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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 c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on zon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trategic focus of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Draw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planning

innovation zones with a focus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public spaces in innovation zones and proposes five key charac-

teristics of spaces: identity, density, exchangea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smartness. Tak-

ing Hangzhou Che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idor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practical design methods for innovation zones, which starts with the identifi-

cation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ioritizes public places as a key consideration. Fo-

cusing on the five major design points mentioned above,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core strategies of "Wetland Chain", "Fun Street", and "Shared Parlor"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Chinese model of spatial development for innovation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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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创新地区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启动的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建设。2012
年，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地区作为这一战略的核心空间载

体，再次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

当前，针对创新地区的空间组织模式已有较为广泛的学术讨论。卡兹等构建了城市

创新区的“经济资产、物质资产、网络资产”三要素模型（Katz B，Wagner J，2014）；
硅谷风险投资家维克多·黄等认为创新地区与热带雨林具有相似的复杂性特质，关键

因素在于为要素融合提供充分机遇（维克多 W.黄，等，2015）；郑德高（2017）、邓智

团（2018）等提出，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合”使资源的交互共享与主体的协同

合作加强，成为推动创新的关键动力；邓智团（2015）、张尚武等（2016）在认可“三

区联动”建设“知识创新区”基本路径的基础上，关键是推动“联动”从形式向内涵

的转变。

此外，基于微观设计视角，既有研究普遍指出街道、广场等公共交往空间对促进

创新互动交流、培育创新网络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卡兹等初步描述了创新场所的特征，包

括街道可以成为天然的创新实验室，有音乐演出、展览、餐饮设施的小型绿地和广场

让人群有更多机会聚集和混合等条件（Katz B，Wagner J，2014）；邓智团（2018）进一

步提出，咖啡、自助餐吧等零售空间和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是创新人群工作、社交、

休闲的场所，成为激发城市街区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随着科技创新和信息网络为导

向的新产业方式到来，片区尺度上的人性空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复合性、品质化和共

享化特征（董淑敏，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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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创新是城市面向未来持续发展的

动力保障，创新地区的营造逐步成为全球

各大城市关注的战略重点。借鉴国外创新地

区营造的实践趋势，聚焦物质空间环境塑

造，重点探讨创新地区的公共空间设计方法

与要点，提出品牌显示度（identity）、创新

浓度（density）、空间渗透性（exchange-

ability）、交通可达性（accessibility）、设施

智慧度（smartness）五大创新地区空间营

造的关键特质。结合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总体设计，以地方特质为出发点，以公共

空间为抓手，围绕前述五大设计重点，提

出湿地湖链、创新趣街、共享客厅三大核

心策略，建设创新地区空间发展的中国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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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空间组织

模式和要素特征等角度对创新地区进行

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也初步对创新地区

开放融合的交流网络、多元共享的公共

空间等关键影响要素形成了共识，但对

创新地区公共空间的设计方法还缺少系

统性论述。本文结合国内外创新地区案

例，对创新地区的演进特征与动力机制

进行分析，并结合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总体城市设计的项目实践，提出这类地

区公共空间设计需关注的重点。

1 创新地区演进的空间特征与动

力机制

1.1 创新地区演进的空间特征

创新地区的空间形态与经济技术发

展阶段和产业组织方式密切相关。回顾

创新地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

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图1），突出

反映在创新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关系转变上。

1.1.1 1950年代以前：作为产业区的附

属空间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电气化等

技术发展成熟，逐步应用于工业生产领

域，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

了根本的革命，石油、化学、钢铁、汽车

等新兴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制造业集聚

区和标准化生产流水线成为这一时期带

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和产业

组织形态，如欧洲曼彻斯特、米兰以及

美国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底特律等城

市以劳动力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企业高度集聚为特征的产业区（Muller
E K，Groves P A，1979）。

