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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立，姜劲松，宋金萍

基于产业与空间策划的科技产业园

城市设计探索

[摘　要]策划作为一种方法理念，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融合越来越紧密。立足项目宏观背景，把握其发展特点，切中

其要害问题，是策划能否成功指导城市设计的关键。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城市设计从紧密结合产业分析与空间特色塑造的

角度，引入策划方法，统筹考虑产业发展情景及其空间应对，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生态保护、功能布局、交通组织、景观特

色、开发控制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更具科学性与适应性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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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sign Of High-tech Industry Park Based On Industry And Space Programming/Zhou Li, Jiang Jinsong,

Song Jinping
[Abstract] Concept of Programming has been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used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key is to find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project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features. The Urban Design of Suzhou Taihu High-tech Industry Park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rogramming combin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analysi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reation,

studies ecology protection, function layout, traffic organization, landscape features, development control and so on. In this way, it can

be insured that urban design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and adaptiv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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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无论是从学科构成角度看，还是从其作

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角度看，都具有不断寻求与其他学科

融合的特点。策划，即策略、谋划，通过寻找事物的内

在联系，针对未来发展进行整体筹划。作为一种方法与

理念，策划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融合越来越紧密。

通过策划，对重大项目的发展环境、市场需求、功能业

态、空间组织、开发经营模式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与判

断，提出合理的发展方向，可以深入挖掘、准确把握项

目的发展潜力，避免决策失误，对于提高规划设计的科

学性、适应性与可实施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苏州太

湖科技产业园城市设计为例，从产业分析与空间特色塑

造两者紧密结合的角度引入策划理念，探索科技产业园

区设计方法的创新。

　　

1项目背景

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位于苏州中心城区西部山水保

育区内、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北部，总面积约为7.5　km2。

随着苏州市提出建设“三区三城”的目标和“西育太湖”

的发展战略，城市发展面临转型，服务业在城市转型发

展中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并发挥引擎作用，城市发展的格

局逐步由“运河时代”向“太湖时代”转变。在新时期

苏州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将积极

进行功能层次、产品主题、空间组织、经营模式的转型

提升；而太湖科技产业园在承接度假区范围内的制造业

转移的基础上，将以高科技生产研发、文化创意和现代

服务为主，打造生态型现代科技产业特色园区，成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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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情景构建示意图

