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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天
府新区三大主体功能区
的发展将更加引人关
注、令人瞩目。根据最
新规划与目标，最先起
步建设的成都科学城瞄
准“全球一流的科学城”
目标；天府总部商务区
按照“总部经济主导、多
元业态支撑、人城境业
融合”的思路，建设面向
世界的中央商务区，打
造成都未来城市新中
心；最“年轻”的天府文
创城正在加快打造公园
城市文创表达典范区、
西部文创中心新极核、
中意文化创新示范地。

发挥“极核”作用
看天府新区三大功能区发展变化

近年来，天府新区充分发挥成都科学
城、天府总部商务区、天府文创城的“极核”
作用，为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提供最大动
能。“十四五”期间，天府新区三大主体功能
区的发展将更加引人关注。

根据最新规划与目标，最先起步建
设的成都科学城瞄准“全球一流的科学
城”目标；天府总部商务区按照“总部经
济主导、多元业态支撑、人城境业融合”
的思路，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央商务区，打
造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最“年轻”的天
府文创城正在加快打造公园城市文创表
达典范区、西部文创中心新极核、中意文
化创新示范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对比往
昔，天府新区三大“极核”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取得了怎样的改革成绩？采用了哪
些创新举措？其探索之路，能为世界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怎样的经验？1月，记
者走进天府新区三大功能区，感受这里的
巨大变化，探寻变化背后的创新密码。

成都科学城
瞄准“全球一流的科学城”
变化集中在鹿溪河上游区域

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成都科学
城依水而建，一座新城拔地而起。站在
天府新区规划展示厅外，可眺望整个兴
隆湖沿岸建筑。

天府新区新经济局相关处室负责人
说，2018 年初，兴隆湖沿岸的天府新经
济产业园仅有A区和B区建成，C区和D
区在建设中；独角兽岛、天府海创园、天
府5G创新生态科技园、川港创意设计园
等都在规划布局中。

经过3年建设，兴隆湖周边变了样：
科技创新资源聚集方面，清华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等

“高校圈”协同创新项目建成投运，中铁
轨道交通设计研发中心、中电建金属结
构研发中心等央企研发中心组团基本建
成；高品质科创空间建设方面，天府新经
济产业园四个园区建成投用，基本完成
企业签约入驻，独角兽岛启动区已建成，
天府5G创新生态科技园、川港创意设计
园正在快速建设中。

“最近3年，成都科学城建筑群最大
的变化集中在鹿溪河上游区域。”天府新
区新经济局相关处室负责人指着地图介
绍，这一大片区域，在 2018 年时还是一
片平地，现在绿道湿地已然呈现、高楼建
筑拔地而起，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争相
入驻。鹿溪智谷示范区建成，鹿溪·馆里
等 7 个生态价值转化项目投用，成都超
算中心等“大装置”建成投运，宇宙线物
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发平台等“大平台”
正加快建设，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科大成都学
院、国家成都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
队”组团基本成形，天府海创园一期建
成，将成为天府实验室的挂牌地，一大批
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服务项
目即将入驻。

在鹿溪河下游区域，天府大道东侧正
规划建设凤栖谷数字经济产业园，西侧的
华西天府医院今年将建成开院……随着
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投运，成都科学城的
城市承载空间不断扩大，形成多点开发格
局，一座现代新城正在全面崛起。

稳扎稳打，蹄疾步稳。作为西部（成
都）科学城“一核四区”中的一核，成都科
学城定下目标：到 2025 年，初步建成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学城；到 2035 年，基
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城；到
2050年，全面建成全球一流的科学城。

天府总部商务区
建设面向世界的CBD

从“规划建设”迈入“全面起势”

中铁卓越中心，这是天府总部
商务区第一栋投用高楼，站在这栋
楼的落地窗前往外望，周围的高楼
正在加速建设。

聚焦优质总部经济，在有限的
城市面积下实现单位土地价值最大
化。天府总部商务区的定位很明
确：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央商务区，打
造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

一般而言，CBD 往往是高楼林
立，高度集中了一座城市的经济、科
技和文化力量。

在28.6平方公里“元宝状”的天
府总部商务区重点开发区域中，布
局了 710 万平米的商务办公楼宇。
在其8.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中，布局
有高度超百米的楼栋约119栋，其中
100-200 米的高楼有 107 栋，200
米以上的高楼有12栋，预计到2023
年，核心区将建成商务楼宇354万平
米。届时，在成都很难找到一个区
域有这样高的商务楼宇密度。“这样
高密度的建筑群布局，是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天府
总部商务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从一个名叫“秦皇寺村”的区域
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一座

