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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集聚新趋势与中心城区复兴新路径
——以纽约硅巷复兴为例

邓智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200020)

【摘要】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创新型企业的传统空间区位，也在改变以往以商业和商务办公推动中心城区

更新的传统路径。基于经济学的理论阐释与典型实践的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相对城市边缘区和远郊区，中心城区

完善的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为创新企业集聚带来额外收益，同时地方政府推行针对性的优惠政策降低了创新企业集聚中心

城区的成本；地方政府层面，创新研发用地是中心城区地方政府追求城市更新过程中，经过权衡的综合收益最大化的重要路

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背景下，中心城区创新型企业空间集聚新趋势塑造的中心城区复兴的新路径，对当前我

国城市从规模扩张转向以城区更新为动力的内涵式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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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两会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

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这将极大提升创新型企业

在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在城市发展

动力依靠资本与创新双引擎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如

何响应以及传统的城市空间更新方式是否也亟需

调整等问题Ⅲ，已是城市发展研究关注的前沿热点。

通常创新型企业(特别是科技类企业)的空间集

聚区位以城市边缘区甚至远郊区为主，如美国硅谷、

波士顿128公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等。然而，信

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城市发展层面带

来了新变化：一方面，以网上购物为代表的电子商务

产业迅猛发展，传统购物中心举步维艰，以商业综合

体推动城市中心更新的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另一方

面，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在中心城区呈现

出集聚的新趋势，推动创新空间塑造成为城市更新的

新选择。如以纽约硅巷和伦敦肖迪奇为代表的大都

市中心城区出现创新型企业聚集区，它们通过吸引创

新型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重整经济，改变了中

心城区通常以商业、商务办公来推动更新的传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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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辟了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复兴的新路径。本文以

纽约硅巷为对象，探讨中心城区集聚创新企业的理论

与实践，对理解和形成中心城区复兴新路径有着重要

的参考借鉴意义。

1 创新型企业空间区位选择新趋势：中心城

区集聚与纽约的“硅巷现象”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型企业

正呈现出区位选择的新趋势：向大都市中心城区集

聚，推动形成大都市中心城区复兴的新路径。据

Telefonica Digital与Startup Genome联合发布的

(2012年全球城市(地区)创业生态系统报告》，全

球创业生态系统排名。前10位的，除硅谷和以色列

特拉维夫前两位为传统的创新型区域之外，其他洛

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

芝加哥等都是较为知名的大城市。而且即使在硅

谷，当前在其帕洛阿尔托这类城市中心地带也正成

为创新企业创业的区位选择∞儿4|。根据英国国家

统计办公室与大伦敦政府(GLA)联合发布的《伦敦

的科技产业(2015)》报告，截至2013年，大伦敦科

技类就业增加了1 1．5万个(14．6％)，占据英国整

个大东南区所有新增就业的90％，更须关注的是，

大伦敦新增的科技类就业主要集中在肯顿等中心

城区，如伦敦内城、伦敦西区及金丝雀码头等是科

技企业成长最快和数量最多的三个地区"1，曾经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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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的肖尔迪奇地区也已经转型成为一个繁荣的

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域¨1。

当然，创新型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的最为典型的

实践案例，是被誉为当前在美国能与硅谷并驾齐驱的

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下城区的硅巷(Silicon

Alley)。这个继硅谷之后美国发展最快的第二大互

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中心地带，通常是指从曼哈顿下

城区的熨斗大楼到苏豪区和特里贝卡区等地的互联

网与移动信息技术企业群聚的相关街区，无固定的区

域边界。“硅巷”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科技股泡

沫的失败开端后，现在已经成为了超过500家全新初

创企业的聚集地，包括Kickstarter、Tumblr和谷歌卫

星中心等明星科技企业¨-。尽管此前“硅巷”一直远

远落后于硅谷，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却改变

了“硅巷”：2007年到2012年，互联网以及应用技术

企业就业岗位增加了28．7％，而出版业和制造业分别

萎缩15．8％和29．5％”J。风险投资也是如此，从

2007年到2011年间，“硅巷”风投交易量增长了

32％，而其他6个类似产业聚集区(包括硅谷)同期都

明显下跌一1。大量科技创新企业在“硅巷”的集聚推

动了硅巷的复兴，也为纽约贴上了新的城市标签：美

国“东部硅谷”、世界“创业之都”¨⋯。

2硅巷复兴的经济学基础：改变用地属性的

成本一收益权衡

2．1 集聚前提：研发设计具有高价值创造能力

创新型企业的集聚推动硅巷复兴了，但创新型

企业在城市中心城区集聚的经济理性是否存在?

