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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链式模型”规划

方法探索

□　代　鑫，徐本营

[摘　要]建设产业功能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路径，可以破解传统产业园区同质竞争、产城分离、

公共服务配套与产业人群需求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文章结合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规划案例，归纳总结出产业功能区的“链

式模型”规划方法，阐释了“链式模型”中产业选择、空间布局和功能配套的内涵及联系，并详细介绍了“链式模型”规划

方法在规划实践中的运用，以期为同类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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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functional area is important i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high quality life. It may solv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s such as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industry-city separation, 
mismatch between public service and people’s needs. With industrial functional area of Chengdu medical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oposes “chain model” planning method, introduces connot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industrial choice, spatial layou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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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产业功能区重塑产业经济地理，是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效能治理及市民高品质生活而

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径。

产业功能区规划是在传统产业园区规划的基础上，

充分吸取后者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主导产业选择、

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区公共服务配套问题而开展的系

统规划。本文提出的“链式模型”规划方法，是基于

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规划归纳总结出的技术方法，

近年来成都医学城的发展成效也印证了该规划方法的

实用性。

1“链式模型”规划方法

1.1构建“横向—纵向产业链”

建设产业功能区的核心在于主导产业的选择，产

0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高质量发展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传统产业园区的

同质竞争、职住分离及配套失焦等诸多问题已经限制了

其自身发展，无法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空间支撑，

因此“产业功能区”的概念应运而生。与传统产业园区

相比，产业功能区坚持以功能复合、职住平衡及配套完

善为发展导向，是集研发、生产、居住、消费、人文和

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型社区。产业功能区秉

承集群化发展理念，通过构建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

高效配置和聚集协作“人才、技术、资金、物流、信息”

等核心要素，可以有效形成产业比较竞争力，同时促进

产城融合发展，是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重要空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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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能区的实质是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的

空间聚集形式，其主导产业的发展质量、

经济形态及战略层次直接决定着产业功

能区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主导产业

的选择需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环境

条件和政策配套的基础上，从产业的全

球发展趋势着手，探寻适合当地发展的

细分产业门类，进而研究各个细分产业

门类的产业链，通过强化上游、优化中

游和补足下游打造完整产业链。

构建“横向—纵向产业链”的本质

就是以更加开放的格局、站位国际视野

融入世界发展之中，充分认识主导产业

前沿发展方向，避免闭门造车与世界脱

轨，通过聚集专业化产业、完善主导产

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有效避免产业

分散和同质竞争的现象。

“横向—纵向产业链”落实到规划

层面，其中“横向产业链”是指站位全

球探寻主导产业发展趋势，充分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发展的细分产业门

类；“纵向产业链”是指确定细分产业

门类之后，进一步确定该细分产业门类

的产业链优先发展环节。

1.2构建“云状—带状协同链”

支撑产业功能区的关键在于产业社

区的布局，因为产业社区是产业功能区

建设的物化形式，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

体。以产城融合为导向，对主导产业各

细分产业门类进行空间布局，强调各类

资源和核心要素的配置应突破行政边界，

强化产业之间的关联和协同发展。

构建“云状—带状协同链”的本质

是在产业功能区范围内布置各细分产业

门类的产业链环节，统筹考虑新要素需

求与城市功能的匹配关系，能够很好地

应对新兴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极大的灵活

性和分散性，可以有效避免产城脱节和

职住分离的现象。

“云状—带状协同链”落实到规划

层面，其中“云状协同链”是指产业功

能区之间能够支撑服务各个主导产业协

同发展的要素在虚拟空间的网络协同，

包括数据协同、信息协同等；“带状协

同链”是指产业功能区各细分产业门类

的产业链环节在实体空间的物理协同，

包括研发制造、加工运输等。

1.3构建“人—城—产逻辑链”

