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余典范

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指出， 瞄准

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关键核心技

术的产业方向，持续加大投入，大力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传统

优势产业要提升能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培育成势 ， 重点区域要聚力突

破，加快形成新兴奋点、新增长点、新

支撑点。

产业基础能力决定产业发展高

度，是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底板”。

产业基础能力不仅包括基础关键技术、

先进基础工艺、 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

基础材料等传统的工业“四基”，还包括

操作系统、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重要

的基础软件所体现的服务业基础能力。

因此， 决胜未来产业需要下好这些产业

基础能力的先手棋。 其中的关键在于强

化基础研究的创新。按照国际经验，一些

创新型城市基础研究投入的 GDP 占比

均在 15%以上，头部企业、大型科研机构

是产业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者， 政府则

是自由探索和战略导向性基础研究的主

要投入者。 上海亟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的“补短工程”，在推进思路上，要以平台

化的思维来整合资源， 依托重大项目和

国家专项任务， 鼓励企业跨区域联合设

立或升级研发创新中心。

另一方面， 基础研究是全世界范围

的前沿问题，要支持双边、多边基础研究

合作，积极参与、发起和组织国际大科学

计划与大科学工程， 构建跨国学术交流

网络与平台， 推进国内外优质创新资源

的合作对接，逐步形成“以我为主，为我

所用” 的开放式基础研究网络体系。 此

外，基础研究是一项长期的、需要传承的

累积型事业， 只有实行人才强基的产业

发展战略，才能保障可持续的创新优势。

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从产业链的角度

来看，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以核心设

计、 研发、 技术和标准引领产业链的发

展，如苹果手机；二是以关键核心环节增

强产业链的控制力，如诸多行业的“隐形

冠军”； 三是以全产业链的方式渗透、控

制产业的发展，如波音和空客。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关乎产业质量效率和国际竞争

力，是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影响广度、治理

能力的体现。 对于上海而言， 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领域，

要实施“突破工程”，突破“卡脖子技术”，

引领新技术、 新产业的发展； 通过实施

“卓越工程”，形成“500 强企业+隐形冠

军+创业企业”的产业组织生态，培育一批

最具爆发力、掌握核心技术和环节、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卓越创新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在集成电路、商用大飞机、汽车、生物医药、

建筑工程等领域，要强化平台功能，将更多

优质的企业吸引到快速响应的供应链、技

术链中，通过集成优势引领产业发展。

同时，产业链的现代化需要突出产业链

和创新链的协同与集群，这不仅是产业发展

趋势的体现，更是提升上海产业能级和影响

力的务实之举。上海之前的创新主要偏重于

制造业主导的创新，偏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后

端，未来需要实施创新“转化工程”，构建“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服务+成果产业化”

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产业链，拉长生

产线和服务线，推动重点产业从“1 到

N”的裂变，稳步推进产业规模的扩张，

增强产业的引领作用。

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不仅要

体现在上海产业高端化升级上， 还要

发挥引领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

角产业高质量协同、 代表中国产业参

与高水准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功能。 因

此， 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应立足自身的

产业基础、顺应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

在开放创新中实现功能的强化。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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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一特色：看文创产业盘活区域经济的“上海方案”

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文创园区发现，各区在文创产业布局之中有不谋而合的前瞻视野

上海文创园区发展已逐步形成 “一区
一特色” 的发展格局。 记者近期走访多家
文创园区发现， 各区在文创产业布局之中
有不谋而合的前瞻视野： 对于电竞这样的
新兴文创产业， 各区都以文创园区作为孵
化地， 或引进电竞战队成为赛事举办地，

或打造联盟勾连产业上下游。 而在结合土
地、 经济等实际情况与文化环境， 针对园
区发展也各有独门绝招： 工业用地存量大
的打造园区集群， 让新兴业态在园区的彼
此勾连中积聚产业爆发势能； 通过精准定
位园区贡献税收的同时还能补足公共资源
短板造福周边居民； 园区变身可打卡的旅
游景区引流的同时， 也在文旅 IP 的打造
上先行一步……