“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正在崛起。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自2019年

起，天府总部商务区签约落地项目
数和投资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019年至2020年的签约项目数，已
大于 2014 年至 2018 年 5 年签约项
目数的总和；2020年功能区项目投
资额（累计值）相较 2019 年增长
99.5%，是2015年投资额的近5倍。

截至目前，天府总部商务区已
集聚重大产业项目 71 个、总投资
2526.6亿元，共有总部项目53个，占
天府总部商务区签约项目的74.6%；
集聚高能级 500 强 25 家，占天府总
部商务区签约项目比重的35.2%，包
括世界500强11家。

此外，围绕总部经济产业生态
圈构建，天府总部商务区也在大力
集聚与总部关联匹配度高的法律服
务、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机构，打造
天府中央法务区这一战略平台。

“‘十三五’期间，天府总部商务
区以产业生态圈理念为导向，持续
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城市功能提升、
科创空间提速、协同发展提效，成功
入选 2020 年四川省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实现从‘规划建设’向‘全面起
势’重大跨越。”四川天府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天府总部商
务区党工委书记李昂介绍，具有全
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的总部经济集
群正在天府总部商务区加速成势。

天府文创城
探索公园城市的文创表达

力争2022年引爆项目建成投运

天府文创城是天府新区三个功能区中最年
轻的一个。

平地起新城，天府文创城绝不是建造一座
简单的钢筋混凝土城市，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
的创新路。

梳理天府文创城的成长历史，其最早出现
在公众视线是在2018年。当年7月，成都市委
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一心三城”，按照规划，天
府文创城占地54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文化创意、
休闲旅游等产业。如今，天府文创城扩容，其产
业功能区规划面积约140平方公里，城市规划区
研究范围面积约61平方公里，核心区规划范围
面积约2.32平方公里。

一方面，作为成都市六大国别合作园之一，
天府文创城高位谋划城市品牌战略，充分利用

“中意合作”的国字招牌，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的产业功

能区，天府文创城依托现状浅丘地形和“山水林
田湖”生态本底，秉持生态环境反向控制法，突出
公园城市的文创表达，注重“城市与自然、文化与
科技、建筑与艺术、生活与美学”有机融合，创新
绘就“生态筑城山水画、文化立城写意画、创意兴
城工笔画”美美与共的新时代“雁栖山居图”。

在四川天府新区文创会展局副局长、天府
文创城管委会副主任黄伟看来，经过一年多的
摸索与论证，天府文创城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
晰。“按照全域景区化理念，未来的文创城就是
一个大的风景区。”黄伟告诉记者，在天府文创
城，“城是乡的客厅，乡是城的花园”，城市和乡
村无缝融合，形式上是生态的、绿色的、城乡融
合的，但内在是时尚的、科技的、产城融合的。

据悉，按照“举旗中意合作、传承天府文化、
整合全球资源、引领文创趋势”的总体思路，天
府文创城重点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影视和文博
旅游三大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文明
互鉴枢纽、世界文创IP孵化高地、国际文博都市
旅游度假区，力争实现2022年引爆项目建成投
运、2025 年核心区域基本建成、2035 年支撑引
领极核凸显的发展目标。一批支撑性、标志性
的项目正在这里落地，已签约天府影都、清华大
学中意设计创新基地、浪尖国际设计港、思美数
字文创谷等高能级项目40个，协议总投资1045
亿元，紧密洽谈普德赋中法文化旅游城、奥森天
府8号桥等项目78个；累计发布创意设计、数字
影视等商业合作“机会清单”36项，吸引文创企
业累计注册213家，总注册资本58.6亿元。

目前，天府文创城首个文创产业孵化载体
“天府文化共享中心”项目一期土地已破土动
工，全面启动 7.4 万平方米载体建设，这里将建
设文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文化产业展演中心、
文创企业创新孵化器、加速器、特色商业、生活
配套服务等内容。天府文创城是推动天府新区
均衡发展，做强产业支撑的重大布局。随着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重大项目不断落地，先期项目
不断建成，天府文创城正在快速高质起势奋
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成都科学城。

国际艺术小镇项目效果图。

天府总部商务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