根据价值链理论，生产的业务流程因价值创造能力

高

价值刨

新能力

低

的不同被分为“两高一低”三部分，即网络权力研究

中的高附加值的技术权力端(研发、设计)和渠道权

力端(服务、品牌)的“两高”部分，以及权力塌陷区

价值创造能力低的代工、组装“一低”部分¨“。然

而，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性质分类中，与“两高一

低”三部分用地性质能相互对应的只有工业用地

(国家建设用地性质分类代码为M1、M2、M3)和商

业与服务用地(国家建设用地性质分类代码为B，上

海为C2)，缺少与研发用地相关的用地性质分类

(上海例外，在其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中增加了

两类：工业研发用地M4和科研设计用地C65)唧。

根据城市经济学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土地竞租理论，

郊区到中心城区的地租呈逐步同心圆上升的趋

势¨21，其用地性质也从郊区的工业用地主导升级为

中心城区的商业用地主导，结果是在中心城区集聚

能承担相对更高地租价格的商业商务。若将土地

竞租理论的平均地租曲线由同心圆曲线抽离为水

平直线，同时结合价值链的价值曲线，可以发现作

为价值生产能力较高的研发与设计能承受中心城

区较高的地租价值¨副(见图1阴影部分)。

2．2经济理性：企业与政府的成本～收益权衡

研发设计具有的高附加值创造能力为创新研

发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提供了前提基础。但这并

不能直接解释创新研发企业从郊区集聚到在中心

城区更新过程中的大规模集聚，还需要从经济理性

的角度对其创新研发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的两个

决策主体(创新企业和地方政府)成本一收益的权

衡进行理论考察。

圈1 生产环节价值创造曲线与空间区位平均地租曲线‘11】⋯

一是企业层面的成本一收益权衡。借助传统

地租理论和传统成本收益曲线，邓智团、屠启宇构

建了企业空间区位决策的“新成本一收益曲线”，尝

试探寻和理解创新型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原因。

52

根据研究，创新企业在大都市中的空间区位被简化

为两种选择：中心城区和郊区。t、B。、丁。和B。代

表创新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所产生的总成本、中心

城区集聚所产生的总收益、在郊区布局所产生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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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在郊区布局所产生的总收益。据其研究发

现，通常而言，Tc>L，B。>B。，创新企业区位选择

的经济效益条件为：郊区【M。，M：】(B。>T。)，以

及被政府行政干预后的中心城区【M。’，M：’1(B。’

>Tc’)(图2)‘141。

，： ＼，： )
。

传统区位决策附．．鸩】 干预后区位决策眦’，％’】

图2创新企业空间成本收益曲线【‘4】

因此，理论上创新型企业在中心城区的空间集

聚可以依赖于一个明显的经济理性空间

[肘，’，肌’】，这个理性空间是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

干预得以实现的。

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的综合收益权衡。通常情

况下，政府推动城市更新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的综

合收益(短期收益+长期收益)最大化，推动城市土

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空间效益的全面提升。根

据郑德高、卢弘曼的研究，若以用地类型为横轴、土

地收益为纵轴形成直角坐标体系，将工业用地(M)、

研发设计用地(C65)、商业与服务用地(C8)到住宅

用地(R)的四类用地从左至右标在横坐标上，那么

短期收益曲线将表现为一条逐步增加的向上的曲

线，而长期收益则表现为逐步减少的向下的曲线，

而总部研发类用地(C65)Ⅻ则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平

衡点(图3)¨“。

图3 工业用地类型改变后地方政府的综合收益比较【15】

综合来看，从企业决策主体来看，创新研发在

中心城区布局存在合理的经济理性空间，这个空间

大多是在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即通过改变新增创新

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而得以实现，这一干预过程

可简化为“降低成本、提升收益”。从地方政府决策

主体来看，因研发用地本身综合收益可以接近甚至

达到土地类型调整的综合收益(短期收益与长期收

益)最大化。因此，从创新型企业和地方政府两个

决策主体来看，创新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存在经济

理性，可以作为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重要路径之一。

3硅巷复兴新路径：重塑空间区位决策的成

本一收益预期

纽约硅巷的成功复兴可以说是中心城区在吸

引创新企业集聚的典范，借助政府与市场对成本一

收益预期的干预，创新型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倾向在

政府规划的中心城区集聚(表1)。

3．1 降低创新企业中心城区集聚的空间成本预期

·推行减税计划。在1990年代，针对纽约市税收

偏高的问题，纽约市政当局即制订了优惠税收政

策，如房地产税特别减征5年计划(3年减50％，第

4年减33．3％，第5年减16．7％)；免除商业房租税

(前3年商业房租税全免，第4年免2．7％，第5年

免3．3％)；曼哈顿优惠能源计划(期限12年，前8

年电费减少约30％，以后每年减电费20％)¨⋯。

2014年纽约发起了创业纽约计划，为新创企业提供

100％的税收减免，包括新创企业管理人员100％的

个人收入所得税免除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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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创新型企业的区位偏好比较

