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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南段）滨江产业规划探析

徐进

（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200082）

【摘要】根据《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 2035）》杨浦滨江南段将成为多元开放的人才聚集地、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创新制高点、亚洲闻名遐迩的活力生活区。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明确杨浦滨江新

的顶层设计现状，即水岸功能实现 1.0至 4.0演进，从南段滨江功能定位、空间需求与规划理念、空间布局原则下的
调整建议三方面探讨了杨浦南段滨江产业规划概念布局，并就杨浦滨江南段“国际滨江创新带 ,后工业未来水岸”创
新生态实践区开发和规划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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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浦滨江顶层设计
杨浦滨江的开发建设，也是紧密围绕上海建设“卓

越的全球城市”的愿景，力图通过规划建设，把“一江

一河”沿岸成为“代表上海卓越全球城市水平”的标杆

区域、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承载区、体现

上海城市形象的著名地标。同时让杨浦滨江的文脉得以

延续、展望未来，打造形象一流、功能一流、配套一流、

服务一流的“世界级会客厅”。从城市形象上，杨浦滨

江应继续传承弘扬百年工业文脉地域特色的基础上，优

化提升完善“后工业未来水岸”内涵。从功能定位上，

打造以文创为引领，以科创为核心的“滨江国际创新带”。

（一）水岸功能实现 1.0 至 4.0 演进

上海浦江两岸滨江带已经充分体现了水岸功能 1.0

至 3.0 的演进，由此杨浦滨江可以充分发挥“浦江 4.0”

的角色定位，引领未来，积极拥抱“后工业”时代，进

一步诠释以开放创新为要素的“浦江 4.0”。

（二）滨江国际创新带，后工业未来水岸

杨浦滨江以“滨江国际创新带，后工业未来水岸”

为整体定位，展示浦江两岸未来滨水功能的样板空间，

汇聚全球资源，辐射一带一路创新枢纽，打造推动杨浦

后工业时代产业跃迁的实践平台。

建立数字化智慧产业承载区，承载南段与腹地企业

总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示范绿色生态、产城融合

的居住体验。

要建立未来城市畅想区，融汇全球尖端科技，探索

无界创新，引爆蓝绿交融、充满活力的未来城市样板。

要建立创新生态实践区，以科创为核，依托工业 4.0

企业总部及开放式平台打造创新生态圈，以文创引领，

实现传承历史、面向未来、蓝绿交融的新都市文化。

（三）杨浦创新生态实践区

杨浦滨江南段作为杨浦滨江开发的启动区域，功能

定位为打造能够汇聚无界“创新者”的创新生态实践区。

1. 目标人群

杨浦滨江南段应汇聚不分国籍、不分年龄、不分行

业的“无界创新者”，他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更加活力

焕发加多元包容。这些人包括产业生态创新主导者，海

纳百川的知识空间分享者，社交体验的娱乐消费者，新

娱乐科技文化互动的新消费者，想要尝试未来科技，体

验共享社区智慧城市的人群。

2. 创新产业生态

创新产业生态短期内需要聚焦先进智造、数字科技、

创意设计共同推动工业 4.0 产业主题，打造工业 4.0 创

新企业总部。汇聚“工业 4.0”产业升级的三大驱动力：

一是先进智造，从硬件维度提升生产制造的效率和质量，

以实现技术瓶颈的突破；二是数字科技，通过价值链、

管理流程和经营模式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来提高生产

力；三是创意设计，创意撬动产品，内容创造更加以人

为本，更加注重使用者的体验。

创新产业生态长期采用“负面清单”原则，不限定

具体行业，重点吸引工业 4.0 主题下的 3 类“引领性”企业：

成熟行业领军企业、成熟行业隐形冠军、新兴行业高潜

企业。 

把握“反规划”原则：明确吸纳入驻企业的经济标

准，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界定标准，剔除高污染、

高能耗等个别产业，并且要着眼长期，以企业 5-10 年

的表现来判断其价值。从而，形成以人工智能、数字科



  2020【2】4    2 卷 4 期  ISSN:2661-3662(Print);  2661-3654(Online)

