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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观点

摘要：
笔者通过社会调研及典型成功案例

的分析研究，阐述在城市更新中，工业
闲置老厂房再利用功能规划定位具有与
时俱进性，项目功能规划定位与所在区
政府规划具有趋同性以及对于项目成功
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向政府、企业、
公众层面提出工业闲置老厂房更新改造
再利用过程中对于功能规划定位方面的
建议，以期让工业闲置老厂房更好地发
挥其历史、文化、经济等价值。

关键词：城市更新，工业闲置老厂
房再利用，功能规划

一、背景介绍
笔者一直有志于城市规划及建筑设

计领域的探索，一个偶然机会被某闲置
老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中心所吸
引，故选择工业闲置老厂房更新再利用
项目作为课题进行跟踪研究。笔者请教
了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的专家学者，查
阅了大量学术资料，并设计问卷调查公
众对于工业闲置老厂房再利用的认识与
价值认知等，又现场走访了上海众多由
老厂房更新再利用建成的创意园区，收
集资料与信息，汇总分析研究其成功要
素，最后聚焦于功能规划定位研究。

二、工业闲置老厂房再利用功能规
划定位分析研究

在走访的众多项目中，笔者选择了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项目进行深度对
标。上海黄浦区 8 号桥创意园区，2003
年起开发，是上海最早一批利用旧厂房
更新改造建成的创意园区；上海虹口区
1933 老场坊，2006 年起开发，历史保护
建筑更新再利用典型案例；上海杨浦区长
阳创谷，2016年起开发，2018年李克强总
理现场调研，高度评价。这三个项目开发
运营都较为成功，笔者将收集的信息进
行了分类汇总对标。（见下面表格）

分析总结可以发现：1. 这些项目都
有非常明确的功能规划定位。2.这些项
目功能定位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从
2003年倡导服务业到2016年倡导万众创
新，显示项目功能定位具有与时俱进
性。3.各项目功能定位与区域定位具有
趋同性 （调研中也发现此类更新改造项
目立项验收审批权限在区级政府部门，
所以区级政府在此类项目功能规划定位
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这也是项目功能
定位与区域定位趋同的主要原因）。4.各
项目实际运营产业与原项目定位高度一
致，符合时代特性，使这些项目具有吸
引力与生命力，体现了项目功能定位对

项目成功的重要性。
三、城市更新中工业闲置老厂房更

新改造功能规划思考与建议
欧美发达国家老厂房更新再利用始

于20世纪60年代，经验较为丰富，很多
国家出台了相关行业规范，如1979年澳
大利亚编制了《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
的宪章》，针对建筑遗产的保护明确提出
了“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使其容纳
新的功能；1993 年美国公园出版社的

《可持续发展设计指导原则》也提出尽量
使用可再生能源原则等。跟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城市工业闲置老厂房更新再利
用正处在非系统开发阶段，地方有政
策，但并未出台适合全国范围的功能规
划、改建设计、土地转性等标准与规范，
从而使工业用地性质的老厂房再利用更
新改造始终游走在灰色地带。在笔者实
地调研中，也发现一些项目定位不明
确，运营差；企业及开发商抱怨政策风
险、公众投诉等问题。为此笔者就工业
闲置老厂房再利用提出以下思考与建议：

1. 政府层面：政府作为项目立项验
收审批部门，建议能尽快组织行业协会
或其他专业人士总结国内外工业闲置老
厂房更新改造经验教训，出具对应的功
能规划、改建设计等规范，匹配国家、

城市、区域战略定位，对各区域有效规
划，使此类项目能精准定位，确保成
功，在考虑业主经济价值需求的同时，
也兼顾公众历史文化价值需求。

2.企业层面：企业作为闲置老厂房产
权人，让资产能产生经济效益是启动闲置
老厂房再利用的原动力。但很多闲置老厂
房位于城市中心城区，周边有大量居民。
这类更新再利用项目常常能带动周边生
态环境的改善，所以企业在项目功能定位
时除了考虑其时代性、匹配性等以外，也
应兼顾社会责任，匹配一些公共配套功
能，使项目本身与周边环境共荣共生，
这常常也能使项目更具有生命力。

