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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直在努力打造鼓励“双创”的环境优势。 图为去年“双创周”上海主会场长阳创谷采用交互式展陈布置，颇具科技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短 评

长阳创谷：培育“无边界”创新生态成为网红地标
上海杨浦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鼓励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会堂、 草坪、 果园、 公园， 你看

不出进出长阳创谷的人要去哪儿， 可

能去长阳会堂搞项目路演， 可能约了

朋友听草坪音乐会， 有人专程去长阳

果园参加亲子活动， 也有人误入 “口

袋公园”， 停下来孵个太阳……
长阳创谷是一个创业园区， 自从

2014 年二期建成投用至今， 入驻了摩

拜单车、 智能云科、 英语流利说、 启

迪之星、 创合社区、 优客工场等一批

创新创业企业； 它还是占地 11 万平方

米的 “城市公共客厅”， 创业者的竞速

与生活家的悠游可以并行不悖。

“无边界”但“有生活”

从老厂房改造成创业园区的这几

年， 长阳创谷与外部空间的边界慢慢

消融。 长阳创谷总经理奚荣庆说， 园

区分期开发， 等到全部建成， 会有三

条市政道路穿越此地， “就像国外的

大学校园， 很可能进来了也不知道”。
长阳创谷也许没想成为 “网红地

标”， “无边界” 的空间设计理念则是

确定无疑的， 这是城市园区营造 “公

共性” 的基本条件。
长阳创谷的前身是中国纺织机械

厂（中纺机），改造之前，主体厂房多年

处于闲置状态。两年前记者曾走访等待

改造的厂房，站在层高十多米的空旷车

间，深感大工业时代建筑构型的宽阔和

厚重，围墙和铁门围合的废弃厂房格外

静谧，只有灰尘在光线中沉浮。 在中纺

机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乐敏德说，过
去的工厂有食堂、宿舍、托儿所，大门一

闭，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如今 ， 工厂 主 体 建 筑 完 整 保 留 ，

原有桁车、 吊臂重新改造为过街廊道、
园区装饰 ， 原厂铁轨 、 管道 、 仪 表 、
控制箱等元素尽量修旧如旧， 那些富

有韵律感的桁架结构、 自带光影特效

的气窗屋架和锈迹斑斑的老物件， 成

了长阳创谷最有辨识度的细节。
重新亮相的空间拥有与老厂房全

然不同的气质，它轻灵、开放，因为人和

信息的流动而生机勃勃。 奚荣庆介绍，
长阳创谷“无边界”但“有生活”，后者通

过开辟功能各异的公共空间实现，比如

建造高 12 米、宽 21 米、长 60 米的长阳

会堂，满足创客项目路演、创新产品发

布，以及室内表演等复合需求；把占地

7000 多平方米的中纺机足球场改成观

光草坪，举办创客之夜、设计师之夜、毕
业季音乐会、 夏至草地音乐节等活动；
长阳会堂北面 5000 平方米绿地变成了

果园 ，种满樱桃 、枇杷 、杨梅 、柑橘 、桑

葚、红心蜜柚、加那利海枣等本地果树；
长阳会堂东面 1500 平方米街角绿地则

由园区联合摩拜单车营造了一座“口袋

公园”。

空间越开放，人气越聚合

长阳创谷创造了城市更新的标杆

案例 ， 在老工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 中 ，
杨浦辖区内遗存的大量老工业基地土

地和老厂房资源丰富， 他们提出 “以

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转型、 以城市

更新带动城市建设转型”， 使得一大批

老厂房、 老建筑获得重生。
空间越开放， 人气越聚合———这

与新经济 、 新产业的特性如此 相 似 。
杨浦区建设国家 “双创 ” 示范 基 地 ，
也提出培育 “无边界” 创新生态， 鼓

励要素自由流动， 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比如不断完善政策体系， 针对总部经

济、 楼宇经济、 新一代人工智能及大

数据等制定产业政策； 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提

升企业设立、 变更、 注销、 备案等各

个环节便利度， 优化审批流程和投资

建设管理 ， 打造高水平 “互联网+政

务服务” 模式， 等等。
新载体、 新经济带来的改变有目

共睹， 2017 年杨浦区级财政收入累计

完 成 119.5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2% ，
增幅在上海市七个中心城区中位居前