这一时期的创新活动被认为主要是

在企业和研发机构内部的独立环节，以

寻求新产品、新技术的突破进而改造和

重组生产线为目的，其创新周期长、成

本高（王缉慈，2001）。以大规模专业

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核心的生产空间是产

业区的主体，创新空间则是产业区内的

附属空间。

1.1.2 1950年代以来：创新要素集聚的

城郊科学园

1950年代开始，以电子信息技术为

代表，生物医药、航天技术等一批高新

技术发展迎来新一轮突破，科学研究与

技术生产转化形成更紧密的结合，促进

了科研机构、高校、创新企业的空间结

合，推动了科学园建设浪潮，如美国的

斯坦福研究园、波士顿 128公路、北卡

三角研究园以及英国剑桥、日本筑波等

地区。1970年代，硅谷的成功更是引发

全球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科学园建设

浪潮，如韩国大德科技园、中国台湾新

竹科技园等。

这一时期的创新地区，创新与生产

更加分离，一部分科学园几乎没有生产

环节，主要承担研发、中试等功能，大

规模生产在外地甚至随着全球化而转移

到国外；少部分科学园与生产结合在一

起，但创新研发空间处于主导地位。不

过，这些科学园一般位于城郊而非中心

区，仅有必要的配套生活服务，缺乏丰

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氛围（苏宁，2016；
孙晨光，朱文一，2018）。
1.1.3 1990年代以来：多元要素融合的

创新城区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因

注意到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而首次提出知识经济（knowl⁃
edge- based economy）的概念（OECD，
1996），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知识-创
新经济时代。赫顿、佛罗里达等学者研

究发现，有别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科

学园区，以互联网技术、创意设计、多媒

体等为代表不需大规模生产的知识密集

型企业更倾向于在空间紧凑、基础设施

便利的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了一种新的

产业集群空间也即新兴的创新地区形态

（Hutton T， 2004；Florida R， 2014），

典型代表如纽约硅巷、洛杉矶硅滩等。

1.2 新一代创新地区演进的动力机制

1.2.1 企业视角：开放式创新的推广，

从要素集聚到要素融合

2003年美国教授切斯布鲁夫提出开

放式创新理论以来，“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已经成为领先企业普遍采

用的创新机制。切斯布鲁夫认为，随着

技术的快速发展，单独一家公司已经无

法掌握创新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通过

开放的创新网络支持，企业可以有目的

地让知识流入和流出以加快内部创新

（Chesbrough H W，2003）。这一观点与

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网络关系重要性的描

述不谋而合，王辑慈等基于相似的理

由，早在2001年即指出“技术创新速率

的提高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创新

不再是单个企业内部发生后扩散到其他企

业，而是需要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非正式交流作为知识快速传播，特

别是隐含经验类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

成为创新扩散的主渠道和主源泉，应该

得到充分的重视（王缉慈，2001）。
相似地，Katz等（2014）在其基于

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创新城区研究中强调

了“弱纽带”（weak ties）的概念，同样

表达了“非正式交流”的重要性，并提

出“弱纽带”的构建需着力于建立跨行业

的新的联系。李健，屠启宇（2015）在

图1 三代创新地区的实践演进
Fig.1 Evolution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innovation zon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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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美国大都市区创新城区空间组织共

性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在我国城市创新

空间的发展规划中，需更加重视社会关

系与网络资产的建设，一方面是公共交

通、信息网络设施、公共空间、社会服

务设施等用于沟通交流的基础设施建

设，另一方面是专业联系网络和松散组

织网络等社会关系的建设（李健，屠启

宇，2015）。
在知识-创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

模式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对

创新空间的关键需求也由创新要素集

聚，转向促进创新要素跨行业、跨领

域、多样化的交流碰撞。因此，相比功

能单一的创新园区，具有多元融合的

“都市性”特征的创新城区，更能融合

不同行业和专业，为各类知识创新活动

提供多样丰富的产品、技术和市场解决

方案，成为创新活动的集聚区。

1.2.2 人群视角：创意阶层的崛起，关

注个性化、体验性需求

21世纪初，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提出

“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理论，认

为伴随着知识和创新为基础驱动的经济

增长，催生出以科技、设计、教育、艺

术等为核心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因此，

是否能够吸引和调动创意人才也成为一

个创新地区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海涛，等，2013）。
根据佛罗里达的描述，创意阶层具有

