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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丽萍 吴金娇

上海是在城市建设
过程中最早重视和引入
‘公众参与’的城市之一，
这也是‘人民建’的初级
版本。
随着城市能级的提

升，‘人民建’也应当向更
深层次、更全面、更主动、
更持久的参与，甚至以引
领为特征的‘自下而上’
的人民创新进行升级。

”

“

衡量一座现代都市的魅力、活力乃至实力，

创意设计已成为一个关键指标。日前，2024世

界设计之都大会（WDCC）在上海谢幕，以黄浦

滨江为舞台，荟聚全球创意的展品生动体现了

AI时代的设计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引擎。

“开放、包容、创新”，这不仅是这场设计盛宴给

中外设计师的深刻印象，也完美契合了大会的

主要策划者之一、同济大学副校长、瑞典皇家

工程科学院院士娄永琪对理想人民城市图景的

想象。

“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

和未来实验室。”在他看来，上海通过设计赋能，

交出了人民城市建设一份优秀的五年答卷。面

向未来，他依旧信心满满，“上海不应该满足于

做答题的优等生，而是要勇于代表世界级城市

提问题。未来上海如何理解设计、用好设计，不

能仅看设计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要从‘算小

账’变‘算大账’，助力上海城市创新能级向更高

维方向推升”。尤其是在AI时代，上海更应用足

人才、制度和场景优势，打造未来城市发展的类

型化创新标杆。这是全球城市赛跑过程中，上海

领跑的最佳机会。

不满足于做“优等生”，要敢于
提出更前瞻的问题

文汇报：作为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杨浦区
过去五年来的变化令人瞩目。杨浦也是您工作

的地方，可否结合您的观察谈谈，上海在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的过程中有哪些收获和经验？

娄永琪：早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就听到
过“Bettercity，better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人民城市理念随着城市发展和实践的深入

不断迭代。当然，要想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总目标，离不开设计。设计的

本质，就是人类一切有意识创造活动的先导和

准备。

近年来，上海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上

海贯通“一江一河”，完成黄浦江、苏州河两岸的

滨水空间体系化建设，在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建

设等方面也都走在国内前列。尤其是“一江一

河”工程的完成，让上海卓越城市建设的能级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些鲜活的案例，不仅惠及所

有市民，也是让众多来到上海的国际友人印象

深刻的部分。

如今，人民城市建设已经到了新的攻坚期

或转折期，如何进一步落实好“人民城市人民

建”成为上海的一道全新思考题。

上海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最早重视和引入

“公众参与”的城市之一，这也是“人民建”的初

级版本。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人民建”也应当

向更深层次、更全面、更主动、更持久的参与，甚

至以引领为特征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创新进行

升级。

因此，上海需要发挥前所未有的实验精神，

要努力成为各种创新活动的“摇篮”，要培育更

多创新孵化器，探索未来产业孵化新范式。

我 从 2020年 起 就 联 合 杨 浦 区 发 起 了

“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项目，提出了

通过扎根社区的“小而互联”的跨学科整合和逆

向创新项目，推动大学知识和资源溢出，创造新

模式和新经济，使社区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

端走向前端的设想。如今，NICE2035赤峰路国

际创意设计街已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迈向千亿

级突破提供新思路。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回顾过去五年，上海

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城市更新方面，步入了“优等

生”的行列。但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的雄心应不止于此：上

海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能出色答题的优等生，

更要勇于、善于、习惯于提出前瞻性的问题，继

而先试先行，探索出一套可行的体制机制，为全

国乃至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

城市内外兼修，要从“算小账”
走向“算大账”

文汇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您认为上海
还面临哪些新的挑战？上海可以代表全球城市