列 。 第 三 产 业 地 区 增 加 值 增 速 达 到

12.4%， 位居全市第 一 ， 智 力 密 集 型

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 15.1%、 16.9%， 产业结

构也趋向于 “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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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蓓

深化改革开放增创“双创”新优势
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 而改革开放再出

发将是未来上海发展的最大优势。 上海要做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凝

聚创新创业的巨大能量， 形成良好的 “场效应 ”，
是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近年来， 上海一直在努力打造鼓励 “双创” 的

环境优势。 除了在张江打造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

等 “硬环境” 建设之外， 上海还在不断通过 “放管

服” 等改革举措优化制度供给 “软环境”。 无论是

提高审批效率、 简化审批流程、 完善政府服务， 还

是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 打造更多创新创

业资源共享平台，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共生互助、 聚

合裂变， 都会极大激发创新创业主体的活力 。 同

时， 上海又持续推出极具竞争力的人才集聚政策和

制度， 包括建立国内外人才引进制度、 便利化人才

服务措施等， 为人才近悦远来铺平道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座创新创业活跃、各路英才集

聚的城市，必将成为一座拥有无限未来的卓越城市。

市领导会见多哥客人
本报讯 （记者孙华）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昨天在兴国宾馆会见了以总统办公厅主任、 政府基础发展部

长西德梅霍·托梅加—多贝为团长的多哥保卫共和联盟代表

团。 陈寅向来宾们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加快推进禁毒示范城市创建
上海基层禁毒工作大调研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何易）上海基层禁毒工作大调研座谈会昨

天在嘉定区马陆镇召开，会议就进一步落实国家禁毒委要求、
加快推进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动进行部署。

创建禁毒示范城市是一项综合性的全面系统工程。 会议

明确要求本市各区要以建立健全 “六全” 禁毒工作体系 （全
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 全环节管控吸毒人员体系、 全链条

打击毒品犯罪体系、 全要素监管制毒物品体系、 全方位毒情

监测预警体系、 全球化禁毒国际合作体系） 为指引， 通过示

范创建活动， 进一步强化当地党委、 政府对禁毒工作的组织

领导， 推进成员单位履职， 调动群众参与， 发挥区域优势，
解决瓶颈问题， 促进禁毒工作全面、 整体、 协调向前发展。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主任陈寅主持并讲话。

火热的电竞梦想在这座城市点燃

2017年中国电竞游戏市场规模近800亿元，用户规模达2.6亿人，
80%以上的公司、俱乐部、明星团队都集中在上海

东方体育中心座无虚席， 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上画

着国旗和心仪战队的队标， 目光炯炯全神贯注盯着直

播画面， 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与掌声……这是刚

刚落幕的 DOTA2 完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
如 今 ， 电 竞 在 许 多 “80 后 ” “90 后 ” 和 “00

后” 年轻人的生活中， 几乎就是第一运动。 它在短短

十几年内， 完成了传统体育历经百年的演变。 国内调

查机构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电竞游戏市场规模近

800 亿元， 用户规模达到 2.6 亿人， 而其中 80%以上

的电竞公司、 俱乐部、 明星团队都集中在上海。
电子竞技正在成为上海“建设全球动漫原创中心”