营造产业功能区的重点在于功能配

套的完善，因为产业功能区不仅需要针

对产业提供产业配套设施，更需要针对

专业化产业吸引的专业化人才提供生活

配套设施。随着城市之间产业竞争愈发

激烈，在这过程中人才优势和人口红利

被进一步放大，而高技术人才对于生活

功能和配套设施的需求，产业领军者对

于城市环境和生态品质的需求，以及企

业决策者对于创新环境和研发环境的需

求，已成为产业功能区能否落地建设的

重要影响因素。

构建“人—城—产逻辑链”的本质

是通过针对性的功能配套，不断提升产

业功能区的核心竞争力和功能承载力，

有效避免人才浪费和配套失焦的现象，

实现传统产业园区“产—城—人”的发展

思路向产业功能区“人—城—产”的发展

思路转变。

“人—城—产逻辑链”落实到规划

层面，就是要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突出

人对生活功能的需求、人对城市环境的

需求、人对产业发展的需求。首先，应

完善生活配套服务功能，支撑专业化人

才聚集、提高就业人员的幸福感，确定

合理的就业人群规模和人群结构，同时

根据各类产业人群的需求精准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其次，应提升城市生态和景

观环境，吸引中高端产业落地，遵循生

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相互支撑、相

互转化的内在逻辑，助力产业功能区可

持续发展；最后，应搭建专业化产业共

享平台，推动主导产业下各细分产业门

类的协同发展，并营建技术交流和创新

创造环境(图1)。

2基于“链式模型”的成都医学城

产业功能区规划实践

成都医学城是医学、医疗、医药及

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产业功能区，位于

成都温江区。规划聚焦产业选择、空间

布局和功能配套3个方面，力争打造良

性发展的产业功能区。

2.1寻找产业趋势，完善产业体系

2.1.1探寻成都健康产业四大发展方向

健康产业涵盖医药制造、器械制造、

药械流通、医疗服务、康养服务、医疗

图1  “链式模型”结构图

产业选择

空间布局

功能配套

“纵向产业链”

下游

中游

上游

主导产业 趋势一 趋势二 趋势三

“横向产业链”

“云状协同链”
核心区

“带状协同链”

节点一

节点二

节点三

“人—城—产逻辑链”

人 城 产



512020 年第 11 期    第 36 卷

图 2  四大发展方向产业链及其关键环节示意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3  成都医学城健康产业链全景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4  成都医学城健康产业生态发展路径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信息和医疗保险等多个领域。结合成都

领先全国的医疗水平、多元样本的人口

基础、优质丰富的中药资源、雄冠西部

的信息技术和持续增长的创新活力，可

以对接生物组学、医药制造4.0、价值医

疗及医疗人工智能、综合康养4个前沿

领域的发展方向。在全国范围内将成都

打造成为健康产业融合应用高地，与北

京的研发转化中心、上海的跨国创新中

心、广州和深圳的药械制造中心、重庆

的医药制造基地、武汉的梯次转移重镇

及海南的超级医院先行区形成错位发展。

2.1.2选择各发展方向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

结合四大发展方向产业链，立足成

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的现状基础和发展

条件，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链环节(图2)。

例如，生物组学是以细胞疗法直接作用

于病体实现药物治疗一体化的健康产业，

规划从技术难度、产业竞合和成都优势3

个维度论证生物组学产业链各个环节进

入的可能性，经过分析筛选，建议药物

发现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应当优先发展；

医疗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影像读取及诊

断的健康产业，其数据生成这一环节在

产业竞合上不占先机，大型医疗IT软硬

件市场已经成熟稳定，且成都并无发展

的优势，综合判断后，建议选择大数据

整合和大数据应用两个环节优先发展。

2.1.3构建成都医学城的健康产业

全景

规划以产业生态圈建设作为产业准

入门槛，在细分产业领域、细化产业链

条的基础上，明确目标企业，绘制成都

医学城产业功能区“两图一表”，即产

业链全景图、产业生态发展路径图、重

生物组学
医药制

造 4.0

价值医疗及医

疗人工智能
综合康养

药物发现

药物研发许可

测试与试验

药品注册

生产制造

商业化

医药制造

器械制造

智能制造

装备制造

专科医疗

整合医疗

医疗服务

医疗运营

数据生成

大数据整合

大数据应用

养老院

城市养老综合体

持续照料退休社区

活力长者养生社区

嵌入式混合社区

一站式康养目的地

远程投送服务

四大发展方向

产
业
链

·产学转化率偏低
·国家级功能性平台缺乏

·加大招商力度，引进相关
企业、研究机构和带项目的
尖端人才
·与全球顶尖企业 /高校实
验室开展合作，争取项目孵
化 /转化机会

·传统龙头企业引领乏力，增长动力不足
·龙头企业数量少，企业间协作配套不紧密
·土地空间不足

·瞄准国际国内业内顶尖企业，开展龙
头企业招引工作，以政策和配套增强
龙头企业的吸附效应，拉动上下游产
业集聚
·加强对现有潜力型企业的培育壮大
·促进区域合作，强化要素聚集、流通
与互动，与周边区域产生新协同，开
展提质增效工作 2.0，提升空间承载力

