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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竞争将从经济竞争迈向文化竞争”[3]，而文化创意
产业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领域，必将依托具有城市属
性的文创城区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和核心竞争
力。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因此，探寻新时代文创城区的可持续
发展规划路径，是破解传统文创园区同质化竞争、动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空间建设实践
的蓬勃发展 [1]，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逐渐从自发聚集的
文化创意场所或文化创意园区(以下简称“文创园区”)
向多元融合的文化创意城区 (以下简称“文创城区”)
演进 [2]，如北京798艺术区、伦敦南岸艺术区等都极大
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活力提升。有学者提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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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是未来城市竞争的核心领域。作为文化强国战略建设的重要领域，我国城
市文化创意园区的建设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同质化竞争、动力不足、特色不突出等问题，需要开展系统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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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创意；公园城市；规划；成都天府数字文创城
[文章编号]1006-0022(2024)01-0144-06　[中图分类号]TU984.189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 ]朱勇，齐悦，徐勤怀，等．公园城市理念下文创城区规划策略：以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为例 [J]．规划师，
2024(1)：144-149．

Planning Strategi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Urban Area under Park City Concept: Taking Tianfu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ty as an Example/ZHU Yong, QI Yue, XU Qinhuai, TIAN Xu, XU Ti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 a new engine of urban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field of future urban competition. 
A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strategic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powerhouse, China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and lack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common and a systematic research of planning methods is need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park city and guided by the new 
practice of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mountains, rivers, people, and cities, the planning ideas and work prioriti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urb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momentum, urban management mode, and 
modern governance" are explored, with Tianfu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ty in Sichuan as a study example, which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park city; planning; Tianfu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City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科研项目(KJ-2023-032)
朱　勇，硕士，工程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主任规划师。
齐　悦，硕士，规划师，现任职于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徐勤怀，高级工程师，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助理。
田　旭，硕士，规划师，现任职于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徐　婷，硕士，现任职于四川天府新区文创和会展局。



145公园城市理念下文创城区规划策略——以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为例　朱　勇，齐　悦，徐勤怀，田　旭，徐　婷

力不足等发展困境的钥匙。
当前，正值成都加快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关键时期和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文创名城的
起步阶段，提炼成都天府数字文化创意
城的规划建设经验、开展公园城市理念
下的文创城区规划研究和探索具有科学
性与前瞻性的文创城区规划路径，对推
动文创城区高水平规划建设和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公园城市理念下文创城区规划
策略

1.1　公园城市理念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天

府新区考察时首次提出建设公园城市。
2022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明
确了“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探索山水人
城和谐相融新实践、特大超大城市转型
发展新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打造山水人
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的总体要求 [4]。
公园城市作为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范
式，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城市与自然共生
的关系，引领城市发展逻辑、营城模式、
空间布局、发展方式的变革，描绘了中
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新图景。当前，
文创产业区正处在从“一元聚集的文创园
区”向“多元融合的文创城区”迭代的时
期，这种由“园区”向“城区”的变化是
文创产业人本化、生态化、多元化、数字
化、场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故而，探
索公园城市理念下的文创城区规划路径，
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要求，内化山
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建设内涵，将人—城—
产的发展逻辑、场景营造的营城模式、
内涵提升的发展方式等公园城市规划理
念应用到文创城区规划之中 [5-6]，以此驱
动文创城区更加智慧、更可持续的发展。

1.2　技术思路
传统文创园区依托老旧厂房或郊区

小镇形成的功能单一的产业空间 [7-9]，在
公园城市理念指引下必将转型为宜居宜
业宜游、城绿交融的城区空间。文创城
区规划重点关注生态环境、发展动力、
营城模式、现代治理等方面的内容，积
极营造“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
都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
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的美好生活场景。
具体包括以下措施：①推动营城观念从
生态保护、环境提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转变。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要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城市
发展，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互促发
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
文创城区。②推动营城动力从产业园区
驱动向城市功能引领转变。在文化与数
字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着力引导文创产
业化、产业文创化 [10]，构建以数字为核
心的现代化文创产业体系，深度连接文
创片区与城市，打造以城市功能为引领
的文化高地和文化品牌彰显的文创新城。
③推动营城模式从产业化空间打造向景
区化家园营造转变。公园城市文创城区
建设要以满足人群需求为导向，考虑居
民的文化美学感知，营建文创特色空间

场景，塑造景区化的城市意象，彰显文
化价值与人文关怀，增进公园城市的民
生福祉 [11]。④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管理
向智慧治理转变。坚持以数字技术为抓
手，创新城市运营模式，建设覆盖全域、
实时响应的“城市大脑”，实现信息联
通化、决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推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1)。

1.3　规划策略
1.3.1　坚持生态优先，筑牢公园
本底
筑牢自然基底、提高生态服务质量

是建设可持续文创城区的必然要求。文
创城区的规划设计应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形成结构完整、功能优化
的自然空间格局；应守护自然系统的原
真性、完整性和连续性，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打造公园城市“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应遵循生态系
统的内在规律，保护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提高生境异质性。通过这些手段激发文
化艺术创作，促进自然与文化相融相济，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1.3.2　强化功能引领，激发产业
动能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坚实的文

