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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你走进上海杨浦区，会看见这
个拥有“百年工业文明”的老工业基地，已经
将沧桑的工业遗存与时尚的现代创新基地融
为一体。国棉十七厂变身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上海第二钢铁厂变成以“互联网+”为主
题的产业园区互联宝地，上海矽钢片厂变成
城市概念创意园……

杨浦区如今新旧和谐共处的场景，并非
“天上掉馅饼”，而是经历了艰难的凤凰涅槃。

回顾历史，就能感受创新的难度

杨浦区曾有“工业大杨浦”之称，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其工业产值占上海的26.5%，聚
集过 1200 家国企，60 万产业工人。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城市功能进行战略性调整，工
业体系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杨浦区大批企
业关停并转，到本世纪初，企业锐减到 200
家，工人锐减到6万人，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
比重下滑至3%，失业人员一度高达17万人，
各类社会救助对象 5.7 万人，居上海市中心
城区第一。

从辉煌跌入低谷，工业基地变成了“工业
锈带”。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浦
东新区相比，杨浦变成了产业结构老化、社会
负担沉重的老城区，杨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挑战。

“锈带”复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杨浦区
这个老工业区未来路在何方？

从工业区向创新区的转型，是杨浦人努
力了近20年的一条主线。

“创新是杨浦转型发展的生命线。杨浦
能够实现从工业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今天创
新杨浦的华丽转身，靠的就是十几年来咬定
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向创新要
发展、要动力、要活力。”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
在谈到杨浦区的发展思路时指出。

把创新作为发展主线的杨浦区委书记，
他不是第一任，而是第五任。

上世纪 90 年代末，高校进入快速发展
期，杨浦区内的同济、复旦等高校整合发展。
2000年7月，杨浦区提出了依托高校和国有
大中型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城区功能的

“两个依托”思路，“知识杨浦”成了主导功能，
拉开了杨浦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幕。

从 1999 年在任的杜家毫，到 2018 年现
任的李跃旗，历经5任区委书记，杨浦区以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线一直没有变过。

主线不变，创新却一直在升级。
从2003年被上海市确立为知识创新区，

到 2010 年被科技部命名为首批国家创新型
试点城区，再到2015年被确定为上海科创中
心重要承载区、2016年被列入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和国家创新型城区，围绕创新这个核心
定位，杨浦的发展站位越来越高，创新驱动发
展的道路越来越清晰和坚定。

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成效显著：看财
政收入，杨浦的区级财政收入从 2002 年的
16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19.52 亿元，增幅
一直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前列；看产业结
构，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预计达到84.3%；看创新后劲，杨

浦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达 7600 余家，有 20
家科技园区、91 家各具特色的众创空间，众
创空间初创企业成活率达到31.4%。

“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
靠什么？靠的就是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李跃旗表示，对于杨浦来讲，创新就是推
动杨浦转型发展当之无愧的“生命线”。

走进城区，就能感受创新的力度

创新的城市形态调整，引领了老工业基
地转型升级的大潮。

上海市杨浦区是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中
心城区，走进城区，你就能感受到创新的力
度，因为他们把最宝贵的空间都纳入了创新
布局。

2004年审议通过的《杨浦知识创新区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
共社区的“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核心理念。
杨浦区委提出，“三区联动”中政府要主动，要
做到“三个舍得”：舍得腾出最好的土地支持
大学就近就地拓展，舍得把好的商业和地产
项目让出来建设大学科技园，舍得投入人力、
物力整治和美化大学周边环境。

2005 年起，杨浦区支持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实
施了一系列空间拓展和整合，将大学用地从
4.2平方公里增加到7平方公里，新增科教用
地 4000 亩。杨浦区还与高校携手推进重大
项目、科技园区等方面建设，主动为高校服
务，总投入超过3亿元。