提出哪些具有“预见性”的共同问题？

娄永琪：城市规划学者刘易斯 · 芒福德说

过，“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从这个角度来看，设

计对一个城市的贡献，可以从“容器”（即城市的

硬环境），以及“内容”（即城市的软环境）两个方

面来分析。衡量一个城市的魅力，并不在于其外

表有多么靓丽、吸睛，而在于其由内而外散发的

活力。城市更新要实现的就是“1+1>2”的增益

效应，让城市具有内外兼修的美。

我常在大学课堂上和学生分享，城市更新

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关注城市硬环境的

建设，即重视物质基础部分；第二层次主要关注

城市空间中“人的活动”的创新，包括生活、产

业、经济、文化等“内容创新”，这是软环境的建

设；第三层次则是“社群”的创新，也就是如何凝

聚创新社群，既包括如何吸引新人，也包括激发

老社群的活力。对上海而言，如何吸引各种顶尖

人才来到上海，并且融入这座城市的创新系统

和生态，共推城市发展，是当务之急。这三个层

次彼此支撑，只有交互影响，才能实现增益的最

大化。

其实，无论是哪个层次，归根到底还是聚焦

于人。毕竟，一切奇迹都靠人来创造、实现。一座

城市汇聚了怎样的人，他们是否有创新能力和

活力，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就像硅谷和一

群来自全球各地的追逐梦想的顶尖人才之间，

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如果这批人才离开了，那硅

谷也就不再是全球瞩目的硅谷了。

过去五年来，上海在城市界面的更新上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上

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比如，上海把杨

浦滨江这一昔日的“工业锈带”转变为如今的

“生活秀带”；再如，上海推动工业遗产转型升

级，将一度失去活力的旧厂房打造成创意人才

的聚集地；此外，上海还围绕着几所重点大学打

造了环大学创意经济圈。

对上海来说，未来如何做得更好？我想，其

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一步转变观念，特别是

在看待城市的发展、更新等大问题上，要有从

“算小账”走向“算大账”的视野和谋略。

举个例子。在上海，像老市府大楼这样的建

筑精品不在少数。此类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对上

海城市能级和品牌价值的提升无可估量。如何

通过设计赋能，为优秀的历史建筑注入新内涵，

继而发展新产业、新经济？这其实也是包括上海

在内的诸多城市都需要思考、破题的领域。诚

然，将修缮后的历史建筑出租发展多功能商业

体可以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经济回报，但很难收

回改造的成本。但从长远看，城市更新带来了区

域创新能级提升的更高价值。如何把这部分价

值，融入城市更新的财务测算并实现货币化，是

上海值得探索的课题。像老市府大楼这样的项

目，在我看来，应该“有花有叶”。就是说，在做好

历史建筑保护的基础上，要让历史建筑与周边

的街区和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就上海的发展来

说，我认为，科创可能是实现这种有机融合最好

的“黏合剂”。

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如

果能将科创中心建设与城市更新两篇文章合二

为一，变成一篇文章，这就相当于把城市容器层

面的设计赋能和内容层面的设计赋能结合在一

起，从而真正实现设计与生活、产城、创城的融合。

保持城市的“光泽”，很多时候
需要“做减法”

文汇报：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城市具
有哪些优势，如何做得更好？

娄永琪：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一
直有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同时，上海具有无可比

