都是首次对外
进行公布。

“我们希望借项目规划方案，面向世
界提供‘合作机会清单’。”成都轨道城市
投资集团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目前成都已推动制订规划
类、开发类、运营类、保障类等19项配套
政策，精准破解痛点堵点，构建形成国内
领先的TOD开放创新顶层政策体系。

去年以来，成都TOD与方所、新华文
轩洽谈对接在TOD落户，与日本茑屋书
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中体产业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陆肖TOD项目落
地“西南首家户外主题体育综合体”；与沃
尔玛（中国）、新加坡雅诗阁、苏宁控股等
知名品牌开展深度战略合作；与港铁、万
科分别合资组建商业管理公司、物业管理
公司，目前均已正式投入运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近段时间，“科技创新”在多级政府
的重要会议中被反复提及。纵观国家、
省、市围绕“科技创新”提出的要求，成都
市政协委员、科技局局长丁小斌表示，有
两个关键词让他印象深刻：“核心地位”

“战略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

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丁小斌指出，这足以可见“科技
创新”的重要性。

在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丁小斌
关注到了几个变化：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数、全社会研发投入以及技术合同成交
额等，纳入了政府主要目标考核。

“下一步，成都将聚焦科技创新，聚焦
怎样让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源，让科技资源转化为城市竞争力。为
此，我们大体上聚焦三个环节、提升四个
能力以及抓五个方面的工作。”丁小斌说，
归根结底，就是怎么向科技要答案。

规划布局
制定条例或法律规范
推动科创中心建设

从大方向上看，未来成都科技创新
工作主要聚焦三个环节和四个能力。“科
技发挥作用，要从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
明和产业新方向进行切入，同时还要着
力增强城市的四个能力，即产业创新能
力、成果转化运用能力、创新生态能力和
开放协同创新能力。”丁小斌解释，开放
协同创新能力的增强，不仅局限于成渝
两地之间，还有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
城市甚至全球之间。

在具体工作上，丁小斌首先强调，成
都需做好系统规划布局。“今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也是各项工作起步之年，
我们要基于两个大局，针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做好规划。”他说，“我们在
做好科技创新中心行动方案时，还要推
动成都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条例的出台，
这一做法在全国同类城市中都是比较创
新的，以条例、法律条文或规范推动科创
中心建设，还比较少。”

从未来整体空间布局上看，成都谋
划了包含四个层次的构架。“第一层是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接下来就是西部（成都）科学城，紧
接着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天府
实验室。”丁小斌介绍，成都将重点依
托西部（成都）科学城，按照“一核四
区”功能布局，用“核心＋基地”方式，
以“一核四区”为主平台，连接 66 个产
业功能区和 14 个产业生态圈，构建科
技创新体系。

做好支撑
依托“国家队”

建一批创新研究院

“不管怎么谋篇布局，创新驱动还得
依靠企业。”丁小斌强调。

“通过努力，近几年，成都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丁小斌列出一
个数据：2020年成都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900 余家，增长 47%，总量突破 6100
家。“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和北京、深圳
等地还有一定差距。”从另一个层面看，
成都在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上仍需
突破。“成都要建世界级城市，必须要有
世界级的企业。”他说。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还得依赖于平台的支撑，尤其是国家级

的平台或“国字号”的载体。
成都在争创国家实验室、国家级的

平台上正在发力。丁小斌透露，成都
规划了 5 个专业领域实验室，力争上半
年挂牌两个，“目前正在建设中。”同
时，加快推进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
高端航空装备制造中心等国家级创新
中心建设。

此外，依托“国家队”，比如中科
院等知名高校院所，成都还要建立一
批在专业领域特色鲜明的创新研究
院。

生态优化
将创新推出

研发贷、成果贷、人才贷

科技创新更需要“土壤”和“空气”。
“创新生态包含几大要素，首先是

人。”丁小斌表示，成都实施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聚
集于此。“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尊重劳动
的氛围更重要。”他说，成都举办的线上
线下“菁蓉汇”活动，目的就是为创新创
业提供支撑。

“同样，我们重视技术成果转化交易
应用。例如建设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举
办‘一带一路’相关的科技交流大会。”丁
小斌表示，成都也正在筹划基于数据的
交易平台，围绕基础性的数据存储等进
行建设。

“科技型企业最大的特点是轻资
产，没有抵押也没有现金，如何融资？”
丁小斌介绍，下一步，成都将推出“研
发贷”“成果贷”以及“人才贷”等金融
举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晨 杨金祝

未来，成都科技创新
工作主要聚焦三个环节
和四个能力。科技发挥
作用，要从科学新发现、
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
向进行切入，同时还要着
力增强城市的四个能力，
即产业创新能力、成果转
化运用能力、创新生态能
力和开放协同创新能力。

成都市政协委员、科技局局长丁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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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成都市两会

成都市政协委员、科技局局长丁小斌：

让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成都10个TOD规划方案集中公布
向世界抛出“机会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