的新增长点。“上海不仅拥有大牌电竞企业云集的资源

优势、金融发达和鼓励创业的生态环境，而且在电竞产

业链上下游进行全面布局，形成了领先全国的优势。 ”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花

建看来，电竞是一个如“星云”般膨胀的复合型产业大

集群，也重塑着上海文创产业的空间布局。 灵石路、中
成智谷等电竞集聚区的快速崛起， 证明电竞产业不仅

在上海中心区“向心汇合”，也在边缘地区“离心布局”，
有望形成众星捧月的电竞产业大布局。

产业优势与品牌优势相互转化 ，
产业链日趋完善

文化是一个“马太效应”突出的产业，响当当的

品牌是产业集聚的吸铁石。 上海在电竞这一新兴产

业的“集群效应”已颇为瞩目，集群的背后是一条被

不断拉长的游戏产业链———游戏研发商、电竞战队、
电竞解说、直播平台、比赛运营商、硬件制作商等各

个环节的明确分工， 让上海电竞市场上下游产业链

的整体生态愈发成熟。
上海静安区灵石路沿线被不少中国电竞人风趣

地 称 为 “宇 宙 电 竞 中 心 ”， 电 竞 运 营 商 量 子 体 育

VSPN、电竞俱乐部 EDG、Snake，以及“香蕉计划”公

司、 熊猫 TV 等一批知名游戏电竞相关产业公司在

这里集聚。低调的建筑群中，燃烧着全亚洲最火热的

电竞梦想。一些入驻的企业也反过来成为招商的“活
招牌”。

嗅觉灵敏的上海游戏人总能把握风口， 精准补

足产业链缺口。 根植于上海的第九城市原本是一家

专攻游戏社区建设、游戏运营与研发的公司，运营过

程中发现在游戏产业中高等教育与市场人才需求存

在明显脱节，于是成立九城教育进军游戏教育领域。

今年，九城教育更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合作，将游戏教育

开进了高校课堂，为中国电竞市场培养输送专业人才。

大型赛事此起彼伏，专业化操作为行
业助力

在近年的 ChinaJoy 上， 电竞已成无可争议的主角。
去年年底，上海颁布的文创“50 条”亦提到“鼓励投资建

设电竞赛事场馆， 重点支持建设或改建可承办国际顶级

电竞赛事的专业场馆 1 至 2 个， 规划建设若干个特色体

验馆”。从行业现状到政策导向都指向一点———注重体验

感的精品线下赛事是电竞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电竞看上海”，因为国内最重量级电竞赛事几

乎都已落户上海，DOTA2、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热门电

竞游戏均已落地开花。 巨人网络的球球大作战更已成功

举办线上公开赛、职业联赛等赛事，其校园挑战赛也成为

首个入选文化部 CEST 中国电子竞技娱乐大赛的移动电

竞赛事项目。
“线下赛事是连接电竞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

向世界顶级赛事学习的过程。 ”完美世界上海分公司副

总经理曾珏清说。 这些年，上海主办方对电竞赛事专业

而又前瞻的操作，改变了不少人心中“电竞只是玩玩游

戏” 的成见。 “魔鬼藏在细节中”， 由完美世界主办的

DOTA2 完美大师赛便在四年间不断完善升级。大到直播

屏的数量，小到“对战房”材料的环保指数，上海大师赛

的标准都在向国际最高标准靠拢。 一些电竞赛事的转播

制作水准在技术、艺术、管理等各方面均全面对标、甚至

超越传统体育赛事。 去年，量子体育 VSPN 在东方体育

中心组织承办的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总决赛中，总共调用

了 15 个机位、38 路信号，“顶配”水准甚至超越了同期篮

球、足球赛事。
上海电竞辐射出巨大的商业热能， 赛事广告赞助商

从早些年的键盘、外设、能量饮料等不断拓展，汽车、手

机、银行以及快餐等多个领域的知名品牌闻风而来，看重

的就是电竞对于年轻一代的深刻影响力。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上海一些电竞现场已经堪比顶级体育赛事。 （资料照片）

上海“软硬兼修”构筑强大“双创”磁场
（上接第一版） 在科学界， 越来越多人开始

讨论一个趋势———正如半个多世纪前全球科

学界发生过一次从欧洲向北美的 “重心迁

移”， 如今， 中国正成为基础科学研究新的

重镇， 而上海则肯定会在这个进程中发挥核

心作用。
夏普莱斯在上海有机所的薪酬， 还不及

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如此评说自己和夏普

莱斯的缘分： “在上海， 他能得到最好的研

究环境， 找到学术知音， 获得成果应用的机

会。 真正的大师， 不是用功名厚利能吸引来

的。” 而维特里希选择上海科技大学的理由

同样实在： “中国科研环境这么好， 没有理

由不选择这里。”