项目 内容比较

苎孥竺差竺竺苎．：竺莲哩量．，妻竺全芝曼巴竺望坚乐署商务成本低、用地约束小，生态环境好，产业集聚度高，集群效益
。⋯⋯ 曼专苎，塑，奎妻耄堡，。蔓生苎只恐竺竺孳奎考中。：；，磊三：‘友蔷蓝￥粟；：矗蕃；；；磊赢矗萎；：。；釜姜二磊磊艾偏好目的竺：!!!苎变孽：苎望苎，!琶警2凿萼絮妻．、：皇：孑j』芙薹瑟箕茗X鬲三杀&i。二茶茗磊嘉劣翥主持至差篆

登竺冀竺堂竺要譬竺：烹创竺冀竺。三亨规模的阶段，在磊ii弄泛磊荏赢藉夏姜谥界的≥茬：⋯⋯⋯～。。
纽约更容易获得全球关注，吸引到投资。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接近市场和丰富的资金来源。纽约有丰富的

顾客群，易于取得资金来源，内容拥有者和战略合

作伙伴的选择余地大，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

著名学府和最好的设计学校能够不断地输送新生

力量，以及便利的交通设施等等都足以使公司老板

们动心。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于2010年提出要把

纽约打造成新一代的科技中心¨“。为此，纽约政府

提供土地与资金吸引高新技术与应用科技水平一

流的院校与研究所落户。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推行数字化纽约计划。

实施管线改造计划，通过对曼哈顿34大街的南面和

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地下总计近280kin长的旧管道

的利用，安装光纤线路，进行高速数据传送。如加

强地铁站Wifi和移动信号建设，打造“科技地

图”[16|。2014年，纽约市政府与IBM公司一起发起

了“数字纽约”(Digital．NYC)计划，打造了一个在线

创业服务中心，能为新创企业和技术生态系统汇集

纽约所有技术部门所涉及到的每一个公司、新创企

业、投资者、事件、工作、博客、视频、工作间、创业孵

化器、资源和组织机构等相关利益涉及者Ⅲ1。

3．2 提高创新型企业中心城区集聚的综合收益

预期

·丰富优秀的创新人才队伍。对大多数新落户

纽约的公司而言，纽约的人才组合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特别是创新人才，这里集聚了众多的作家、导

演、编辑、设计师和艺术家等，这些创新型人才是新

媒体发展过程中急需的人才。

·政府、商业区联盟和业主成立公私合作伙伴

以及行业协会，如新媒体理事会。为了吸引更多的

信息技术公司入驻硅巷，1997年纽约市政府与纽约

商业区联盟和楼房业主们结成了独一无二的公私

合作伙伴，将硅巷中因特网已到位的总面积为1．1

万m2的办公楼推向市场，吸引了众多新的信息技

术公司落户硅巷。2000年6月，纽约市政府组织成

立新媒体理事会，并设九个小组，理事会成员包括

新媒体企业、贸易委员会、教育文化机构和政府部

门，几乎涵盖新媒体产业从数字化艺术直至税收问

题的所有问题”1。

·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纽约包括有纽约

科技大会和其他299个科技产业组织，帮助投资者

找到初创公司，建立起了产业互助系统，形成了良

性的科技圈生态环境，给新公司一个良好的空间，

并让政府事务中科技产业优先级提高，整合金融、

时尚、媒体、出版社和广告商为科技产业开路。使

得纽约成为美国2007年至2013年风投成交数量增

加的唯一城市。而且，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而高

科技企业也受到风险投资家们的青睐H J。

表2 纽约硅巷复兴路径的简化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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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我国推动中心城区更新与复兴的启示