假区乃至苏州转型发展的示范。本次城

市设计要求结合度假区转型发展趋势和

相关上位规划，深入研究产业园的产业

类型、景观特色、开发强度、生态保护等

问题，为开发建设提供指引。

2项目分析与策划

规划基地南接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中心区，北联苏州科技城，西依太湖及光

福景区，东临凤凰、玉屏两山，周边自然

景观优越，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敏感

(图1)。如何彰显太湖特色、引领科技产

业发展、打造园区景观亮点，将是本次城

市设计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次城市

设计从生态、产业、空间三个层面对产业

园未来发展提出了总体策略。

(1)保持生态本底。

坚持生态优先，保持真山真水的生

态特色，加强水系、绿化环境梳理，实现

产业空间与周边山水环境的融合。

(2)深化产业研究。

分析度假区整体层面产业现状特征

与规模，结合周边区域功能及产业定位，

研究产业发展方向，策划适宜的产业类型。

(3)塑造空间特色。

传承文脉，顺应肌理，合理进行产业

布局，打造与山水环境和谐相融的人工环

境，塑造园区与众不同的鲜明形象特色。

生态保护是前提，产业研究是基础，

空间特色塑造则是核心内容。空间特色

塑造为生态保护要求及产业策划意图提

供空间上的落实与应对措施，指导城市

设计方案的制定。

2.1 产业策划—发展什么类型的产业

城市设计层面的产业分析与研究，由

于缺乏宏观的上位产业规划指导、支撑，

容易显得依据不足，缺乏针对性。因此，

城市设计从适应性和可实施性的角度入

手开展产业策划：一方面从政府主导的

角度，兼顾区域协调需求，借助情景分析

方法进行产业评估与比选，对产业园不

同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提出建议；另一

方面考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从市场推动的角度，提出产业发展的应

对措施。

2.1.1 基于区域协调，明确产业发展

方向

通过对苏州市、吴中区“十二五”规

划纲要等政策和上位规划的解读，从区

域一体化发展角度，城市设计注重太湖

科技产业园北部与苏州科技城南部的研

发型产业的无缝对接，集中布置研发与

创新型产业组团，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含

量。太湖科技产业园与苏州科技城之间

前期强调产业对接、承接辐射，后期争取

相互影响、共同提升，构成苏州西部具有

规模效应的创智研发产业集聚区。

2.1.2 基于情景分析，进行产业综合

比选

情景分析法是一种以不同变化趋势

组合构建未来城市产业发展情景，以用

于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方法。首先，建立

层次结构模型，运用AHP 层次分析法确

定核心决定因素，选择权重大的影响因

素来构建情景矩阵(图2)。其次，考虑每

种情景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资源环境

影响，以及对整个城市发展的影响，从影

响范围、政府负担、推动力和风险性等方

面进行各类情景的评价与优缺点对比分

析。再次，总结产业发展路径，基于以培

养地方支柱企业为导向、合理利用外资

的发展模式，对产业发展的过程进行预

图1 区位关系分析图 图3 产业空间布局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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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呈规模集聚的大组团式空间布局为

特征。科技型产业空间组团一般由研发

孵化中心及生产、中试混合区构成。在布

局上可采取弹性应对模式：在产业组团

内部，灵活控制混合区里的研发、中试功

能用地总量；在产业组团之间，可分可

合，灵活控制研发与生产功能用地的配

比。

(2)生态型产业空间，是产业启动和

成熟阶段均衡发展的空间类型，面向高

科技研发、总部基地等高端需求，以低强

度开发的低层、多层建筑呈小组团式、依

山傍水布局为特征。

(3)都市型产业空间，是产业启动

阶段适度发展、成熟阶段规模发展的空

间类型，面向商务金融、信息服务、总

部研发等多元需求，以高强度开发的小

高层、高层建筑呈小街区式布局为特征

(表2)。

2.2.2 生态本底的融合呼应

结合基地与周边地形特征，通过预

留生态廊道、渗透山水空间等措施，使

产业园的规划融入整体的山水生态格局

中。产业园内部采用低冲击的建设模式，

通过生态廊道体系建设、组团式混合功

能布局、绿色交通体系打造、建设合理

控制等措施，建设低碳生态的科技产业

园区。

2.3 形象策划—产业与空间策划的

凝练

2.3.1 目标定位

在产业策划与空间策划相结合的基

础上，太湖科技产业园被定位为“生态创

意智谷，山水人文园区”，意在打造集创

新活动、科技产业、创意社区、文化休闲

于一体，太湖度假区乃至苏州市的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的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园区

(图4)。

2.3.2 形象创意

产业园的形象创意为“凤鸣智谷，创

意水岸”。其中包含两层内涵：

表2 产业空间类型

空间类型

科技型

生态型

都市型

环境特点 配套功能 布局方式 建筑高度 开发强度

规模集聚

依山傍水

区位核心

一般研发生产

高端研发、总部基地

商务金融、信息服务、

总部研发

大组团式

小组团式

小街区式

多层、小高层

低层、多层

小高层、高层

中

低

高

表1 产业综合比选结果

情景 A：

基于创新孵化交流

主导产业

细分列举

战略意义

发展难易

可持续性

发展潜能

优化对策

对应园区发展阶段

情景 B：

基于集群内聚重构

情景 C：

基于高新技术提升

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

电子信息类创智研发、信息

交流服务

大，契合创新、转型大方向

难

强

长期

契合本地产业趋势，进行跨

越发展

后期，成熟阶段

情景 D：

基于本地产业根植

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

软件测试、IPO 服务外包

大，紧密联系产业链上下

游

较难

较强

长期

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产业

竞争力

中期，发展阶段

电子产业

电路、芯片等元器件设计，精

密电子工程装备

较大，先进生产模式，提高效

率

较易

强

中长期

形成产业集群，考虑产业链接

中期，发展阶段

电子元器件加工

基于传统工艺的产业提升、汽

车电子零部件

较大，基于“路径依赖”的经

济夯实

易

弱

中短期

加强外向联系，考虑区域产业

分工协作

初期，启动阶段

测。最后，基于四种情景，得出相对应的

产业比选结果，针对产业园各个发展阶

段的相应情景，提出产业发展优化对策

(表1)。

2.1.3 基于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提出

调整应对策略

产业园的发展建设是一个时间相对

较长且受市场影响较明显的过程，其主

导产业的选择有时候不单是自上而下的

规划主导，还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因此需要灵活应对，保证产业园的持

续发展：一是通过引入旗舰型企业，以一

企带全局，带动新型服务外包集群建立

与发展；二是通过引入高附加值的产业

技术，形成相应产业链，利用新兴产业获

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2 空间策划—提供什么样的空间

载体

产业策划的目的是要指导产业空间

布局，而空间策划的重点是寻求产业与

空间的契合，同时从空间上落实生态保

护的基本要求。

2.2.1 产业类型的空间应对

产业策划提出的不同产业发展阶段

的产业类型，应对应三种类型的承载空

间(图3)。

(1)科技型产业空间，是产业启动和

发展阶段的主导空间类型，面向一般研

发企业，以中等开发强度的多层、小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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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文化内涵，源自基地内的凤