3. 公众 （含租户） 层面：公众虽然
是闲置老厂房更新再利用项目的使用者
或被影响者，但在此类更新再利用项目
生态链上拥有的话语权却最少。不过随
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参政
议政意识、环保安全意识也在不断提
升，同时社会管理越来越规范，政府对
民生越来越关注，相信不久的将来，在
此类项目更新改造功能规划定位等方面
一定会有公众参与环节，公众应该积极
主动参与其中，使此类更新改造项目能
实现各方共赢。

四、总结与展望
长远来看，城市更新是个周而复始

的过程，工业闲置老厂房更新再利用是
城市更新及现代城市规划中重要的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工业闲置老厂房
更新再利用正处于供需两旺阶段，工业
闲置老厂房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也承载
着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人们不仅希望在
生活空间里能看到祖辈父辈们走过的痕
迹，也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自己这代人
奋斗过的烙印。所以在更新改造项目功
能定位上我们既要看到时代的进步，也
要体会到城市的温度。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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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闲置老厂房再利用之功能规划定位研究
□蔡昕辰

近几年来，经常可以听到相关媒
体或政府部门用“三高一低”来描述
形容我们的建筑陶瓷产业，所谓“三
高一低”就是说建陶产业是“高耗
能、高污染、高耗资源及低产出”。
果真如此吗？

有些东西重复了一千遍似乎就变
成了真理，陶瓷产业的所谓“三高一
低”可能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相关
媒体与政府部门或许没有做过详实的
分析比较，或许也没有建立相关的比
较系统与方法。因此，在笔者看来这
些所谓的“三高一低”并不尽然，不
妨我们来逐项地看看：

其一：关于高耗能。首先不同的
产业之间彼此比较耗能高低，用什么
做标准、做基准、做参考系？不得而
知。建筑陶瓷生产工艺决定必须经过
1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烧成，怎么与
常温制造行业（如：印刷行业，甚至
机械制造行业等）直接对比能耗？我
们的祖先正是用高温（火的艺术）发
明了陶瓷，没有高温烧成会有陶瓷行
业吗？这就像烧饭煲汤炒菜与凉拌菜
比较能耗一样，毫无意义，其结论既
没有参考意义也没有警示意义。

即便如此，建陶产业与很多行业
相比较其能耗也未见得高。比如在广
东佛山陶瓷整治提升过程中，颇受政
府欢迎的机械装备行业，表面上看其
能耗也不高，但是如果深层次地分析
一下，就会发现建筑陶瓷产业是用矿
山原料加工成制品，而机械装备产业
主要是将钢材加工成装备，如果就钢
材冶炼的耗能纳入其中进行对比，建
筑陶瓷产业的耗能远不及之。

国家在“十一五”期间编制了22
项能耗限额标准 （强制性），建筑陶
瓷也在其列，其产品的单位综合能耗
最高也仅是300及350kgce/t （每吨制
品综合能耗公斤标煤，前者是针对新
建陶企，后者是针对现有陶企），这
个能耗限额在22项标准中几乎是最低
的。

大批半成品的能耗限额也远远高

于此值，如：镁冶炼企业单位产品综
合 能 耗 限 额 限 定 值 为 不 大 于 8300
kgce/t；就是粗铜工艺 （铜精矿→粗
铜）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定值也
为不大于 800kgce/t 等，由此可见建
筑陶瓷完全算不上高耗能。

其二：关于高污染。建筑陶瓷产
业产品原料都是无机材料，其生产过
程几乎都是无毒过程，就是一个制鞋
车间的有机胶水挥发的毒性也远远大
于建陶厂，更不用说与电镀厂、有机
制品厂等相比较。目前佛山陶企的水
基本都是零排放，烟气的硫含量也大
大低于电厂的烟气，如果使用煤制气
作燃料，其制备过程的酚水、焦油都
是可回收的，现在通过清洁生产的陶
企可以说所有的可能污染都已得到妥
善解决。