·优质医疗供给不足
·特色专科医疗缺乏

·引进国内外领先价值医疗机构，
促进院级交流和学习合作
·关注成都龙头三甲医院，实现
资源互通、优势对接
·持续完善、强化多层级的医疗
服务体系

·医疗大数据/AI基础
薄弱，与传统产业融
合度不高

·吸引领先商保公司
等数据源，切入数据
整合
·以政策为导向，支
持引导区内制造企业
顺应发展趋势，开展
“两化融合”

医疗及保险
数据分析
医疗诊断人工智
能

医疗大数据/AI全程健康生物制药生物制药前沿应用研究基础研究 优选价值医疗普惠医疗服务

复杂/罕见病

专科

养生养老
高端医美
健康管理

公共医疗服务
特色专科诊疗

抗体药等生物药
细胞 /基因疗法
专用生物制品

中医药学
临床医学
其他基础研究

应用生物组学
医疗信息学

创新化药
(含仿制药)
现代中药
医疗器械
健康食品

研发：医学 制造：医药 终端应用：医疗康养 AI/大数据

启动人才公寓及配套住房建设工程，推进医学城孵化器和标准厂房建设

构建“半小时达双城”的“三高八快七轨十全互通”综合交通体系

加快推进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和游泳馆和剧场等文体设施建设

重点引入药物发现和产业化能力强的企业或机构

加快药明康德等重大项目建设，拉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吸引AI/大数据应用型企业集聚

提质增效优化已有产业体系，加快转型升级

培育新型金融服务平台，设立债券、股权和创投投资基金

制定复合型产业用地供给等土地创新政策

引进总部型健康保险公司和科技保险公司

优化“4+4+1+X”行政审批流程

打造智慧城市格局

打造具有鱼凫文化特点的城市建筑 形成国际化都市形态和城市品牌

构建“1核 2轴 3园区 5大试验区 12 个产业社区”的功能分区布局

完成新兴龙头企业引领“三医 +”产业链布局 培育技术 /模式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实现高科技企业规模性扩张 形成下一代健康产业生态圈

坚持在生物技术、价值医疗及医疗人工智能、全程健康、医药工业 4.0 发展模式下融合应用、错位协同

活用本地人才、医疗等资源和外部经验，促成全国领先 强化多层级医疗服务体系

构建“创业投资 +债券融资 +上市融资”多层次创业融资服务体系

争取国家改革试点示范，建成国际化产业平台

修订完善精准的人才、创新、产业等扶持政策

联动自贸区政策制定口岸便利化新政，强化税收扶持力度 累计导入产业人口12.3万人

建成国家级功能载体和平台

打造现代化设施平台和科研功能平台

创建全国三医融合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高端、专业一体化的创新孵化服务空间载体

打造公共技术平台、药物研发转化平台等功能性平台，大力发展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深化“一个脑袋两只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搭建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的“开放式名校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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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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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商名录表，作为产