一些显著的共性社会特征。除了灵活的工

作场所、多样的生活方式和错位的时间

安排，对创意阶层而言，公园等休闲设施

最好近在咫尺并慢行可达，以满足他们随

时娱乐的习惯和愿望；地区的真实性和

唯一性为他们提供独特的经历，生活地点

的选择要能够表达他们的品味，一个地方

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质和吸引力，

即“地方品质”受到特别的关注；对新

奇感和体验感的追求则使他们希望掌握

前沿技术（理查德·佛罗里达，2010）。
因此，从创意阶层和高知识技能劳

动者等创新人群的视角看，多元要素融

合的创新城区不止具备创新“硬性”条

件，同时在居住便利度、生活多样性、

群体多元性、文化休闲氛围等与人感受

直接相关的“软性”环境方面也具有更

加突出的优势，可以满足他们对生活方

式的追求。

2 创新地区的空间设计重点

在知识-创新经济时代，企业从内部

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人群从满足生活所

需转向追求更丰富的体验和更多元的生

活方式，使用者的需求变化对创新地区

的空间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对新一

代创新地区的案例总结梳理和动力机制

研究，本文提出创新地区空间设计的五

个重点，可以概括为“IDEAS”，即：品

牌显示度（identity）、创新浓度（densi⁃
ty）、空间渗透性（exchangeability）、交

通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及设施智慧

度（smartness），以响应创新发展趋势，

实现创新地区的成功培植与持续发展。

2.1 品牌显示度（identity）

创意阶层对“地方品质”的青睐反

映出全球本土化背景下对城市空间价值的

重新判断。全球本土化是本土条件对全

球化的反馈，普遍化与特殊化两大趋势

并行融合（Robertson R，1995）。在此

作用下，城市中本土化的生态、人文、

乡村等要素，与国际化、现代化相结合，

发挥出“生态人文新经济”的独特价值

（郑德高，孙娟，马璇，等，2019）。各

地发展经验中，不乏通过本土自然或文

化品牌建设建立起良好形象、彰显特色

魅力从而吸聚创新集聚的创新地区。

自然品牌的一个典型代表为洛杉矶

硅滩（Silicon Beach）。长达7km的海岸

风景线以阳光沙滩闻名，紧邻海滩的是

圣莫妮卡、威尼斯、玛丽安德尔湾等 3
个创新企业最为集聚的技术中心，距海

滩1km范围内的初创企业占整个洛杉矶

地区20%。

文化品牌如伦敦知识区 （London
Knowledge Quarter）。这一地区原本即

拥有超过 7所高校、13家文化机构、21
家博物馆与画廊等丰富的文化资源，成立

创新平台后首先邀请伦敦艺术大学入驻，

以此为源头进一步打造文化地标，吸引

美食节、音乐节和包括路易威登在内的

注重文化形象的商业品牌前来驻扎，保

留大量老工业街区和历史建筑，通过翻

修改造植入文化创意、商业、时尚等新

兴功能，成为伦敦新的创新地区。

2.2 创新浓度（density）

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要求创新地

区的空间营造充分考虑在一定的空间范

围内集聚尽可能多的各类企业、机构和

设施，多元要素的“高浓度”使创新主

体间的网络化联系更加便捷和稳固，从

而触发更多的开放式创新行为。

纽约硅巷（Silicon Alley）是高浓度

创新网络的典型代表。硅巷最初指位于

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与熨斗区周边的

互联网与移动信息技术企业集群，随着

科技创新企业不断涌入，空间范围也逐

步扩展到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DUMBO
区，形成熨斗区等若干创新活力街区。

得益于要素的高度集聚，硅巷企业间密

集的网络化联系促使创新企业将纽约的

时尚、传媒、商业、公共服务等传统优势

行业与创新科技结合，挖掘出互联网的

新增长点，如BuzzFeed、Tumblr、Song⁃
za等新媒体；Betterment、Square等金融

科技和电子商务；yelp、OpenTable等互

联网生活服务和商业服务。以熨斗区为

例，仅 0.5km2范围内有专业服务 1737
处、商业服务927处、金融服务221处、

传媒服务136处。

2.3 空间渗透性（exchangeability）

开放式创新的另一条件是频繁的信

息沟通，特别是非正式交流带来的隐性

知识交换。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被认为来

源于良好的空间渗透性 （王一名，陈

洁，2016），即渗透性良好的空间可以

触发更多人际接触和用途混合，从而为

交流乃至创新的产生创造更多机会和条

件。这样的空间包括：封闭与开放相互

渗透的建筑架空层、家庭与办公相互渗

透的“第三空间”、多种功能相互渗透

的混合或弹性用途场所等。

波士顿于2015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

个独立的公共创新中心（District Hall）。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非营利项

目，面积仅有 1100m2，包括一个有 250
个座位、向公众开放的餐饮空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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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休息室和工作桌的集会空间，以及几个

