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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时代下的城市中心高品质科创空间规划探索
——以“成都华西坝国际医美中心高品质科创空间规划”为例

杨志杰 曹 艳 李雪杨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川分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成都市部署54个高品质科创空间战略，打造产业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平台的主要承载区。“成都华西坝
国际医美中心高品质科创空间”是全市唯一位于城市中轴线上基于城市更新打造的高品质科创空间，从“精明增长”

的成都实践、“科技思维”开创性运用、城市设计全过程融入、更新项目体系搭建方面进行规划探索，为城市中心建

成区内植入现代科创产业提供可借鉴参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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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中心区建设高品质科创空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项目基于全球知名的华西院校选址于成都中轴——

人民南路核心段，以建设医美为驱动的全球大健康创新

转化高地为目标和定位。规划区内集聚了以华西“一校

四院”为代表的众多高端医疗资源，多条轨道交通汇集

于此，在区位、产业、交通等优势资源富集的同时，也

存在拆建地块、小微空间、存量楼宇等多类低效空间分

散的现实，其与科创产业高效集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

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2��更新导向下的规划策略探索

当城市“老了”“病了” ,城市更新不失为一剂良
方 [1]。城市存量土地资源中,低效用地资源往往占比较
高、位置优越,在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低效用地已
经成为城市存量空间挖潜的重要对象[2]。因此，在更新逻

辑导向下，通过“精明增长”+“科技思维”+“城市设

计全过程融入”+“全空间全类型的更新项目体系”四个
方面创新规划路径。

2.1  运用“精明增长”理论，探索城市主轴线上产业
创新落位路径（见图1）

2.1.1  整体识别可利用空间，综合分析产业空间等级
能效潜力

当前我国大城市逐渐进入存量时代，如何依托轨道交

通促进沿线存量地区的系统优化、品质提升和土地资本溢

价正成为城市更新面临的主要难题[3]。规划按照不同更新

方式和利用模式，对规划区内地块进行分类梳理，划分为

新建、包装置换和保留3类产业可利用空间。基于德尔菲
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以区位交通条件、空间承载弹力及

周边产业聚集情况等11项因子组成的指标体系，综合分析
产业可利用空间能效潜力，明确产业空间能效潜力等级，

识别产业落位的优先选择区和一般选择区。

图1��空间识别、极差分析、产业落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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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注重优选科创项目与更新空间的适配，形成多
处功能复合的“微空间产业群落”

谋划“1+3+1” 医美大健康产业生态，按照产业研发
创新、转化服务、应用示范、融合服务等核心功能，在优

先选择区域上进行首选落位，沿人民南路形成4大主题板
块节点，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包装利用方式，将产业细

分落位到建筑楼宇，形成多处“微空间产业群落”。

3��开创性运用科技思维，在城市更新中谋划高品质

科创产业集约高效布局

借鉴“分布式布局”科技思维核心内涵，依托华西

科创厚势，形成“一体后台+分布平台+应用链接”的空
间布局，在人民南路上构建“1+2+4+N”科创空间全景。
（见图2）

3.1  以华西为核心，进行端口拓展，构建“2”大服务
沿人民南路构建南北两大服务段。靠近华西端的北

向，向上拓展接口，延展医美健康研创、孵化等产业服

务链条，将华西创智功能进一步提升。远端南段向下拓

展接口，延展医美健康应用体验服务，将华西产业进一

步扩大和延伸。

3.2  按照分布式布局方式，打造“4大服务平台”，
营造分工明确的服务极核

根据现状空间资源和产业特征，沿人南形成“专业

化集聚”、“自适应生长”的研创、转化、服务和应用4
个功能性空间子平台。4个平台采用分布式布局方式，关
联上下游及左右岸相关企业，形成医美健康科创产业功

能区核心服务主轴，激活医美健康科创发展动能。

3.3  连接全球资源，线上线下培育多处科创场景
以华西合作世界先进医美健康产业，营造“院校+科

创”的创新活力场景；“医美+网红”的沉浸应用场景；
“产业+数字”的智慧体验场景；“金融+生活”的贴身
服务场景。通过4类新消费场景营造，整体显现高品质科
创空间特色。

图2��“一体后台+分布平台+应用链接”的空间布局体系

4��将城市设计研究方法全过程融入项目更新规划

伴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市设计编制工

作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4]。规划以“产业生态视角”进

行空间格局构建研究，以“经营视角”进行更新项目包

装策划，以“人本视角”进行空间要素体系和场景模拟

设计，城市设计方法中“研究-策划-设计”的管控和引导
要素内容，有效支撑项目后续实施落地。（见图3）

图3��“研究-策划-设计”空间设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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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医美大健康产业特质，以“华西医美科创轴、国

际医美健康脊”为整体形象目标，构建一条“4公里世界
级高精医美健康大道”，优化“空间开合、天际起伏”的

城市中轴空间序列。在产业平台中心，综合产业空间需求

和更新经济平衡，采用紧凑向上的空间利用模式，形成中

轴高点地标。平面布局上在产业平台打造4个大型开敞空
间，打开中轴线性肌理，增加老城开放共享节点。

针对产业平台节点公共功能的复合集约与共享，重

点谋划公共功能中心和楼宇创新共享空间2级共享功能空
间，与老城优势配套资源互补共享，集约节约用地基础

上催化老城中心产城融合。

5��建立全空间全类型的更新项目体系和项目库

基于科创空间产业、功能、服务、空间、景观、交

通6要素需求，充分挖掘存量空间，从“连片改造”、
“微更新”到“楼宇包装”全方位建立更新项目体系和

项目库，引导产业落位和场景建设。（见图4）
除前述产业功能项目外，在共创共享服务上，梳理规

划区内历史建筑、场馆、开放屋顶、桥下空间、公园绿地

等多处可利用的建筑空间和公共空间，通过创意场景激活

“小微空间”，搭建包含12处网红共创共享打卡地的共创
共享服务体系，满足科创人群和市民共创共享服务需求。

景观上关注科创交往并增强环境的情感共鸣。4处产
业平台构建显现产业气质的景观中心，并充分挖掘人南

沿线路边和街角，打造“金角银边”景观空间，提供连

续线性的科创公园环境感受。

交通上兼顾效率与舒适的出行优化。一是四个产业

平台以地铁站点为圆心打通步行通道，形成4个网络化
步行街区；二是沿人南中轴两侧规划连续“大健康骑游

道”串联4大平台，健全舒适绿色交通；三是统筹地下空
间，叠加智慧诱导系统，配建适应科创空间的高效交通

辅助设施。

最终，将医美大健康产业生态圈分解为创新、转化、

服务、应用4大环节落位4个产业平台，细分27个科创项目
适配更新地块和存量楼宇，成功指引8处重大更新项目、3
栋楼宇科创微空间利用、多条街道提升和多个微创型项目

更新建设，为招商引资和更新项目包装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4��全空间全类型更新项目库

结束语

新时期科创产业具有新特点，传统产业空间难以满足

其使用需求[5]。存量背景下，尝试在城市中心建成区植入科

创产业、建设科创空间的规划研究和探索，面临着诸多挑

战。本次尝试的方法和路径都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实践，一

些创新概念的提出和实际运用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等。对

于城市发展来说，城市更新下的产业空间塑造，既是时代

要求，又是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本文对

相关领域的规划研究及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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