能有如此发展格局， 是市区镇各级政
府引导与社会、 企业的多方联动之下的成
果。 记者选取黄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三
区作为案例， 看文创产业盘活区域经济的
“上海方案”。 眼下， 这样的 “上海方案”

有望系统化梳理 。 市文创办正着手编写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战略研究》，

阐述全市园区的优势特色、 资源禀赋、 运
营模式、 服务体系、 产业融合、 区域布局
乃至评价体系， 为全国提供可镜鉴、 可复
制的成功案例。

一个街区的 11家园区
“组团”打造国内示范集群
要提起上海文创园区，不可不提

建国中路上的 8 号桥一期。作为探路

者之一，经历 16 年的园区品牌，如今

又为行业带来怎样的新趋向？答案就

在相隔两公里之外的局门路。在这沿

线，其二期、三期、四期吸引了戴森、

抖音等一批现象级企业入驻。

戴森位于8号桥四期园区的中国

总部从500平方米一路扩张至2000多

平方米，直至2018年底，8号桥面对戴

森6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需求“无能

为力”时，双方才依依不舍地“挥别”。

有意思的是，戴森这位老主顾的办公

新址中海国际距离不过一公里，这样

一家工业设计巨头因为有 8 号桥的

“前缘”，最终留在了黄浦。可以说，戴

森的故事也勾勒着文创企业在园区

孵化、成长最终振翅离巢的轨迹———

作为文创产业的孵化地，通过优质环

境与产业聚集为初创阶段、初涉中国

市场的创新企业提供发力引擎，而当

其走上正轨谋求更大发展，成为区域

经济重要贡献者时，园区更是乐见其

成，与政府携手留住企业。

眼下，戴森中国总部在 8 号桥的

旧址又入驻一家众创空间，就在同行

戏言其中会否诞生第二个戴森时，启

客作为园区运营方，却低调支持一家

入驻创业企业———连联设计集团。走

进这家企业办公区，仿佛一家手作工

坊。 不过，它销售的不是最终打造的

手机壳、瓶瓶罐罐等文创产品，而是

通过打样来向设计师推荐各种新兴

原材料。 “新材料是工业 4.0 非常重

要的一环，在中国尚属萌发期，国内

不管是家装设计师还是建筑设计师，

在选择材料时第一反应就是搜索阿

里巴巴，选择有限、良莠不齐，更不用

提材料创新。”连联创始人吴迪介绍，

企业与法国、德国材料库达成战略合

作， 建成国内第一家线下材料库，其

12000 种的材料数量更是达到亚洲

第一。连联不仅面向各行业设计师提

供创造灵感和咨询服务，其通过技术

整合研发的鱼鳞板已经作为外滩防

汛墙投入使用，通过金属板上不同倾

斜角度的圆点像素折射的光影图案，

讲述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变迁。

而更有行业示范意义的是，在黄

浦区文创办和相关部门的引导下，8

号桥联合以局门路为轴线的 0.5 平

方公里区域中的越界智造局一期二

期、宏慧·盟智园等八家园区，成立上

海江南智造创意产业促进中心。这一

组织打破了同行竞争壁垒，让园区运

营方联合入驻企业， 坐在一张圆桌

上，共同谋划打造“江南智造”创意产

业集群区的美好愿景。

就是这样一种凝聚力，这条长仅

1.2公里却有着百年历史的小马路 ，

之于路人居民， 感受不到园区与园

区、园区与街区社区间的边界；之于

入驻的近300家企业， 可能过条马路

就能遇到下一个合作伙伴。11家园区

的合力之下， 贡献年营业收入近156

亿元，每平方米税收产出更是从2014

年的1446元跃至去年的5222元。

局门路因附近的 “江南制造总

局”而得名，从纺织厂云集的“织造”