被叫做“荚（pods）”的伸缩空间，意

思是可以提供多种用途，包括弹出式的零

售店、会议室、教室和展厅。2017年，

这里举办了超过 1000场活动与见面会，

接待了近10万人次的参访者，具有特色

的空间成为开放的办公、会议、社交、

商务场所，撬动了地区的创新氛围，已

经成为波士顿创新区的核心设施。

2.4 交通可达性（accessibility）

可以便捷到达各类设施也是地区获

得创意阶层青睐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密

度路网街区、慢行友好街道使地区内部

要素的沟通交流变得容易且舒适，可提

升设施的使用率、增加创意人群的获得

感、巩固激发创新的网络化联系。

以波士顿肯戴尔广场（Kendall Sq-
uare）为例，肯戴尔广场是麻省理工学院

附近一个著名的创新街区，对街区内空

间使用效率的研究显示，以广场为代表

的开放空间是最常被创新人群使用的公

共场所，包括科技广场草坪、Genzyme
广场、广阔运河步行以及万豪酒店广场

和大堂等。广场间彼此链接形成连续双

向的步行流线、设施入口面向连接的公

共领域，确保了这些空间具有良好的交

通可达性，被认为是促成广场本身以

及广场周边设施使用效率提升的重要因

素，足够的交通流量使空间开起来更有

活力，从而鼓励人们更频繁地进入和访

问（Kim M，2015）。

2.5 设施智慧度（smartness）

智慧化的基础设施和治理平台不仅

是现代城市有序运行的保障，根植于日

常生活中的科技元素也有机会触发创意

阶层对地区的认同感；因为前沿科技的

先锋性和试验性既能彰显他们选择生活

地点的品味，也满足了他们对追求新奇

体验的愿望。

在芬兰赫尔辛基、丹麦哥本哈根、

荷兰阿姆斯特丹、埃因霍温和西班牙巴

塞罗那等城市，一种名为“生活实验室

（Living Lab）”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已

经得到广泛应用，即将城市作为科技成

果的“试验场”，将智慧化技术与生活

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设立运动

场并配置吸引人的游乐设施以供周围居

民运动休闲，同时通过监测设备捕捉用

户的移动信息、设施的交互使用情况等

数据，一方面更加精准地掌握市民的健

康状态和使用需求，另一方面获得的反

馈信息可加速运动器材类创新企业的产

品开发，帮助企业完成应用测试。

3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规划实

践探索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位于杭州主城

西郊（图 2），范围 224km2。2008年起，

杭州城西以创新功能为导向，陆续启动

了青山湖科技城和未来科技城的建设。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积累，各类创新资源

与载体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国内最活跃

的创新地区之一。研究指出，城西地区

培育和探索出了三个引领发展的“创新

空间原型”。包括围绕阿里巴巴企业总

部、互联网企业高度集聚的5km创新圈

（郑德高，等，2019），以梦想小镇为代

表、开放共享的景区式创新小镇，以及

以西溪湿地为代表、从生态保护主导的

湿地公园成长为创新空间网络节点的湿

地公园型城市组团。

随着城西地区创新能级的不断提升，

浙江省提出进一步将科创大走廊打造成

面向世界、引领未来、辐射全省的创新

策源地。在这一背景下，城西地区当前

创新空间发展的瓶颈也逐步暴露出来。

主要问题包括：生态资源本底优越、但

尚未建立统一的魅力空间品牌；创新资

源要素高度集聚，但交往空间渗透性不

足；杭州西站等对外交通快速改善，但

片区内部可达性不佳；未来社区等智慧

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但体验性不佳等。

为此，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总体城

市设计结合本地自然山水和发展基础条

件，确立了“风景画卷、科创趣城”的总

体目标，规划形成“一带三城八片区，

湖链趣街百客厅”的总体结构 （图 3，
图4，图5）。其中，“一带三城”是已有

规划中得到广泛共识的东西向创新发展

带和紫金港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

湖科技城，“八片区”是根据要素布局划

分的八大功能片区；“湖链趣街百客厅”