舍得就是有舍有得。面对高校，杨浦区
舍了钱和地，得到创新转型发展的驱动力。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7年起，杨浦区停掉数个商业地产项目，拿
出最好的土地和社区资源，在同济周边建设
了科技园区。经过厂房置换、旧区改造“腾笼
换鸟”，同济周围4条总长不足3公里的马路、
2.64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逐步云集了大量创
业公司。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
经理马立杰介绍，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核心区
域的产值，从 2002 年的 10 亿元增长到了
2017年的 398亿元，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设
计产业集群。现在，这里有 3200 多家企业，
其中60%以上的企业与建筑设计有关。

面对百年高校，杨浦区以“舍得”为主线
调整城市形态，保障了高校的扩展空间，形成
了百年高校智力优势的溢出效应；面对百年
工业留下的老厂房、旧城区时，杨浦区则以

“更新”为主线调整城市形态，盘活传统遗存，
让老树长出新枝。

杨浦遗存了大量老厂房资源——拥有存
量工业用地面积约1.2万亩，500平方米以上
的存量工业用房、用地和仓库共计 676 处
800 多万平方米。对这些遗存，如果简单视
为历史包袱推倒重建，不仅耗资巨大、耗时日
久，而且容易割断城市的历史文脉，造成不可
挽回的损失。

对此，区委、区政府提出科技创新与城市
更新相结合的创新发展理念，促进“新旧融

合”，将废弃的老厂房老仓库改造成全新的
“双创”街区。

长阳创谷就是一个典型。
长阳创谷的前身是 1920 年建立的日商

“东华纱厂”，1945年由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
司 接 收 ，1952 年 改 为 中 国 纺 织 机 械 厂 。
2000年前后停产关闭，这块土地废弃沉寂了
10多年。

2015年，“长阳创谷”诞生在这片老厂房
里。荒废的厂房被改造成绿植布满外墙的办
公楼，旧烟囱、老锅炉成了绿地上的“雕塑”，
昔日的纺织机械声被创业者的键盘敲击声取
代，老工业“锈带”变成了新“双创秀场”，吸引
了启迪之星、创合社区、优客工场、智能云科、
润申科技等150余家特色“双创”企业和孵化
平台入驻。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管理部
经理郑成说：“我母亲原来就在中国纺织机械
厂工作。现在，这里成了我们年轻人的创业
街区。”

杨浦区的创新载体大量以这种“更新”的
形式存在。通过不断探索实践，目前杨浦区
内科技创新载体超过 230 万平方米，包括科
技园、众创空间，以及一大批老厂房改建项
目，形成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

“接力式”创业孵化链条。

打破桎梏，就能感受创新的速度

创新的资源配置模式，引领了各类要素
精准联动的集聚。

杨浦区通过不断改革与制度创新，打破
桎梏，促进各种创新要素全面融合联动，让人
感受到创新的速度。

制度创新，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带来
了跨界合作。

杨浦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知识
技术的生产、转化、孵化、产业化等环节，通过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从体制层面进行突
破，促进了不同机构间的合作。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就是典型案例。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 1997 年成立时还是
一个事业单位，2001年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
一家企业化运作的公司，复旦大学、上海科
委、区政府各占三分之一股份，严格按企业经
理人机制管理，三方股东不派人到公司，所有
人员社会招聘。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总经
理谢吉华说：“现在，这个中心已经成为上海
中心城区最大的孵化器，资产则从成立初期
的264万元启动资金，成长为如今总值40多
亿元的孵化器集团。”

如今，杨浦区继续积极探索区、校、企共
建共享新模式，不仅推进了国家技术转移东
部中心、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太赫兹波
谱与影像技术产业化平台等功能平台建设，
还吸引了埃森哲中国创新中心、新南威尔士
大学中国创新中心、百度（上海）创新中心落
户，积极构建更多跨区域、跨所有制甚至跨国
界的创新联盟。

政策创新，围绕创新链构建人才链，带来
了智力的集聚。

人才资源是创新创业最核心的要素。近
年来，杨浦加大海内外招才纳贤力度，通过各
种政策创新，积极打造“国际‘双创’人才基地”。

杨浦区发改委副主任张天炜介绍，杨浦
发布实施了“双创”人才政策“新十六条”，在
上海率先探索“双创”人才“无否决”服务窗
口。服务类业务“人才服务不用来、登记轮候
无否决”，初审类业务“网上预审不见面、窗口
受理无否决”，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大幅提升
了人才业务办理的便利性。