发端，到改革开放中以江南造船厂为

代表的“制造”转型，再到如今文创产

业云集带来的 “智造 ”升级 ，一字之

差，呈现的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

发祥地的百年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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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战略推动产业发展
涉水文化装备版权等新兴领域
原本作为产业办公集聚区的文创

园区， 在打造公共文化体育空间的同

时 ， 甚至还能成功申请成为国家级

AAA 旅游景区。 从台胞父辈手中接过

传统纺织企业的“二代”创客连泰瑞，集

结海峡两岸一众文创从业者，将一块距

离七宝老街不到三公里的工业用地，变

身成为颇具旅游人气的麦可将两岸文

创园，让从虹桥下飞机、高铁的游客，在

老街感受传统之外，又多一个体验两岸

文化的新选择。

市场讲究头部产品， 对于园区，一

个能够在游客、企业中引流的头部企业

更是抢手资源。 为此，麦可将把同样来

自宝岛台湾的“纸箱王”请来。麦可将文

创园执行长刘亦展介绍，作为台中区域

传统包装工厂转型为文创行业领军者

的成功案例，“纸箱王”在“921”地震之

后建设的纸箱主题乐园成为当地的旅

游热门景点。从场景搭建到体验活动再

到文创伴手礼，无一不是围绕纸箱这一

核心要素。引介到上海不单是为大陆同

胞呈现台湾传统企业转型的绝佳样板，

同样也为园区找到了“导流”大户。 刘亦

展戏言是 “谈到把所有的竞争对手谈走

了才有了这次合作”。

乘着纸箱制作的火车在乐园外围

游历一番，不得不感慨宝岛台湾年轻人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巧思：几分钟“旅

程”里，穿过室内的纸箱王国，来到钢筋

搭建的空中花园，处处都是拍照的取景

地，就连虹桥国际机场划过天际的飞机

也成了景观。 下了车，纸箱主题餐厅则

能让游客体验纸火锅涮食物的乐趣。

即便是以版权交易为核心的中版

创意设计产业基地，也抓住了文化创意

与旅游深度融合诞生的新兴市场。总经

理张欢介绍， 园区计划推出文旅 IP 试

点打造项目， 以纪录片拍摄为起点，致

力于将影视粉丝向游客转化，借力文化

标签打通衍生市场……进而实现线上

线下流量、景区与版权资源的良性互动

共享，合力推动文旅 IP 的产业链布局。

带旺市郊人气的同时，闵行园区也

没有放弃对新兴文创产业的探索。据闵

行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王磊介

绍，去年 7 月区委区政府出台《闵行区

加快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若干意见》

和《闵行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2018-2020 年 ）》，提出文创产业

发展的“4589”战略，而其中的“5”对标

的即是在创意设计、网络信息、传媒娱

乐、文化装备、文化艺术等五大文创产

业领域加快形成突出优势。

位于得丘礼享谷的马努艺术是一

个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组成的另类

团队，创作基于代码函数生成的建筑装

置艺术作品，已成功转型为商业规模化

生产的文化装备企业。 走进办公区，建

筑设计师正用代码生成一个超大型的

建筑装置，将外星科技图腾与川剧变脸

元素进行算法叠加———这是为成都正

在建设的天府国际机场打造的。作品利

用马努自主研发的矩阵控制系统，实现

百万级别的机械点阵控制。别小看这样

一套装置，要用到超过20多项企业申报

的发明专利。 马努另一款量产化作品

“龙鳞”， 将建筑美学单元与光电结合，

打造兼具多媒体、 机械复合型媒体建

筑。尽管还在研发阶段，订单意向已经接

到手软。 原来马努艺术作品常年受邀在

各大艺术馆展出， 多家奢侈品品牌、地

产商找到企业，借此打造品牌地标建筑

外立面，实现商业品牌与艺术的跨界。

推动文创园区实现
公共服务与财政税收双赢