其三：关于高耗资源。建筑陶瓷
产业素有“点石成金”之美誉，使用
的都是蕴藏丰富价格低廉的矿物原
料，诸如黏土、长石、石英、风化花
岗岩等，通俗地讲就是泥土砂石。

建陶产业一般要求每吨原料的配
方成本在100元人民币左右，甚至低
于100元，而且建陶产业始终是100%
使用矿物原料。相对冶炼行业，很多
都是昂贵矿物原料（如：铁矿、钒土
矿等） 70%的使用或更低，并同时产
出大量矿渣，对比之下，建陶产业怎
么谈得上高耗资源性？

其四：关于低产出。产出只有相
对的高低，而且在经济行为发生过程
中，效率更多地体现在投入产出比例
上。建陶产品按2009年的出口平均单
价 计 ， 每 吨 产 品/每 吨 原 料 价 格 =
1400/100，而一般钢铁每吨产品/每
吨原料价格=4000/700，可见建陶产
品的原料、产品投入产出效率与很多
产业相比较毫不逊色，低产出的帽子
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用“三高一
低”来描述形容建陶产业至少是不适
宜的，不知道建陶产业何时可以摘掉
这个“三高一低”的帽子。

谈谈陶瓷产业的“三高一低”
□尹 虹

倏忽之间，岩板的风头悄然盖过了
大板。去年还是“无大板，不大牌”，
今天就变成了“无岩板，不大牌”。可
以肯定的是，岩板是大板的升级版，是
在大板的基础之上迭代、演进而来。如
果说大板是 1.0 版，那么岩板就是 2.0
版。那么，大板与岩板，两者究竟有什
么异同呢？

何谓大板？何谓岩板？截至目前，
行业内均没有统一、权威的定义和概
念。事实上这无妨大板、岩板产业的发
展，因为企业的创新，永远都走在国家
相关标准的前面。就比如曾经风靡行业
的仿古砖、全抛釉、陶瓷薄板、大理石
瓷砖……产品有创新，能够不断满足市
场的需求才是王道。笔者以管窥之见解
读一番两者的联系，以期帮助大家对大
板、岩板进行了解。

先来看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无机
非金属材料的陶瓷板，都需要经过原料
制备、压制成型、表面装饰、高温烧
成、机械冷加工等一系列工序；都是
板，而非砖，具有一定的规格要求。具
体以多大为准，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

《陶瓷板》 国家标准，其最小规格应为
900毫米×1800毫米。

再来看看两者的不同点：
从规格来看，大板目前的主流规格

以 900 毫米×1800 毫米、1200 毫米×
2400毫米、1600毫米×3600毫米为主，
当然还有更大规格的产品，同时也包括
900毫米×1800毫米规格以下的一批中
板，主要以 750 毫米×1500 毫米为主，
也有一些企业将600毫米×1200毫米规
格称之为中板；而岩板，通常意义上不
包含900毫米×1800毫米以下规格的中
板，而是以900毫米×1800毫米规格及
以上为主。

从厚度来看，大板有6毫米以下的
薄板，也有超过25毫米的厚板，各厂家
厚度不一；而岩板，明显不包括6毫米
以下的薄板和那些超级厚板，其厚度大
多以15毫米~22毫米居多。当然，其规
格越大，厚度也会越厚。

从性能来看，大板的表面硬度、抗
折强度，都非常高，都能够达到“双
零”吸水率，远胜于普通规格的瓷砖，
但其坯体却不一定是通体；岩板则不
同，其一，由于其后期的加工需要，其
强度、硬度远胜于大板，而且耐酸碱，
零甲醛；其二，其坯体一定是通体，要
做到“表里如一”，以方便后期的加工
应用。

从生产来看，由于对品质的要求更
高，因此，岩板生产的压机，要比大板
生产的压机吨位更大，通常都在10000
吨以上。目前行业内主流企业的岩板生
产压机为 36000 吨或 45000 吨，吨位越