凰山。在凤凰路两侧、与凤凰山之间区

域布置特色创意产业带，精心设计滨水

空间景观，使水岸空间形似一只栖于山

脚下的凤凰，寓意“凤鸣智谷，创意水

岸”。

(2)创新精神内涵，即“NEST”，强

调园区发展网络高效(Network)、生态

低碳(Ecology)、现代服务(Service)、

科技创新(Technology)，同时也寓意

“筑巢引凤”，借助太湖科技产业园打造创

新平台，吸引创新人才，促进产业升级。

3基于策划的城市设计方案

3.1 总体结构与功能布局

城市设计总体形成“一核两轴、双廊

三片、一带多点”的规划结构(图5)。其

中，“一核两轴”指与北部苏州科技城及

西部光福镇有机衔接，将塔山东路定位

为综合服务轴，将凤凰路定位为创新功

能轴，产业园主体功能沿轴展开，双轴交

汇处布置产业园综合服务核心，精心打

造创新智慧核，以此建构园区功能框架。

“双廊三片”指与周边山水环境融合呼应，

控制“凤凰山—西崦湖”“玉屏山—穹窿

山北脉”两条生态景观通廊，同时将整个

产业园区划分为三大片区，北部和东部

为科研创新产业片区、中部为综合服务

功能片区。“一带多点”指依托凤凰路两

侧的山水空间，打造“创意水岸”特色功

能景观带，承载创新研发功能，同时重点

打造三大门户空间节点与各组团中心节

点。

在功能布局方面，在三大片区的基

础上，有序细分和组织各片区内部功能：

注重土地的紧凑、混合使用，促使交通减

量，创造交流机会；主要公共设施沿山、

滨水集中布局，塑造良好的空间景观；将

开放空间作为组织土地使用的核心，提

升土地的价值(图6)。

3.2 生态景观体系

基于区域山水空间格局优化产业园

的生态景观系统，是城市设计的基本立

足点。

首先，在凤凰山、玉屏山等生态斑块

与产业园之间，依托干路网和水系构筑

多条“通山绿廊”，构筑园区的生态网络，

打造山水生态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自

然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改善区、生态建

设区和生态开放区四级生态保护区域，针

对每级区域提出不同的保护要求(图7)。

其次，对水系网络进行优化，以此为依托

形成绿廊、绿轴、绿环、绿脉、绿核、绿

点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同时形成组团集

聚的布局模式，显山露水，构建“山水智

谷”的脉络。

3.3 绿色交通系统

在维持上位规划确定的主次干路格

局的基础上，根据功能布局特点，为满

足道路交通的不同需求，通过路网形态

与密度变化，灵活组织、适度优化支路

系统，构筑体系完善、功能明晰的路网

体系。城市设计重点考虑了公交与慢行

体系，构建具有产业园特色的绿色交通

系统：依托查山路、玉屏路等主要支路，

形成完整的内部绿色公交环线，接驳轨

道交通9 号线终点站，沟通各功能组团，

以满足通勤需求为主，兼具旅游观光职

能；依托“创意水岸”特色景观带、创新

智慧核外围环形带状公园及其他水体和

绿化空间，整合山体景观，设置特色慢

行游憩专用道，开辟慢行优先区，将休

闲健身、观光游览功能集于一体(图8，

图9)。

3.4 空间形态与景观特色

3.4.1 完整、明晰的城市意象要素体系

构建完整、明晰的城市意象要素体

图4 总平面图 图5 规划结构分析图 图6 功能布局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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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城市设计塑造城市景观特色、营造