前不久， 高境镇因打造 “5G小

镇 ”的雄心 ，在上海刷了一把 “存在

度”， 殊不知在其科创如火如荼的同

时，文创产业也在飞速发展。 高境镇

仅7.1平方公里的镇域面积中， 集聚

着大到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小则

5000平方米的十几家文创园区。

这背后是高境镇盘活为数不多

的既有资源，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先机

的忧思。目前高境镇房地产业对于财

政收入的贡献比例已经低于10%，区

域经济发展活力从何而来？镇长高虹

军把科创与文创看作是两大引擎。通

过盘活有限的闲置工业厂房用地，以

及引入高新技术与文化创意新兴业

态，实现小镇第三产业能量的集聚。

事实证明， 高境镇的选择没有

错， 在全国减税降费的背景之下，镇

政府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不降反

升，同比增长近 16%。

不过高境大力发展文创的核心

目标绝不是增加税收，而是以园区建

设补足小镇的公共资源短板。所剩无

几的土地存量需要精打细算，更要精

准定位，高虹军“缺什么补什么”的逻

辑很朴实却见实效。就近期新开设的

几家园区来看，比如江杨南路高跃路

这一片区居民区多，然而公共运动设

施配比不足，健身步道少、体育器械

少。因此以体育为主题的文创园区三

邻桥体育公园填补了这一不足 ，跑

酷、攀岩、潜水……这些新兴小众体

育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身影。而在园

区周边，400 米环形跑道、 滑滑梯等

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则免费向周边居

民开放。 记者走访正值周末，看到场

馆内人气颇旺， 不少市中心的年轻人

也慕名而来。

再比如，新杨湾弥补了周边绿化

的不足。 为了扩大租赁面积，大多数

园区尽可能搭廊架梯扩大建筑面积。

但在新杨湾，七万多平方米的占地面

积，容积率只有零点八。 这不仅是为

入驻企业打造低密度的绿色办公环

境，同样也服务于区域绿化建设。 要

知道，面向贯通宝山、虹口、静安三区

的江杨南路主干道， 工业厂区不少，

背靠的西泗塘河则正经历又一轮河

道整治，缺的正是一块能够整合园区

绿化与水岸绿化， 供市民漫步的去

处。在引入国药器械上海公司这个年

营收 40 多亿元的央企“巨无霸”贡献

税收的同时，新杨湾也自觉承担起服

务区域建设的使命———就连江杨南

路殷高西路十字路口的绿化，企业也

一并 “包揽”。 镇党委书记张惠彬表

示，在高境这样的“螺蛳壳”里，要实

现民生和产业的和谐发展，园区必须

开墙透绿、服务社区，社区提供产业

应用场景、 消费客群支撑园区发展，

推进新形势下产城融合的高境版“微

实验”。

日前，高境镇将目前最大的一块

工业遗存用地，交由市国资委旗下的

临港集团重点打造为“新业坊·源创”

园区。作为上海最具实力的园区开发

和运营商，临港并不满足于以商业配

套带动周边夜经济，以厂房铁路改造

创建宜居城区，其已然向电竞、邮轮

经济等领域布局———“第三届中国电

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于上个月圆

满落幕 ；2023 年即将问世的首艘国

产大型邮轮，设计研发来自园区企业

中船邮轮。

黄 浦 宝 山闵 行

■把强化“四大功能”与落实重大战略任务紧密结合

① “新业坊·源创” 引入中船邮轮总部， 致力让 “邮轮经济” 在宝山

区焕发新的活力。 （新业坊·源创供图）

②步入得丘礼享谷，仿佛置身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园林，不少艺术家入驻其中，

投身文化装备等新兴领域的探索之中。 （得丘礼享谷供图）

③采用马努 “龙鳞” 专利产品的艺术装置。 （马努艺术供图）

④8 号桥一期入口， 主打艺术设计的 “誌屋” 以图书馆的样态， 让来访者很快就能

感受到这是一家主打创意设计的文创园区。 （8 号桥供图）

①

②

③

④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