大，品质越高，而那些小于10000吨压
机生产的产品，无论是大板还是岩板，
其内在品质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点
在后期的加工应用中特别明显。压力
小、布料不均匀，导致岩板内部应力不
均，极易出现破碎现象。

从表面来看，大板虽然以仿天然石
材为主，但却仍然有许多产品仿木、仿
玉、仿布，甚至有纯色、墙纸、水磨石
等各种图案的叠加，包括工业风、后现
代等；而岩板则以仿天然岩石的纹理为
主，以凸现其“岩”板的性能；大板有
亮光、柔光、自然面等多种效果，岩板
则多以亮光、柔光为主；仿石大板以追
求四连纹、八连纹、甚至无限连纹为卖
点，但岩板通常不追求无限连纹，而以
其纹理、图案、质感的逼真和细腻为
主。

从应用来看，大板的应用以家居、
商业空间的墙地面平面为主，主要与传
统瓷砖争夺空间应用，比如铺地、贴
墙，包括背景墙等，当然也包括室外墙
面、幕墙、隧道、轨道交通等，还有在
此基础上的瓷艺深加工，如大型的瓷艺
画、背景墙、挂画等；岩板则以家居应
用领域的几何立体空间为主，包括餐
桌、书桌、吧台、橱柜、衣柜、浴室
柜、家具台面、隔板、衬板、背板等，
主要与传统的天然石材、人造石材、木
制品等材料争夺应用范围和空间。

从加工来看，大板应用过程中，其
加工方式主要以切割、拼接为主，比如
大空间的墙面、地面等，相比岩板加工
要简单很多，可由传统的瓷砖铺贴工经
过专业培训升级而来，当然也要辅之以
一些专业的铺贴工具，包括湿贴、瓷砖
胶黏贴、龙骨干挂等；岩板则多以深加
工为主，包括切割、开孔、挖边、倒
角、收口、拼接、黏贴等，专业性强、
技术含量高，需要一系列专业的设备，
稍有不慎，将造成岩板的破损浪费。目
前，大部分企业的岩板深加工都是外包
形式，由专业的配套加工厂来实现。

从名称来看，岩板显然更胜大板一
筹 ， 大 板 ， 只 体 现 出 产 品 规 格 的

“大”，而“岩板”，不仅包含了产品规
格的“大”，更体现出产品的内在性能
和特色。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现。
正因为如此，“岩板”成为行业的新物
种，许多过往的大板产品，也纷纷化身
为岩板产品。

岩板是个风口，也是块肥肉。目
前，关于岩板的各类概念、炒作甚嚣
尘上。热闹是件好事情，可以更快地
促进岩板产业的发展，但热闹中也要
保持一份定力和清醒，别让风吹得迷
了眼睛。

（王力）

细数大板与岩板的异同

编者按：今年 1 月以来，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工作学习生
活带来了影响，也给许多企业的生存发展
带来了挑战。面对疫情，我们的建材装饰
企业在做些什么？在这特殊时期，建材装
饰企业的老总们又在想些什么？让我们听
听他们的心声。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兵：

坚守“一体两翼、全球布局”战略
1997年上市至今，北新建材累计从市

场募集资金29.6亿元，已连续9年按当年
可分配利润的30%左右进行现金分红，累
计现金分红35.48亿元，我们是有责任担
当的企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北新
建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抗“疫”前线，服
务了全国20省36市69家战“疫”医院，获
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目前，北新建材发挥生产基地覆盖全
国（82家）、全套产品优势，重新梳理制定
了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即坚守“一体两
翼、全球布局”：“一体”，就是以石膏板业
务为核心，做好轻钢龙骨、粉料砂浆、矿棉
板、岩棉、金邦板等“石膏板+”配套延伸
产品业务，全球原创鲁班万能板全屋装配
体系，构建完整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两
翼”，就是防水材料和涂料；进入“十倍+”
市场。“全球布局”，就是以石膏板为龙头
产品，逐步开展全产品系列全球布局。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金钟：

