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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协同创新力，长三角将成全球科创版图一极
城市间的竞争正在从“指头”走向“拳头”，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指出协同可以演奏最美的乐章

一根指头的力量 ， 远不及一个拳

头。 未来全球城市之间的角力，也将从

一根指头走向一个拳头———单个城市

间的竞争，将被城市群落竞争所取代。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放眼

未来， 沪苏浙皖如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着眼长远，在目前已经崛起的几

大城市群落中，长三角处于怎样的位置、

发展潜力如何？就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

强教授日前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访。

文汇报： 您曾是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园区总规划师。 世博会结束后，您就

开始投入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长三角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可否分享一下您及

您的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

吴志强：21 世纪全球城市正步入一

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创新正在逐渐

跨越城市的地理边界，进入到区域城镇

群创新的新阶段。

站在这一视角看长三角一体化，我

们会发现，这不仅是党中央立足全国发

展大局作出的重大部署、“自上而下”的

顶层设计 ；它也是一种 “顺势而为 ”，顺

应当代城市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作出的

科学决策。 其实，在长三角内部，民间推

动各区域内部融合发展的苗头早已显

现。 过去十来年，长三角跨城市联合申

请的专利增加了五倍多。

早在2002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

就提出了 “Global Region”（全球区域）

的概念，之后我的几位博士后和博士生

分别围绕全球区域城镇群理论概念、界

定方法和综合实力测度等方向进行了

连续探索。 2012年至今，我们成立的学

术组织———长三角城镇群协同创新中

心，已跟踪研究了全球42个城镇群。

当我们把长三角放在全球版图

上 ， 将它和世界上已经形成的城市群

落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 ： 今天的长三

角城镇群 ，无论是与英国大伦敦地区 、

南欧的 “金香蕉 ”城市群 、日本关东—

关西地区以及美国的东北部城市群、五

大湖城市群及西北部湾区城市群相比，

还是与国内的珠三角和京津冀城镇群

进行类比，长三角城镇群的综合优势都

已十分明显 ，集中表现为三点 ：城镇群

的总面积最大 、人口数最多 、经济增长

率最快。

未来 ，决定国家竞争力的 ，是一个

国家所拥有的全球区域城镇群的协同

创新力 。 而上述这十个全球区域城镇

群，基本上将是未来世界上最具竞争力

和创新活力的城市群落。

当然， 长三角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

的一极，还有一些“短板”要补。从创新产

出的密度观察， 长三角目前还存在着城

镇群的地均产出、 人均产出和人均专利

数偏低的问题。仅以人均专利数为例，英

国大伦敦区域城镇群和日本关东—关西

区域城镇群目前都排在世界前列。

根据我们的估算，只要持续推进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些“短板”

都能补上，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推进、如

何克服现有的空间藩篱。

文汇报：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您认为“更高质量”将体现在哪

些方面，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吴志强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 ，血脉

相亲、文化相通、地缘相近 、交通相联 。

但是，所谓的 “更高质量 ”，指的主要是

物质的、空间的和血缘的天然联系之上

的内涵。 同时，它也特指区域内城镇间

的协同性，尤其是高品质创新中的区域

协同性。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区域

内的创新要素对接了吗？ 创新活动协同

了吗？ 创新动力互惠了吗？

客观地说，长三角城镇群内部创新

资源的互补性很强。比如，浙江民营经济

积累的力量，江苏地方政府强劲的实力，

安徽拔尖科技人才的创新， 上海金融中

心极强的融资和国际合作网络对人才的

吸引。 这五大创新要素， 就像五个 “手

指”，只有接通，才会形成“手掌”，“捏紧”

一个拳头；协同，可以演奏最美的乐章。

假如“手掌”是五个手指的联结，那

么，智能化区域创新平台是必不可少的

联结要素。 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 ， 必须构建智能化网络创新平

台。 这也是“更高质量”的一大表征。

当前，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推动

长三角智能一体化。 简单来说，就是通

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手段 ，推动区域

内各城镇将各自科技创新需求，与区域

内外被分割、信息不对称的创新要素进

行智能对接，达到高品质的智能协同。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课题组已完成

全球首张全样本城市发展图。 借助人工

智能识别技术，我们实现了对全球主要

城市群落的智能识别，也可以直接诊断

区域内城镇群之间的道路交通、信息网

络的发育状况。 我们发现，一个区域内

城镇群的创新力，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发

展品质、规模和速度。

文汇报：这是否就像我们现在用的

车载导航一样，有了针对城市和城市群

的智能推演平台，长三角一体化在具体

推进过程中，要素配置就会更加精准？

吴志强：确实如此。 推动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区域间的精密协同。

举一个例子。 G60 科创走廊被认为

要打造成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引擎，沿线各地的加盟意愿都非

常强烈。 但是，在这条科创走廊沿线，各

城市之间的需求、资源和要素如何有效

配置，产业集群如何优化 ，这就要借助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

在我们课题组先期完成的城市智

能推演平台 ，发挥 “导航 ”功能 ，完成

G60 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群落中各种创

新要素的高效配置、 启动智能规划，这

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可以说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将会