多元新活力

“亚洲最佳孵化器”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

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曾帮助不少本土创业团队

成功 IPO （首次公开募股）， 而目前 ， 慕名

而来的还出现了海外创业者。 相关负责人王

钟澔说， 当来自印度的小伙子有意前来孵化

项目， 当澳大利亚的游戏设计师连续几周来

拜访时， 表明上海完全有机会成为国际创业

者的 “第一选择”。
目前在上海汇聚的国际创新创业资源，

既有 “草根”， 也有 “大腕”。 和基础研究领

域的 “高大上 ” 不同 ， 多元文化碰撞 、 多

维度背景交叉形成的创业机会 ， 使得上海

的新兴产业生态极具活力和弹性 。 来自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的一项统计显示， 在沪创业

的外国籍人士已经超过 21 万人， 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
著名天使投资人彼得·戴维森每周都会

准时出现在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与

孵化团队和创业者聊上一两个小时， 这是他

最 快 乐 的 时 光 。 澳 大 利 亚 最 大 孵 化 器

Fishburner、 美 国 知 名 创 业 机 构

FounderSpace 都选择上海， 作为他们海外拓

展的第一个 “落脚点”。 思科、 强生等 “财

富世界 500 强” 企业也都在上海， 开始尝试

与创业圈一起合作 ， 探索 “开放式创新 ”，
“大象” 也希望在 “蚂蚁” 的帮助下起舞。

要成为海内外创新创业资源的一个汇聚

枢纽， 上海不仅要做 “目的地”， 也希望成

为 “出发地”。 常明是上海一家新兴的无人

机导航技术公司的总经理， 公司的技术和产

业化能力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 ， 但规模仅

50 人。 这家小企业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
就是背靠张江高新区的海外技术预孵化服务

体系 ， 在欧洲找到了十多名急需的技术骨

干， 运作起了一张跨时区的研发网络。 而目

前张江的这张孵化网已覆盖欧洲、 北美、 亚

洲的约 20 个城市和地区， 为大量中国本土

创业公司对接全球性资源。

环境新优势

正所谓 “筑巢引凤”， 为了在全球创新

创业网络中提升影响力， 上海一直在努力打

造属于自己的环境优势。
这里说的环境 ， 包括看得见的 “硬环

境”。 目前， 张江正在打造世界级大科学装

置集群。 其中， 投资 90 亿元的硬 X 射线项

目去年已开工，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体投资

最大的大科学装置； 而上海光源二期、 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活细胞成像平台等

项目， 目前也是建设进展顺利。 上海光源中

心副主任何建华说， 因为上海光源平台， 过去

几年已有大量科学家从国外回来， 使得团队迅

速聚集， 学科快速发展。 未来几年， 随着张江

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种类最全、 综合能力最

强的光源大科学装置集聚地， 以及李政道研究

所、 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 量子创新中心

等高水平科研机构的集聚， 上海对全球顶尖科

研团队的吸引力也将大幅提升。
环境也包括看不见的制度 “软环境”。 目

前， 上海正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 优

化营商环境， 提高审批效率， 简化审批流程，
完善政府服务， 这些都会极大激发创新创业主

体的活力。 同时， 上海近年来持续推出极具竞

争力的人才集聚政策， 包括建立国内外人才引

进制度、 便利化人才服务措施等， 为人才近悦

远来铺平道路。
今年年初， 上海在国内率先制定政策， 使

得 “无人驾驶 ” 汽车可以合法上路———事 实

上， 这就是上海积极推动政府 “放管服 ” 改

革， 构建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机制的一大标志

性事件。 相关人士表示， 这项政策的出台， 跨

越了许多监管敏感地带， 势必会对新一代智能

网联汽车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与之对应

的是， 目前， 上海几乎汇聚了国内外智能网联

汽车领域所有的重要研发力量 ， 有望为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增创新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