适时进入防水领域实现多元化布局
4 月 3 日，亚士创能与安徽省滁州市

全椒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协议，计划在
该地投资建设亚士创能科技（滁州）防水
材料制造基地。该项目总投资 4 亿元，占
地面积约200亩（净地面积），主要建设内
容为沥青基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卷材及
沥青类防水涂料。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
产能：沥青基防水卷材5000万平方米；高
分子防水卷材 1000 万平方米；沥青类防
水涂料 2 万吨。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12亿元。

有人会问，作为一家以功能型建筑涂
料和保温材料为主营业务的领先企业，亚
士创能为何将投资瞄向了防水材料领域
呢？事实上，这是为了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拓展业务范围，满足公司在建材领域多元
化布局的需要。我们认为，涂料和防水具
有很大协同性，建筑防水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适时进入防水行业领域，可对现有产
品和业务的配套延伸，能够实现在建材领
域的多元化布局，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和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布局和
发展战略，对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巴德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向
辉：

紧紧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会
疫情“黑天鹅”或将加快经济“灰犀

牛”的到来。而疫情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和
总体发展趋势没有大的改变，下半年经济
活动将更集中，节奏会加快，作为我们企
业要以更大的力度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机会。

巴德富面对变化，在产品技术方面，
满足房地产加速竣工和环保需求开发快
干、自清洁、低气味产品，快速响应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响应国家旧城改造、翻新政
策，重点加强加快水性工业产品的研发与
推出。在市场服务方面，疫情期间快速反
应，帮扶客户快速复工生产，帮助客户制
订合理的备货计划，针对性制订销售组合
政策等。在经营管理方面，信念上坚信涂
料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是朝阳行业，企
业的经营管理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到基业长青；继
续深化集成供应链ISC管理、集成产品开

发 IPD、人力资源三支柱的变革，继续引
进高端人才，持续优化全国供应网络网
点，坚持始终为维护涂料产业链的健康发
展做出贡献。

上海星杰国际设计董事长杨渊：
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高管团队

的分工
自 2000 年到上海来创业，至今整整

20年了。我在家装行业虽已有20年，但却
感觉这个行业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才刚
刚开始，不断涌现出新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对星杰来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星
杰就开始认真做战略了。在战略这个方
面，我和团队反反复复几轮探讨，在整个
战略路径包括未来 10 年发展，我们想把
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包括在公司的
愿景方面都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把计划
定下来以后，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管
团队的分工，包括董事会的建设，包括核
心团队的法制化，这方面工作的推进就是
如何能实现更好的治理，这是我们今年工
作的主题。

去年，我们业绩有接近20%左右的增
长，我们希望今年能跟去年比起来也能有
个20%的增长，但是因为受疫情的一些影
响，现在存在一些不确定。但是，我们还是

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

顺明：
坚定不移抓好新产品研发

在过去的 2019 年，双乐颜料公司取
得了产品销售3.5万吨的好成绩，其中酞
菁产品1.8万吨，铬系颜料1.7万吨。涂料
是双乐颜料的重要目标客户，双乐颜料广
泛用于汽车涂料、卷材涂料、船箱涂料、机
械涂料、墙面涂料、道路涂料、特种（防腐、
粉末）涂料，是国内诸多涂料企业的优秀
供应商。

面对疫情，我们一手抓防控，一手抓
新产品研发，近期推出了两个铬黄新产
品：1130(P.Y.184)，其耐热为 260℃，耐候
4-5级，推荐用于墙面涂料、工业涂料、汽
车涂料；1140(P.Y.184)，其耐热达 280℃，
耐候4-5级，推荐用于塑料工业，可用于
建筑涂料、工业涂料、汽车涂料。另外，酞
菁蓝、酞青绿、永固紫、氯化亚铜也有新品
推出，它们在汽车涂料、卷材涂料、船箱涂
料、机械涂料等领域有着突出的表现。