业功能区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产业

链全景图从研发、制造到终端应用，以

及医疗大数据各个环节出发，明确全球

健康产业领军企业、成都医学城现有企

业、各个环节的关键短板和努力突破的

方向(图3)；产业生态发展路径图阐释

在生活生态、产业生态、政策生态和创

新生态4个方面，通过何种举措实现各

个规划阶段目标(图4)；重点企业和配

套企业招商名录表列出产业上游、中游

和下游各个环节的目标企业，为本土企

业培育及招商引资提供实际操作指引。

2.2实现云状网络协同及带状物理

协同

2.2.1以实践区对接产业发展方向

成都医学城结合温江区空间特征，

优化空间结构，形成“南城北林”的空

间格局，通过全域统筹布局，构建绿色

发展之路(图5)。南城为集中发展区，

布局应用生物学、医药制造4.0、医疗及

医疗大数据实践区；北林为生态涵养区，

布局综合康养实践区，全面对接健康产

业四大发展方向。实践区之间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在全域形成健康产业生态

圈，实现各个产业发展方向之间的云状

网络协同。

2.2.2以同产业门类组织产业社区

规划将四大实践区细化为 12个产

业社区和3个生活社区，通过二者在空

间上融合布局，促进产城融合协调发展

(图6)。以医药制造4.0实践区为例，预

测医药就业人口为7.2万，规划5　km2 的

居住用地，可满足12万人的居住需求，

实现职住平衡。该实践区对接医药制造

4.0发展方向，规划定位为“医药制造前

沿区、智能制造示范区”，在空间组织

上沿产业协同发展轴布局创新中药社区、

创新化药社区、医疗器械社区和生物药

社区，通过聚集医药研发和生产相关的

产业社区，促进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

高效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各个产业社区

之间的云状网络协同(图7)。

2.2.3以上下游环节布局各类企业

以医药制造4.0实践区的生物药社

区核心区为例，规划遵循生物药“药物

发现—药物发现许可—测试与试验—药品

注册—生产制造—商业化”环节，沿片区

周边布局药物发现、测试与试验和生产

制造等大型生物医药企业，结合公共开

敞空间布局药物研发许可和药品注册等

服务企业，结合对外通道布置商业化等

综合企业，最终在该片区形成完整的生

物药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环节的带状物

理协同(图8)。

2.3优化功能配套，聚人营城兴产

规划突出人对生活功能、城市环境

和产业发展的需求，根据现状走访及对

标国内外一流健康园区的人才结构，确

定顶级专家、科研人才、管理人才、蓝

领工人、诊疗人群和医护人群6类健康

产业人群；通过手机信令、问卷访谈等

途径判断各类人群的工作和生活特征，

总结出健康产业人群的9个方面具体需

求(图9)。例如，医疗及医疗大数据实

践区的产业人群以诊疗人群和医护人群

为主，预测年均诊疗人群为800万人，

医护人群为6万人。

2.3.1针对不同人群特征进行精准

配套

在生活功能配套方面，针对诊疗人

群滞留时间不长、追求高效优质的医疗

服务和舒适愉快的就医环境等特征，配

套陪护酒店、医护商业街和健康主题公

园等生活服务设施；针对医护人群工作

压力大，以及对教育设施、技术培训和

业务交流有较多需求等特征，配套医学

图 8  生物药社区核心区产业链在空间上的映射效果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5  成都医学城总体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6  成都医学城产业空间布局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7  医药制造 4.0实践区结构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⑴ 应用生物学研究社区
⑵ 现代中药学社区
⑶ 健康管理社区
⑷ 生活社区
⑸ 医疗大数据社区
⑹ 医疗服务社区
⑺ 生活社区
⑻ 医美社区
⑼ 旅养社区
⑽ 农养社区
⑾ 创新化药社区
⑿ 创新中药社区
⒀ 医疗器械社区
⒁ 生物药社区
⒂ 生活社区
   应用生物学实践区
   医药制造 4.0 实践区
   综合康养实践区
   医疗及医疗大数据实践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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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成都医学城六大健康产业人群 9个方面的具体需求示意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人群类型 精准配套 面积 /hm2