首张“中国永久居留权申请外籍人才认
证函”就是在杨浦区开出的。公安部支持科
创“双创”出入境政策“新十条”在上海落地，
2017 年 3 月 2 日，杨浦区将首张外籍人才认
证函颁发给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张鸿声。有了这个认证函，张鸿声就可以
申请“中国绿卡”，再也不用为外籍人士常常
遇到的种种不便发愁了。

各项创新人才政策的率先落实，带来了
人才的集聚。目前杨浦区有“两院”院士 65
名，集聚高层次人才398名，海外人才创业企
业发展到600家左右。

金融创新，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带来
了资本的集聚。

杨浦区围绕创新链的锻造，不断丰富和
完善多元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杨浦区与多家银行合作，率先试点“贷投
联动—双创贷”“科创保”“挂牌无忧贷”等融
资产品，探索政府、银行、企业风险共担的“双
创”融资风险补偿机制，扩大科技型小微企业
的受益面。

杨浦率先实施“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
业化运作”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完善“基
金+基地”的“双创”基金运作模式。首期募
集资金100亿元的科技部国家重大专项成果
转化基金、20亿元的上海双创孵化母基金和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均落户
杨浦，并已集聚各类投资基金规模300亿元。

杨浦区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综合服
务。杨浦区金融办副主任胡敏俊介绍，截至
2018年9月底，全区共有98家企业在全球多
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其中上市企业14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72 家，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挂牌企业12家。

总之，在十几年的转型发展中，杨浦区通
过各项改革和制度创新，构建了以“联动”为
主线的新型发展模式，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
人才链、资本链的精准对接。

推开窗户，就能感受创新的温度

创新的社区空间格局，引领了“双创”文
化朝气蓬勃地生长。

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介绍，始终
坚持“三区联动、三城融合”发展理念的杨浦，
率先提出创业街区的概念，致力于打破校区、
园区与社区的边界，打破研究者、生产者与用
户的边界，打造没有围栏、生机勃勃、交流分
享的“城市公共客厅”，使居住在杨浦的人，打
开窗户就能感受到杨浦创业创新的温度。

杨浦重点推动了创智天地、国定东路、长
阳路、环上海理工大学4大创业创新街区建设。

创智天地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城市副中心，
附近既有繁华的五角场商圈，也有复旦大学等
高校，还有住宅区。2003年，杨浦开始启动创智
天地项目，构建创业型文化产业园区，聚集了
一批跨国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和相关创业服务
机构。创智天地的咖啡馆生态带动了杨浦的创
业氛围，推开窗就能闻到创业创新的气息。

商米科技等企业就是受益于这种开放共
享氛围的新一批“双创小巨人”。

商米科技是做智能零售服务硬件的新创
企业，很多店铺、饭馆都使用他们的智能手持
商用终端来刷手机支付、接外卖订单。公司
2013 年在创智天地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
100多平方米办公场地。现在则占据了两层
楼，有 600 多名员工，年营收规模达 10 亿
元。商米科技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肖旌回忆
说，公司选择这里创业，就是看中了五角场地
区的商业氛围，公司生产的第一款被誉为“外
卖接单神器”的安卓系统 POS 机，最初就是
跟附近各种小店老板一家家谈试用，被认可
后再迅速推广走红。

在创智天地，邻近的校区源源不断提供
智力溢出，邻近的商区随时提供市场反馈，邻
近的社区居民成了产品体验的主力军，校区、
园区、商区、社区的无边界对接，让这里成为
创新产品的试验场，成为创业的热土。