上海幸赢空间设计董事长杨林生：
不断学习，出新书玩直播

我是一名1967年出生的装修行业老
兵，从泥瓦工干到建材，又从建材干到装
修，再从装修到设计生活方式，如今已全
身心地爱上这个行业。我一直坚信，大脑
是最值得投资的，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努力
向最前沿最优秀的人们交流、学习。

利用疫情的“闲暇”，我努力尝试玩
“抖音”“一直播”等视频，抖音到现在发了
一千多个作品，粉丝过万，其中一条抖音
点击量破了680万次。大家说现在抖音是

“90后”“95后”的主战场，我不信这个邪。
我相信，2020是装饰行业的直播元年。

此外，我还在不停写书出书。我 9 年
前出版的书《草根榜样——从农民工到亿
万富翁》，写的是我的真实经历，1993年从
农村来到上海奋斗的故事，这本书卖了十
一万多本，曾有读者评价这本书是如何从
0做到3千万的装修界的“葵花宝典”。下
个月我还有本新书《唯一就是第一》将出
版，讲的是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价值、优
势、智慧、战略和品牌，记录的是如何从3
千万迈进到1个亿的品牌故事。

关于装饰企业如何应对疫情？我送大
家一个“稳”字，不要乱投资。非常时期，老
板带头，全员营销，同舟共济，坚持活下来
比什么都重要。

疫情下，建材装饰企业老总在想些什么
□记者 张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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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方式

实际业态

8号桥创意园区
（1期，2003年）

黄浦区（原卢湾区）

曾是旧属法租界一片旧厂房，解放后，隶属
上汽集团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2003年起
更新改造成8号桥创意园区

建国中路 8-10 号，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
米，8栋建筑

卢湾区“十五”规划明确指出推进现代服务
业，创意产业园为现代服务业一分支

国内外创意行业交流、推广、传播的平台，
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时尚创作中心

有机更新，原厂房结构保留。通过桥连接
建筑，外墙由旧房子上拆下来的青砖重新
组合装饰，以凹凸相间的砌造方式凸现墙
面纹理

集聚了建筑设计、文化传媒、咨询服务、时
装设计等众多创意行业，入驻企业有
SOM、B+H.HMA.AEDAS 事务所、吴思远
电影工作室等

1933老场坊
（2006年）
虹口区

原工部局宰牲场。1933年由工部局出资兴
建，著名英国设计师巴尔弗斯设计，后属于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四类历
史保护建筑，2006年起更新改造成1933老
场坊创意园区

沙泾路 10 号，建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5
栋建筑

虹口区“十一五”规划着力发展新兴业态，
大力推进数字媒体、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
领域，成为产业发展新亮点

集时尚表演、发布、展示、交易、设计、服务、
消费、休闲等为一体的创意中心

有机更新，保护性利用开发，尽可能保持建
筑历史原貌，对建筑的外立面、内部坡道等
着重修缮，修旧如旧。再根据现代使用者
的功能需求，进行内部空间装饰

聚集了时尚发布、创意办公、休闲体验、娱
乐总汇行业，入驻企业有吾度视觉艺术、
The POP 公司、雪茄俱乐部、意工场、思考
空间、图书馆等

长阳创谷
（2016年）
杨浦区

隶属上海电气集团。1920 年东华纱厂，1952
年中国纺织机械厂，1992 年中国纺织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后停产。2016 年起更新改造成
长阳创谷创意园区

长阳路1687号，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目前
开发15栋建筑

根据国家和上海科技创新总体布局，杨浦区是
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重要承
载区，全国首批28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
创示范基地之一

上海中心城区最符合知识工作者（创业群体）
生活工作学习的Campus科技园区

有机更新，传承历史与工业文化，按照“绿、光、
锈、合”理念，开展项目设计，将自然阳光、自然
空气引入建筑内，为知识工作者创造亲切舒适
的空间体验

集聚了大量各具特色众创空间及创业企业，如
清华启迪、优客工场、猪八戒华东总部、流利
说、颠创集团总部、ICAR爱驰亿维等

三 个 典 型 更 新 改 造 项 目 对 标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