诊疗人群 陪护酒店 4.1

医护商业街 2.5

健康主题公园 65.6

医护人群 国际医学交流中心 3.0

医学技术培训学校 3.0

医学博物馆 3.2

医学图书馆 2.9

国际学校 11.7

大型商业综合体 21.0

体育场 7.4

科研人才 人才公寓 4.0

青年医护公寓 6.0

国际社区 6.0

    类别     服务                平台特点                          建设规模     规划引导

基础服务 血液中心 血液采集、制作、储存、

供应等服务

独立占地，占地规模不少于4 hm2 紧邻医疗服务

区

干细胞库 提供干细胞分离、储存及

临床应用

独立占地，占地规模不少于5 hm2

区域消毒

供应中心

医疗器材的清洗、包装、

消毒和供应工作

独立占地，占地规模不少于1 hm2

器官捐献

中心

组织开人体展器官捐献等

工作

叠建，建筑面积不少于1 500 m2

医疗保险

结算中心

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医疗结

算平台

叠建，建筑面积不少于2 000 m2

数据信息

处理中心

为医疗服务、医学研究提

供数据分析和处理功能

叠建，建筑面积不少于3 000 m2 依托大数据产

业园区建设

技术服务 共享医技

中心

提供专业高精端医学检查

服务

独立占地，占地规模不少于3 hm2 紧邻医疗服务

区

医事服务 医疗法庭 处理医疗事故纠纷 叠建，建筑面积不少于2 000 m2

交流服务 医疗交流

中心

提供医学和医疗交流活动 独立占地，占地规模不少于2.5 hm2 紧邻医学教育

区

表 1  针对不同人群特征的精准配套一览 表 2  医疗服务支撑服务平台体系一览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顶级专家

科研人才

管理人才

蓝领工人

诊疗人群

医护人群

参加各类学习、专业技能培训和兴趣培训等

舒适高品质的居住空间

通过智慧系统参与社区交往与共治

展示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享受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如图书阅览、展览
和演艺观看等

开展各类体育健身活动，如打篮球、跑步和打
羽毛球等

开展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如逛街、看电影和玩
游戏等

在各类公共空间开展休憩及交流活动，如公园
漫步等

享受各类基础性的日常公共服务

促进自我提升的需求

智慧智能的共治系统需求

展示自我的创作空间需求

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需求

高品质的运动服务需求

高品质的娱乐服务需求

高品质的休憩交流空间需求

舒适的宜居宜业空间需求

便捷共享的公共服务需求

·提升能力
·发挥潜能
·民主参与
·贡献价值

·呼吸保障
·吃住保障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生活圆满
·事业成就
·社会地位
·社会声望

·就业保障
·社会保障
·收入保障
·资本安全

·社会尊重
·艺术享受
·文化品质
·交往空间

·人文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公平

价值

需求

品质

需求

基本

需求

追求

生命

价值

追求

生活

品质

追求

生存

机会

图 10  医疗服务社区公园叫号等候区效果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 11  医疗服务支撑服务平台空间布局效果图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图书馆、医学技术培训学校和医学交流

中心等生活服务设施；针对医护人群中

的科研人才安家落户的需求，特色化提

供人才公寓、青年医护公寓和国际社区

等居住配套设施(表1)。

2.3.2营造健康的城市环境氛围

在优化城市环境方面，考虑诊疗人

群的健康活动需求，构建完善的绿道系

统，通过绿道串联医疗区、配套服务区

和休闲游憩区，将绿道与医院环境、社区

绿地、健康公园、滨水空间和道路绿化等

相结合，塑造全景式健康氛围；考虑诊疗

资料来源：《成都医学城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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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就医急迫心情，规划就医优先通

道和公园叫号等候区等(图10)；考虑诊

疗人群行动不便的特点，规划100％无障

碍路径，同时提高公园休闲空间面积和

缩短座椅间距等；考虑诊疗人群的身体

状况，引入杀菌除尘和养生保健植物，

避免种植含过敏源的花粉和飘絮植物等，

营造病人友好型医疗服务社区。

2.3.3搭建产业共享服务平台

在产业共享平台方面，围绕医疗服

务全产业链，构建基础服务、技术服务、

医事服务及交流服务四大类八小类的共

享平台，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社区(表2)。其中，基础服务的共享

平台有血液中心、干细胞库、区域消毒

供应中心、器官捐献中心、医疗保险结

算中心和数据信息处理中心；技术服务

的共享平台有共享医技中心；医事服务

的共享平台有医疗法庭；交流服务的共

享平台有医疗交流中心。同时，对各类

平台的特点、建设规模和规划布局提出

具体指引，如技术服务平台的共享医技

中心可以提供专业高精端医学检查服务，

一般独立占地规模不少于3　hm2，同时需

要紧邻医疗服务区布置等(图11)。

3结语

产业功能区是成都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及形成比较

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产业功能区规划

在充分吸取传统产业园区发展经验和教

训的基础上，纵向论证产业选择、空间

布局和功能配套的逻辑关系，力图为产

业部门的产业研究和规划部门的空间研

究提供一种思路，加快专业化产业集聚，

形成错位协同发展，促进产城融合，实

现职住平衡，保障配套服务设施精准化

满足各类产业人群需求。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产业功能区规划还缺少深入系统的

总结及理论研究，因此在城市规划领域

是一个值得持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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