场所感与归属感的有效方式。太湖科技

产业园城市设计重点打造的城市意象要

素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路径—主要包括凤凰路、塔山

东路、230省道、苏福路等车行路径，以

及“创意水岸”景观带、环形带状公园和

其他水体和绿化空间等慢行路径。

(2)界面—加强路径两侧空间界

面控制，在营造连续、有活力的空间界

面的基础上，加强组团空间的韵律节奏

感。

(3)区域—重点打造塔山东路两

侧的创新智慧核区和“创意水岸”带，使

产业园内部形成一个“T”字形的特色区

域。

(4)节点和地标—结合创新智慧核

与三大门户节点、组团中心节点，形成一

系列地标建筑群及场所空间，使它们成

为引领地区发展的重要极核与特色亮点

(图10)。

3.4.2 张弛有度的高度控制与天际线

塑造

通过有效的建筑高度控制，形成优

美的天际线景观，是展现城市魅力与特

色的重要手段。城市设计采用不同的策

略进行高度管控。主要基于光福机场净

空限高刚性限制和强化凤凰山、玉屏山

的高度统领地位，城市设计要求沿山地

区的建设高度控制在15　m 以下，向外为

建设高度控制在25　m 以下的协调区；其

他街区的建设高度则以弹性引导为主，

大部分街区的建设高度不超过60　m，北

部沿230 省道的少量街区的建设高度可

适当超过60　m，形成整体高度较为平均、

局部适当错落的天际轮廓(图11)。

3.4.3 疏密相宜的强度控制与城市肌理

城市设计结合功能结构、土地使用、

山水格局进行开发强度的整体控制，形

成疏密相宜、对比性较强的城市肌理。整

体开发强度呈现由中心向外围、从西向

东递减的趋势。高强度建设区设置在创

图8 公交系统规划图图7 生态景观格局分析图 图9 慢行系统规划图

图11 建筑高度引导分析图图10 城市意象要素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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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慧核与南部的入口区段，低强度及

中低强度建设区沿山布置，尽量减少城

市建设对山体自然景致的破坏。研发生

产混合用地、居住用地采用中高强度建

设模式。同时，通过在高强度开发的创

新智慧核周边设置带状景观绿带及公

园，形成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

3.4.4 凸显城市特色的重点区段设计

城市的特色区段和标志性空间是彰

显城市空间特色的主要载体。这样的区

段越多，城市特色就越鲜明，越容易为人

所感知。城市设计精心打造了多个亮点

区段，以凸显太湖科技产业园的景观特

色。

(1)“创意水岸”。在凤凰路两侧、路

与山之间的带状区域，梳理、整合景观水

系，结合水景策划一系列特色功能组团，

形成一条贯穿园区南北，融山水生态景

观、创智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滨水特色功

能带，是彰显产业园“凤鸣智谷、创意水

岸”形象定位的核心空间载体(图12)。

(2)智慧核。智慧核位于双轴交汇区。

城市设计通过水系景观的梳理，打造环

形带状公园，将创智核心主题功能载体

构建成岛型，整体轮廓外低内高，形成清

晰的空间意象。以凤凰路为界，西区形成

高端现代服务业街区，东区结合水面形

成内湾，布置创新论坛、企业家俱乐部

等。外围结合环状水系公园，设置滨水休

闲功能，小尺度的建筑依水而建，形成文

化休闲水廊，打造“慢生活”的品质水

岸，实现从创新服务功能到休闲功能的

图12 “创意水岸”鸟瞰图

图13 智慧核鸟瞰图 图14 服务港鸟瞰图

有效过渡(图13)。

(3)服务港。城市设计在凤凰路南端

结合水系，放大水面，发展亲水商业休

闲功能，其外围以创新研发、创投中心、

管理服务等功能的高层建筑环绕，形成

创新服务港的空间意象。沿水岸往北布

置创意SOHO 区，强调创新精神与创意生

活的有机结合，形成园区内服务于创新

功能和先进制造业组团的重要配套支撑

(图14)。

(4)生态岛。在“凤凰山—玉屏山”

沿线，以山体保护为前提，打造以低层、

多层建筑群为主体的生态岛，这些岛依

山傍水、环境优美、功能高度复合，以总

部花园为核心业态，力求形成生态低碳、

尺度宜人、特色鲜明的高端服务岛。

4 结语

科技产业园的启动、发展与成熟需

要相当长的周期，虽由政府主导，但投资

主体多元，市场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因

此，立足城市转型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周

边环境资源，在城市设计中引入策划方

法，将产业研究与空间特色塑造紧密结

合，显得十分必要。在产业与空间策划相

结合的基础上开展城市设计，有利于把

握产业园发展全局，充分预留弹性空间，

减少或避免主观设计、静态设计与产业

园动态发展之间的矛盾，可加强城市设

计的科学性、适应性与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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