则是以塑造新一代创新城区为核心，围

绕前述创新地区五个空间设计重点，提

出湿地湖链、共享客厅、创新趣街三大

策略，力图塑造能够吸聚创新人群、激

图2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区位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Hangzhou Che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idor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3 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uctur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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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支持创新活动的公共空间系统。

其中，湿地湖链策略依托生态人文

资源本底，塑造具有城西气质的魅力骨

架，重点提升地区品牌显示度；共享客

厅策略通过营造高密度多样化的交往活

动中心，促进创新人群的交往，提升地

区创新浓度，改善空间渗透性；创新趣

街策略通过营造生活趣街和运动绿街，

改善片区内部的慢行环境和交通可达

度。此外，结合地区产业优势，通过数

字化治理平台的建设、5G通信等数字基

础设施的布局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公

共与商业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提升以湿

地湖链、共享客厅和创新趣街为代表的

公共空间设施智慧度。

3.1 湿地湖链：城西气质的生态人文魅

力骨架

保护良好的湿地生态与独特气质的历

史人文是城西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质。

因此，规划提出“湿地湖链”的设计策

略，以河道、绿道等形式连通基地中部相

邻的西溪湿地、五常湿地、和睦湿地、

南湖与青山湖等五大湿地湖泊，串联组

织大走廊各创新单元，塑造彰显城西气

质的生态人文魅力骨架（图6，图7）。
建设引导要求上，延续西溪湿地刚

性边界、有限开发的发展模式，划定湿

地湖链约 50km2的刚性管控范围，保留

传承具有城西地域特质的湿地生态风

貌。明确湖链周边未来新增建设功能以

公共导向为主，除景观节点外的建设高

度原则上不超过 24m，对组团开发比例

上限和建设风貌类型提出限制要求。

此外，为便于各平台主体共同推进

湿地湖链建设，提出整合17条现状及规

划道路，贯通一条约100km的最美湿地

湖链风景路，作为近期实施的行动抓

手。风景路以彰显风景、慢行优先、兼

顾车行为原则，实现“漫步道、跑步

道、骑行道”三道贯通，是湿地湖链最

核心的体验路径。

3.2 共享客厅：高密度多样化的交往活

动中心

调研中发现，以梦想小镇为代表的

景区标准、人性化尺度、有大量共享交

图5 整体鸟瞰效果图
Fig.5 Rendering of the overall aerial view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4 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Fig.4 Urban design master plan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6 “湿地湖链”规划策略示意图
Fig.6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wetland chain"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7 “湿地湖链”局部详细设计图
Fig.7 Detailed design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wetland chain"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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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空间的小镇特别受到城西地区创新人