除了创智天地，另外3大创新创业街区
也都各具特色：长阳路街区融合工业文明与
城市更新，老厂房改建的创业园区没有围
墙，与邻近的居民区共用绿地、果园等休闲
场所，紧邻园区的居住地块还推动了长租房
项目，为园区企业降低创业成本；国定东路
上，集聚了众多创客的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通过打破围墙，与对面的腾讯众创空间相呼
应；环上海理工大学街区则聚合高校科技资
源，为创业者营造更加开放、自由、交融的
创投生态环境。

结合开放、融合的创新创业街区建设，杨
浦区以“共享”为主线的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创
新。其中，重点以党建引领为重要抓手，打造

“区—行业—街镇”的区域化党建联盟体系，
借力“互联网+”建设“智慧党建”系统，将党
建引领深深嵌入创新创业的经济链条，用集
体的力量促进“双创”文化蓬勃生长。

目前，全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到7600
余家，一批“互联网+”和“四新经济”企业呈
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位置网、阿里体育、优
刻得云计算、达达京东到家、学霸君、麦奇教
育、流利说、爱回收、商米科技等企业，成长为
行业领导者和细分行业“隐形冠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改
革正在进行时，新风总从海上来。上海要当
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杨
浦区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就是不容错过的
华章。我们期待着，杨浦转型之路能越走越
好，越走越宽，为中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发展写出一篇先行者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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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杨浦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东北部，有百年工业文明史，是中国近
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上海著名的老工业区。它曾经历过辉煌，工业总产
值一度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也有过低谷，全区失业人口一度高达 17 万
人。通过创新驱动，杨浦区走出了一条从“工业锈带”到创新智城的转型
发展之路。曾经灰头土脸的“工业大杨浦”，现在推开窗就能闻到创新的
气息。

杨浦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艰难挑战？又有哪些经验和探索？对
于我国其他老工业区转型发展来说，杨浦走过的路有非常重要的借鉴
意义

老厂房改造的园区“长阳创谷”入口处，深灰色的集装箱式咖啡馆就是杨浦区市场监管局设立的“创厢”。这是上海市首个市场监

管政务服务“集装箱工作站”，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打印一张新营业执照。

课题组成员 佘惠敏 吴浩 李治国 本版摄影 佘惠敏

本版编辑 董 磊 辛自强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自18世纪工业革命勃兴以来，工业文明

既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又将落

伍者无情地抛弃。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到

如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科技革新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

沙滩上”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科技浪潮面前，

个体、产业、城市乃至国家都需回答转型发

展的严峻考题。成功转型者有之，失败者亦

有之，而成功者无不通过创新找到新出路。

杨浦区的转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

找到创新驱动道路之前，上世纪90年代，杨

浦区委、区政府曾用 10 余年时间探索出

路。他们曾试图依靠国企振兴带动城区经

济发展，但老国企债务沉重、工艺落后，无力

担此重任；他们也曾试图通过黄浦江综合开

发、用投资拉动城区发展，但当时上海的开

发重点不在杨浦滨江，依靠区自身财力无法

推动这一蓝图……

杨浦区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困境和徘

徊，到进入 21 世纪以来围绕创新主线的一

路升级，再一次验证了以创新促转型路线的

普适性。

当然，今天的杨浦虽然已经步入创新发

展的快车道，但也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以创

新破解的任务。

比如，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结婚标配

的“老三件”中有两件——上海牌手表、永久

牌自行车就来自杨浦区。今天的杨浦，却还

缺乏可以在全国产生深刻影响力、可以重塑

往日辉煌的“新三件”。对标百度、小米、华

为、腾讯等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行业控制性的

“引擎”企业，杨浦如何培育出叫得响的“新

三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如，杨浦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创新创

业成本高、土地资源紧张、企业孵化长大后外

流等现象依然存在。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打

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以“企业孵化在上海杨

浦+产业落地在区域外”的合作模式探索利益

联动和补偿机制，把杨浦打造成服务全国的

创新孵化中心，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

创新是一道永无止境的考题，我们期待

杨浦能在这道考题面前给出越来越精彩的

答卷。

创新是一道永无止境的考题
□ 佘惠敏

杨浦区引入的InnoSpace创业孵化器里，创业者们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