拟的人才、制度和场景优势。在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过程中，上海重视设计，主要

是看中了其作为驱动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引擎的

价值。这里的设计，其贡献已经从原先的造型美

化和价值提升，转变为创造新价值、驱动创新和

引领美好生活。

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举办到第

七届。从2022年起，上海又开始举办世界设计

之都大会，吹响了向世界一流设计之都进军的

号角。无论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是世界设计

之都大会，都是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城市

的重要举措。

我认为，上海要更好地建设世界一流的卓

越都市，需要进一步用好设计和设计思维，围绕

城市创新生态和系统建设，出新招、出巧招、出

实招。

从管理角度看，要实现“自下而上”的城市

高质量发展，“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但也

更难。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打造宽容的环

境。越宽容的环境，越容易形成创新的氛围。人

民城市建设，离不开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

民，但人民的创造力不是靠手把手教出来或者

管理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新是容忍出

来的。

一座有魅力的城市是有光泽的，就像文物

的“包浆”。如何创造和维系这种很难量化的光

泽——也是全球城市的共同追求。所谓的光泽，

其本质是城市文化支撑下的具有特色的生活方

式和人的活动。过度简单的、单一的、标准化的

城市建设和管理思维，很容易磨掉城市原本的

光泽感。给基层更多弹性空间，可以激发、培育

更多创造力生长的土壤。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过

度“洁癖”，不仅会带走城市的烟火气，还会让城

市“泯然众人矣”。

人是一座城市最宝贵的资源。对创新城市

而言，不仅是指个体的创新力，更是指一个社群

的整体创新力。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

的竞争力关键是城市创新社群的竞争力。面向

未来，一方面，上海要继续守住城市有序的底层

框架，同时营造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态，容纳一批

不拘一格、敢于创新的“冒险家”；另一方面，上

海可以建立面向全球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创新激

励机制，让全民站在科创中心建设的主赛场上，

为城市建设做更多贡献。这是我心目中更高阶

段的“人民建”——在未来，人人都是设计师，让

创新成为城市的底色。

之所以再三强调创新生态，是因为随着全

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城市都处于开放竞争

的状态。如何从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城市吸

引了怎样的人才。

这里，我想到了今年上海文艺界几件让人

津津乐道的事。一是在热播剧《繁花》里，繁华、

时髦的南京路勾起很多人的回忆；二是今年暑

期，作为本次中国唯一一站驻演，柏林爱乐在上

海的八天之旅收官，让不少乐迷为之兴奋。由

此，我也在想，作为上海的地标，南京路步行街

能否继续成为全国最时髦、看未来、有引领的街

区？上海能否不仅以引进了多少一流演出为豪，

而且不断支持创生自己的原创演出，到柏林、纽

约、伦敦连演一百场？对设计而言，如果未来有

一天，人们想去感受全世界最新的设计潮流，首

先能否想到去上海看看？未来想了解中国最先

进的设计，如果只去一个地方，这个答案是否就

应该是：上海！

理想城市，既是生活场所，也是创业、创新

的实验室。这也是为何我常和身边的同事、朋友

们说，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

和未来实验室，应该产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创新。

我很期待，这座崇尚创意、充满包容的城市，未

来将持续吸引更优秀的设计师、科学家、企业

家、创业者、人文学者、艺术家、投资人等多领域

的创新人才，创造更多前无古人的新事物。

“驭”  于无形，抓住领跑全球
的最佳机会

文汇报：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涌现，在大
模型加持下，智慧城市建设将有哪些新变化？向

“新”求“质”，AI时代，如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娄永琪：对一座城市而言，如何把科技味和
城市本身应有的人情味相结合是一道难题。在这

方面，上海要敢于迎难而上。在我看来，这是上海

最容易寻找到答案，为全球带来类型学贡献的地

方。这是AI时代，上海领跑全球的最佳机会。

首先，在人工智能、元宇宙、双碳行动等领

域，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最前沿。中国在发展中

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和新需求，是其他国家没有遇

到的。其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国家特

别是长三角的创新引擎，上海正在下大力气打造

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未来产业，将有大量全新

的应用场景涌现，优势明显。以城市管理为例，上

海正在致力于通过AI实现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

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城市的智慧交通系统、公

立医院的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赋能的社区治理

都是典型案例。这也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

生动体现——把人的感受放在首位。

同时，我们也发现，AI时代的人民城市建

设，可能比过去需要更加多元的社群营造和更

深层次的协同创新。放眼未来，进一步推动“人

民城市人民建”，意味着将有更多自下而上的

AI应用场景被创造，而这些都需要以人为本的

设计驱动。如何通过设计产生突破性的思路，把

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成就运用于城市创新社区

的营造，这需要一个过程。

过往经验证明，科技型企业的生长高度往往

受限于城市高度的“天花板”。要想让更多具有引

领性的创新企业在沪生长，上海的科创氛围还可

以更浓厚。对此，我也有个大胆设想：如何让大学

实验室、孵化器、众创空间、路演空间、文化设施

等各类创新资源集聚滨江，将滨水空间打造为

上海最酷炫、最潮流的科创和文创梦空间、24小

时潮流生活的不夜城以及AI赋能未来城市的场

景原型集合地，从而形成吸引全球创新者的强磁

场？有理由相信，AI时代的上海大有可为。

同济大学副校长、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娄永琪：

打造筑梦城市，科创是城市更新最好的“黏合剂”

赤峰路上，街心花园通过设计更新，色彩更加明快，吸引亲子前来休憩。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2024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上特设了上海设计100+展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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