群的欢迎。因而，规划提出“共享客

厅”策略，营造高密度多样化的交往活

动中心，以此为载体，通过植入丰富多

样的功能设施、营造高度开放的公共空

间以及应用城市治理的智慧技术，提升

地区的创新浓度、空间渗透性与设施智

慧度（图8）。
第一层级在湿地湖链沿线，营造 6

个最有风景的湖链客厅。结合用地发展

潜力与景观环境条件，塑造片区级的创

新交往与形象展示中心。对湖链客厅建

设提出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包括一处开

敞的风景水岸、一处大型的滨水舞台、

一处地标性文化场馆以及一处休闲服务

设施集聚区，并强调兼具风景休闲游憩

和大规模的文化休闲交往功能（图9）。
第二层级是借鉴梦想小镇模式，营造

30个左右适宜交往的小镇客厅。结合创

新小镇、历史街区与特色功能节点，建设

服务片区内部的特色型交往中心。小镇客

厅要能够提供中等尺度的创新交往活动

空间，包括一处不小于3000m2的开放绿

地广场、一处共享社区以及连接到一处

3—5km的慢跑网络等，成为企业形象展

示、人群休闲交往的活动中心（图10）。
第三层级营造满足5min交往圈的邻

里客厅。在围绕科创企业、院校机构等

集聚的创新单元中，以口袋公园、屋顶

花园等灵活形式，满足青年创新群体就

近交往的需求，提供更多低成本、高品

质的活动场所。

3.3 创新趣街：高可达度的宜人活力街

道空间

为提升地区的交通可达性，结合调

研中反映出城西地区建设模式以园区形式

为主、活力街道尤其欠缺的现状问题，

规划提出“创新趣街”的设计策略，以

创造更多符合创新人群需求、承载公共

生活的宜人活力街道空间（图11）。
每个片区单元各设置一条南北向的

生活趣街，链接湿地湖链、共享客厅，

提升重要创新交往空间节点的交通可达

性，塑造活力多样的街道生活。生活趣

街的塑造重点关注多元业态和开放界

面，提出“街边可停留、街角有惊喜、

街巷显匠心”的建设要求，鼓励底层功

能开放混合，街角设置小型艺术广场、

咖啡馆等科创人群喜爱的业态与空间，

对街道家具、景观小品、引导标识等进

行整体设计策划，增设沿街附属性商业

文化设施（图12）。

图9 “湖链客厅”规划策略示意图
Fig.9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wetland chain parlor"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8 “共享客厅”规划策略示意图
Fig.8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shared parlor"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10 “小镇客厅”规划策略示意图
Fig.10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town parlor"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图11 “创新趣街”规划策略示意图
Fig.11 Diagram of the planning strategy "fun street"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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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北向的生活趣街以外，建设多

条运动绿街，形成慢性友好的休闲网

络。运动绿街结合各片区生活性街道均

衡布局，建设上强调慢行服务完善和景

观环境提升，形成连续有趣、成网成环

且系统完善的慢行趣街体系，满足创新

人群休闲、运动的活动空间需求。

4 结语

知识-创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多元

要素融合的创新城区成为第三代创新空

间，企业创新模式和创新人群需求发生

转向，创新地区的空间设计重点需随之

转变，以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基于

对创新发展理论与硅滩、硅巷等国际案

例经验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总结提出品

牌显示度、创新浓度、空间渗透性、交

通可达性、设施智慧度 （“IDEAS”）

是创新地区空间营造的五大关键特质，

从而指导创新城区的空间设计。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项目实践围绕

“IDEAS”提出湿地湖链、创新趣街、共享

客厅三大空间设计策略，构建起结构完

善、特质鲜明且具有吸引力的的公共交往

空间体系，以此推动杭州城西成长为引领

创新地区发展的中国样板，为我国创新

地区普遍面临的由科学园模式向创新城

区模式的转型发展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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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片区生活趣街建设模式示意图
Fig.12 Diagram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unit-level fun street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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