影响全球科技创新的版图。 长三角城镇

群到了创新要素一体化的新时代，区域

智能协同平台将是高质量实现长三角

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新任务与新标志。 或

许用不了多久，长三角就会率先成为我

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也将成为全球领

先的智能创新城镇群。

嘉宾：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 采访： 樊丽萍 （文汇报记者）

(上接第一版)

我们应该看到， 文化创意产业的天

地很大。一本《故宫日历》不过 365 张纸，

相比故宫的藏品， 相比全国博物馆的藏

品， 相比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量，它

完成的是一个想象和链接。要系统梳理传

统文化资源，要让广阔大地上的各类文化

遗产和人文表象活起来，要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创意想象的空间其实非

常辽阔， 创意的素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文创产业正迎来大有可为的时代。

优秀的文创是我们文化生活中让人

眼前一亮的打开方式，它求新求变，标新

立异， 它在映照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同

时，也重新“审美”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好

的文创项目可以成为我们优秀文化融入

生活、流行世界的支点，也可以成为创新

创业的新发力点。

以“同款”的名义复制，伤害的是创意

高品质展览吸睛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第十二届上海双年展
两个月内观众六万

昊美术馆
大型个展《虚·构》

开展当月观众超四万

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

改革开放主题展览
观众接近平日 10 倍

①明珠美术馆“读书行路：《路易

威登游记》艺术展”。

②中华艺术宫“水墨概念艺术大

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③上海久事美术馆（外滩馆）“上

海外滩百年历史变迁油画作品展”。

④中华艺术宫“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上海美术作品展。

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 ②

③ ④

上海去年旺季平均每天有四场展览开幕
89家美术馆全年接待观众677万人次，共举办展览992场

2018 年度上海美术馆运营大数据出炉：截至去年年底，上海

89 家美术馆全年共接待观众 677 万人次 ， 较 2017 年增长了近

10%。 其中，口碑展览是拉动客流的制胜法宝。 据统计，2018 年全

市美术馆举办展览 992 场，在旺季的第四季度，沪上平均每天有四

场美术展开幕。

口碑展览是拉动客流的制胜法宝

2018 年，上海新设立八家美术馆，停止运营两家，另有八家临

时闭馆装修。 截至年底，沪上共有美术馆 89 家。 其中，国有美术馆

22 家，非国有美术馆 67 家。 从行政区域看，数量最多的浦东新区

拥有 20 家美术馆。

根据参观人次排名，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刘海

粟美术馆、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上海余德耀美术

馆、上海当代艺术馆、松江美术馆、上海浦东新区昊美术馆、上海新

美美术馆位列前十。 其中，刘海粟美术馆、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参

观人数飞跃式增长。同样涨幅较大的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排名

跃居第二。新上榜的松江美术馆位于泰晤士小镇内，文化旅游的融

合发展为美术馆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也反映了远郊群众对艺

术的需求。 同样首次上榜的还有位于徐汇区的上海新美美术馆。

统计数据显示，高品质展览是“揽客”的重要法宝。第十二届上

海双年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两个月内吸引六万观众。昊

美术馆去年6月起展出阿根廷“错觉”艺术家莱安德罗·埃利希的大

型个展《虚·构》，当月观众人次超过四万，达到平时的八倍。上海中

国画院美术馆通过名家作品云集的改革开放主题展览， 带来接近

10倍于平日的观众流量，月度观众人次首次破万。

公共假期是美术馆参观高峰

2018 年全市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较 2017 年增加 269 场，涨幅

接近 40%。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展览数量显著上升，与美术馆积极

拓展社会项目、举办馆外展览息息相关。 据统计，去年举办的馆外

展览有 181 场，学校、商场、公园等区域成为美术馆的第二展厅。

一年中，展览数量呈逐渐上升态势：第一季度为177场，到第四

季度飙升至372场，平均每天新开四场展览。从内容看，这些展览涵

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装置、影像等艺术门类。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近些年广受欢迎的文献展持续升温，数量达到53场。