    工业技术         ·123·      

技、创意设计为支持产业的杨浦滨江创新生态圈。

3. 文创体验消费

在滨江沿线，打造科技与文化互动的新文创消费功

能，构建全方位体验式、科技文化互动的新消费经济。

通过融合科技手段与先锋艺术的地标性滨水剧院构建水

岸剧场；充分利用工业遗存，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手段布

局运动项目创建虚实互动空间；建立创客购物中心，集

创新展示、互动、和孵化于一体，架接消费者与创新者；

打造工业风潮街区，将工业遗存更新为文化体验空间，

打造富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体验消费街区。

4. 知识分享社区

利用杨浦滨江区域众多体量较大的工业遗存作为载

体，打造展示未来城市生态和生活、举办世界级新工业

博览的未来技能博物馆，筑造新旧融合的地标项目，紧

扣智造主题的持续学习社区，打造公众互动体验的未来

城市。引入国际学校、生物医疗、顶级学院等，实现人

才能力的可持续升级，打造全民持续学习社区，并通过

其他手段与措施构建持续学习生态体系。

5. 智慧人居活动

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在杨浦南段滨江区域通过智

慧型解决方案塑造城市智慧人居样板：智能监控、动态

调度的智慧交通管理平台，集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

慧楼宇管理为一体的智慧城市服务系统，集低碳环保、

环境监测、智能管理为一体的智慧节能环保体系。让周

边居民能充分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交通、医疗、教育等。

并且通过多元联通的交通网络、共享包容的混合社

区、蓝绿交融的活力生态、智慧联动的解决方案四个方

面的国际合作实现能级跃升，打造“杨浦滨江国际合作

创新试验区”。

二、空间布局理念
（一）功能定位

杨浦滨江南段用地范围：平凉路以南、秦皇岛路以

东、复兴岛以西地区，总用地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本

区域内的整体定位为：滨江国际创新带，后工业未来水

岸。

杨浦滨江南段作为项目启动区，其功能定位为“杨

树浦创新生态实践区”，汇聚无界创新者，打造以创新

生态为核心区、科技金融互动片区、数字创意融合片区、

滨江悦活廊带相结合的，以“文创引领，科创核心”为

总体思路的创新生态示范区。

（二）空间需求与规划理念

“后工业未来水岸”定位对空间提出了新的需求，

由此对杨浦滨江空间规划提出新理念：一是，提供多式

连接，提供链接水岸与腹地，并渗透每个角落的多种交

通连接方式，形成出行组合渗透式交通；二是，集聚多

元人才，以需求为导向量身定制，汇聚不分国籍、不分

年龄、不分行业的无界创新者，并需满足各类人才的多

重需求；三是，打造多重功能，居职娱学等功能分散融

合在整个滨江地区，但每个板块又紧密联系形成整体协

同的主题区块。

三、杨浦南段滨江功能规划
基于“滨江国际创新带、后工业未来水岸”定位，

建议打造科技金港、汇智街区、未来幻坊等具有鲜明主

题的区块，形成“一核两片”的创新生态圈：

（一）“一核两片”活力生态圈

创新生态核心区以“工业 4.0 智能制造”为主题，

通过开放式平台链接全球资源，以国际合作为特色，以

全球“工业 4.0”企业总部为核心功能，形成面向国际

化创新智造人群，实践“5 分钟步行生活社区”理念，

打造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国际医疗、未来工业博览、

创新实验型商业、科技运动场馆、杨树浦滨江公园等辅

助功能组成的汇智街区。

科技金融互动片区将聚集以“科技创新 + 金融服务”

为主题的功能型总部，围绕金融与科技两大主题，形成

功能型总部集聚核心功能，面向科技金融领域的高管和

白领人群，打造拥有高端住宅、精品商业、高雅艺术剧场、

遗存改造开放艺术空间等辅助功能组成的科技金港。

数字创意融合片区以“数字科技 + 创意设计”为主

题，形成创新创意的融合升华。以数字科技与创意设计

为主，实现科技与文化融合为核心功能，形成面向都市

文青与数字公民，打造共享办公空间、共享租赁式住宅、

职业教育、体验式商业、科技体验剧场、文化科技书屋

等辅助功能组成的未来工坊。

（二）沿江休闲生活圈

在“一核两片”的基础上打造滨江悦活廊带，呈现

三大鲜明主题以满足不同创新人群的多元活动需求；整

体形成“一核两片一带”的格局。

在创新生态核心区建设满足国际化创新智造人群的

多元交流休闲需求的未来工业博览、创新实验型商业、

科技运动场馆、娱运动交融的生态绿地。

在科技金融互动片区布置满足科技金融领域的高管

和白领人群的精品文化消费需求的精品商业、高雅艺术

剧场、遗存改造的开放艺术空间。

在数字创意融合片区布置满足都市文青与数字公民

创造体验消费需求的体验式商业、共享办公空间、文化

科技书屋，满足居住人群生活休闲娱乐需求。

（三）出行组合渗透交通

遵循公共交通导向，围绕轨道交通与中运量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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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的关键站点打造复合型功能级核，为城市生活提供

便利，公共绿地 5 分钟步行可达率将接近 100%，交通

能耗指数也将低于 100%，将与新加坡持平，人均公共

空间面积也将增加，公共服务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率

100%，形成区域引爆中心，激发区域活力。

四、总结
杨浦滨江是黄浦江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有

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该区域的开发对人民也有着

重大影响，因此杨浦滨江的规划要对得起人民，经得起

考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运营是确保“一张蓝

图干到底”的先决条件，从规划设计、到开发建设、到

招商运营，都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来推进，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的将规划转变为现实，推动城市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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