以纽约硅巷、伦敦肖迪奇为代表的一些大都市

中心城区的创新企业聚集，不同于通常所观察到的

以商业、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来推动中心城区更新的

传统模式，形成在产业空心化的大背景下大都市中

心城区复兴的新路径。这一新的中心城区更新路

径对理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推动我国城市的

内涵式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4．1 制定适合中心城区的更新路径

硅巷没有诞生在哈佛或波士顿大学附近，而是

从曼哈顿的大楼里成长起来，虽然生活指数高，但

纽约作为闻名于世的公益文化、表演艺术、传播媒

体、娱乐休闲和时尚风俗的汇集地，其得天独厚的

优势成为新产业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宝贵资源Ⅲ1。

一方面中心城区相对城市边缘区和远郊区能提供

更完善的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能为创新企业集聚

带来额外收益，而中心城区地方政府通过实施针对

性的政策优惠降低创新企业集聚中心城区的成

本。1“。另一方面，总部研发类用地(C65)也是中心

城区政府在推动原有工业用地的更新过程中寻求

综合收益最大化的重要路径。可以说，中心城区具

有更大的优势来孕育和催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类的

创新型企业，这是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控制城市粗放增长促进城市内涵发展的背景

下，针对特定城市中心城区推行优惠政策促进创新

型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改变以往城市更新单一的

传统路径、加快中心城区转型与复兴的进程的新

选择。

4．2提升创新创业企业空间集聚收益

中心城区不同于城市的边缘区或郊区，在推动

创新型企业集聚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模仿兴起于城

市郊区的硅谷的路径。而是需要走出一条新路，可

针对中心城区大学和社区集聚的特性，通过建设开

放型校区，推动校区功能性地向城区(指社区与产

业区)扩张，在实体校区与城区之间，形成一个功能

上交织、空间上交错的亦校亦城地带¨“。如上海杨

浦的创新交织地带以“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最具特

色，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不仅仅只是经济活动圈，也

是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和谐空间、有创造力的城

市次区域空间，较好地实现了校区与城区的融合，

主要体现在大学活动功能的跨界、土地与空间的混

合使用以及三区的融合。功能混合极大提升了创

新创业企业在该区域集聚的吸引力，增加了其企业

的空间收益预期，可推动打造大都市中心城区的大

型创新引擎倒。

4．3 降低创新创业企业集聚的商务成本

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和环境约束的增加，科技

制造类企业已经逐步退出中心城区，科技研发类企

业也面临调整压力。如果说科技制造属于科技创

新硬实力，那么科技服务就是科技创新的软实力，

只有软硬结合、软硬兼得，才能确立创新中心的地

位，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根据国外中心城区研发集

聚发展的趋势，中心城区因为地价租金等商务成本

高企的特点，可以建造单体建筑成为多功能的综合

体，这种巨构型创新空间是一种集合学习、创新、研

发，交流等多功能的智慧综合体；功能的组合是以

相互间的协同互动为基础，可以增进空间使用的效

率。同时，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强化大学科技

园创新孵化功能，鼓励社会投资建设专业孵化器。

探索建立科技创新融资保障平台，聚焦早期风险资

本引入，打造风投集聚区，搭建直接融资平台，有力

地帮助降低中心城区创新创业企业集聚的空间成

本，实现创新型企业在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中心城

区复兴的新路径。△

【注释】

①事实上，2015年1月得到李克强总理关注的柴火创客空间也是位

于深圳市传统中心城区南山区。

②在这个排名系统中，考虑因素包括了——创业产出、资金、公司业

绩、人才、基础设施的支持、创业者的心态、引领潮流的趋势以及

与硅谷相比的生态系统分化。

③《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为国家标准，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于2010年联合发布，自2012年1月1

日起实施。目前共8个大类，与本文研究相关的主要是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B)和工业用地(M)，缺少研究开发相关的用地属性

分类。但该研发类用地在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2011年上海市

出台了《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准则里提出增加工业

研发用地(M4)和科研设计用地(C65)，2013年上海进一步推出

《关于增设研发总部类用地相关工作的试点意见》，统一了工业研

发用地(M4)和研发总部用地(C65)：M4用地的实际用途若与

C65用地定义相同，可参照C65政策执行。

④根据上海的实践，工业用地通常可更新为工业研发用地(M4)、科

研设计用地(C65)、商务办公用地(C8)和居住用地(R)等用地性

质。c8和R用地类型政府的增值收益最高、M4用地类型政府的

增值收益最低。由于考虑到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是长期收益与短

期收益相结合(短期收益可以用土地出让的增值收益替代，而长

期收益可以用政府的税收收益(或GDP)替代)。

城市发展研究22卷2015年12期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01．22 No．12 2015 55

万方数据



邓智团：创新型企业集聚新趋势与中心城区复兴新路径——以纽约硅巷复兴为例

⑤投资驱动的典型特征是中央商务区或者中央活动区的形成，创新

驱动可能将在中心城区形成以创新为核心活动的中央智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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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w Gathering Trends of Innovation Corporation and New

Path for the Renaissance of the City Center in China

DENG Zhituan

【Abstract】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ar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location decision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and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renaissance in the past by commercial and business．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economics interpretation and typical practice case study，the article shows that：innovative companies could get extra benefit

because the city centers provide better hard environment and soft environment for their gathering compared to the suburban areas，at

the same time，the cost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gathering in downtown could be reduced because of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ing

targeted incentives；the land us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rehensive—income—maximizing path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background of”public entrepreneurship，mass

innovation”，the new trends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shape a new renewal path of the city center．

【Keywords】Innovative Companies；Spatial concentrating；central City；Renaissance；Silicon 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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