从参观时间段分析，公共假期依然是本市美术馆参观高峰。春

节期间是 2018 年度第一波观展小高潮， 共有约 15 万观众走进美

术馆，欣赏近 60 场展览，参与近 20 场公共教育活动。 “五一”小长

假是第二季度的观展高峰，全市美术馆约 80 场主题多元的展览陪

伴近 9 万观众度过了文艺小长假。 中秋假期，全市41 家美术馆开

馆，举办 79 场展览、48 场公共教育活动，吸引观众 104 万人次。 国

庆长假期间，本市 48 家美术馆继续为市民与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文

化服务，共有 34 万名观众走进美术馆，欣赏 101 场展览，参与 103

场公共教育活动，观众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 60%。

2018 年度， 本市美术馆举办公共教育活动 3338 场。 数据表

明，大部分美术馆认识到艺术普及的重要性，但发展不平均的现象

颇为明显。 比如，2018 年，公共教育活动开展最为活跃的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一年达到 472 场，但有些美术馆的惠民类公共教育活

动却几近空白，在社会服务效能方面有待大力提升。

(上接第一版)

夯实文化“码头” 发展
文化“源头”

努力擦亮上海文化品
牌，助推新人新作

今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

台》诞生 60周年。 1959年，这部由何占豪、

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在 “上海市音乐

舞蹈展演月”（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前

身）舞台上惊艳首演，担任小提琴独奏的俞

丽拿年仅 18岁。 自那一天起，《梁祝》这只

美丽的蝴蝶飞入千万人的耳中、心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之春” 这一

全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音乐节， 始终以

推新人新作为己任，汇集了《红旗颂》《白

毛女》等当代经典，也将朱践耳、吕其明、

闵惠芬、胡蓉蓉、凌桂明、廖昌永、辛丽丽、

罗小慈、段皑皑等一批艺术名家送到了观

众面前。 最近 6年，“上海之春”总计展演

了来自全国全球优秀演出 400余场，推出

新人 600余名、新作 70余台，艺术普及惠

民活动近百场。

为夯实文化 “码头 ”、发展文化 “源

头”，上海搭建起的艺术平台又岂止“上

海之春”。 上海美术大展、上海书法篆刻

大展、 上海国际摄影节……一个个文化

品牌，让全国文艺工作者近悦远来，各展

风采。其中，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自 1989 年创设，历经 29 届，现已成为具

全国影响力、 权威性的戏剧领域表演艺

术专业奖项 ， 共吸收海内外参评演员

3600 余人次，涉及剧目 2000 余台、剧种

60 余个，600 余人次获奖，推动了中国戏

剧艺术的繁荣兴盛。

近年来，为扩充队伍增添活力，上海

对新文艺群体、 海漂艺术家们给予了许

多特别关注， 使其成为推动海派文化融

合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比如，2014 年

和 2016 年，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两次在中

华艺术宫举办了“漂移海上”海漂艺术家

作品展，推出了 91 位艺术家的 353 件作

品。 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则为体制外

文艺工作者开通绿色通道， 解决他们的

户口、 职称评定难题。 截至 2018 年，有

277 人通过该平台获得上海社会文艺工

作者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认定证书，19 人

获得艺术系列高级职称 ，364 位各地优

秀演艺人才落户本市。

上海文化艺术界还与兄弟省市主动

对接， 积极打造长三角文艺发展一体化

的“大码头”。2018 年 6 月，上海市文联牵

头的“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在沪成立，

紧接着，长三角曲艺合作联盟，长三角舞

蹈发展联盟， 长三角音乐发展联盟相继

落地。

汇聚中坚力量 推进重
大题材创作

让“上海出品”去世界
舞台讲“中国故事”

以重点工程为抓手， 汇聚文艺界中

坚力量，推进重大题材文艺创作，是上海

文艺创作的另一重要路径 。 “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

传播工程便是其中的代表。 经过长时间

精心构思以及由专家组成的艺委会数次

评审，首批主题画已创作完成。 “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全套 30 本连环画

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齐， 并获得

第 26 届“金牛杯”全国优秀美术图书评

选金奖。 《中华创世神话原创作品音乐会

（海上新梦Ⅻ）》、 原创木偶剧 《创世·补

天》、儿童剧《大禹治水》等相关主题的舞

台艺术作品也纷至沓来。 《开天辟地———

中华创世神话》 开首两则故事 “混沌开

辟”与“女娲造人”，更被波兰教育出版社

看中，收入波兰六年级语文教科书。

优秀作品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卓越

的影响力，近年来，“上海出品”已频频迈

出国门， 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 “好声

音”。仅以上海杂技团为例，近些年，该团

成功拓展国外主流市场， 中华文化艺术

“走出去”连创佳绩———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取材中国传统故事的杂技

剧《十二生肖》在法国、瑞士等地共计演

出 113 场 ， 观众超过 45 万人次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大型原创杂技

主题晚会 《小龙飞天 》在法国及周边法

语区 29 个城市演出 96 场 ， 观众达 30

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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