图1　公园城市理念下文创城区规划技术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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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支撑是城市发展的内核力量。文创城
区的规划设计首先要全面挖掘地域文化，
从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等领域提取文化
基因，塑造城市特色文化品牌；其次要
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深化产业建圈强链，
差异化布局区域产业，强化高能级产业平
台建设；最后需促进文化交流，营造人才、
信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宽松环境，激
发文化创新活力，带动城市文化品牌向外
传播，释放文化价值潜力 [13]。
1.3.3　服务人的需求，创新艺术
表达
创意氛围是城市创新能力、文化底

蕴、精神内涵的外在呈现，浓厚的创意氛
围是新灵感与新思想产生的土壤。城市不
仅是市民生活的物质空间，还是文创人群
的精神场所、创意氛围的表达场域。文创
城区的规划设计应遵循美学原则，塑造城
市景观风貌，按照“把更多美术元素、艺
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的战略要
求，充分展现文创活力，彰显艺术魅力，
形成与城市空间相融的文化氛围，最终以
诗意栖居的自然生活吸引艺术类人群，激
发城市的创新潜能 [14]。
1.3.4　强化数字赋能，增强治理
效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城市治

理呈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发展趋势[15]。
智慧治理以数字化转型为导向，引领治理
理念创新、治理模式革新，是提升城市管
理质量、实现高效精细治理的必由之路。
文创城区的规划应构建智慧化治理图景，
建设基层治理、交通市政管理、应急管
理等智慧服务场景，全面满足多元主体
的社会利益诉求，为文创城区的高效运
行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6]。

2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规划策略

2.1　基本概况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位于成都市域

南端，距双流国际机场30 km、天府国 图 2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规划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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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机场35 km，规划面积为61 km2。区
域以浅丘台地地貌为主，拥有“两山、
五丘、一水、一林、八分田”的良好生
态本底，具有山绵水延、林盘遍布的生态
特质。成都将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作为重
要的文创载体，自2019年启动规划建设
以来，积极探索公园城市的文创表达。

2.2　总体思路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是成都百里中

轴收官之段的门户，是宣扬多彩天府文
化的窗口，也是成都打造全球城市、提
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功能承载地，因此
规划提出打造“天府文化客厅、蜀韵公
园新城”的总体目标和建设“‘一带一路’
文化对外交往新门户、全国数字创意策
源地、西部视听智造增长极、公园城市

文创家园示范区”的发展目标。规划坚
持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聚焦文创人
群的需求、文创产业的趋势和文创空间
的特性，按照“生态优先、自然和谐，
以人为本、文化引领，创新驱动、融合
发展，因地制宜、彰显特色，艺术表达、
场景营城”原则，打造以网络视听为主
导的数字创意谷、以文博旅游为特色的
全域旅游区和以景区形态为特质的蜀韵
公园城。在规划思路方面，通过对标国
内外先发地区的建设实践，结合天府数
字文化创意城的建设现状，按照“观念
之变、动力之变、营城之变、治理之变”
理念，从生态环境、发展动力、营城模式、
现代治理等方面着手，提出建设绿色文
创城、高阶文创城、蜀韵文创城和数字
文创城的规划举措。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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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培育未来产业新优势，建设以网络
视听、数字创意为主导产业的数字创意
谷，推动成都网络视听产业从“高原”
迈向“高峰”，助力成都从创意消费地
转变为创意策源地。三是创建全域旅游
区，发展文博旅游基本功能。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对标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聚焦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将
旅游活动细分为文化博览、休闲旅游、
主题旅游等多种类型，打造具有竞争优
势的成都当代艺术聚集群落，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城市功能向乡村
延伸。
(2)形成文创产业生态，构建“一轴、

两带、三核、三区”的功能布局
立足文化交往核心功能、数字文创

特色功能、文博旅游基本功能，通过做
强城市功能平台促进头部企业和高端文
创要素集聚，补链强链完善网络视听、
创意设计、文博旅游产业体系，补全金
融、政务等关联功能，加快完善商业、
公共服务、居住等配套，形成“平台驱
动层+关键功能层+技术支撑层+场景
衍生层”的文创产业生态 (图 3)，激活
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根据天府数字文

2.3　规划策略
2.3.1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文创城
(1)坚持保护优先，构建生态格局
坚持保障好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

底线，以系统思维处理好生态空间、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关系，促进安全底
线哺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统筹考虑自
然资源保护、生境功能保障、灾害风险
防治等多重维度内容，遵循“多保护、
少干扰、近自然”理念，以水为脉，以
丘为底，构建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一
核两心、一廊两带”的生态空间格局①，
实现推窗见田、出门见绿。
(2)遵循生物习性，构建水、林、田

生境体系
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与生态演替规律，

在构建以生境核心－生境斑块－生境连
接结构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构
建水、林、田等复合的生境系统。一是
在保障行洪安全的前提下，维持赤水河
等水系现有的蜿蜒岸线形态，优化水系
断面形式，丰富滨水植物种群，提高水
系生态环境质量，打造鱼翔浅底的水系
生境。二是丰富植被群落类型，搭配乔

灌草结构，增植食源性、蜜源性树种，
提升林分质量和林带异质性，优化生物
的食物链结构，打造优良的林地生境。
三是优化农田格局，推行有机农业，消
减农业面源污染，营造鸟类、无脊椎动
物的栖息环境，强化生态斑块的连通性，
打造台田迤逦的田园生境。
2.3.2　打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高阶
文创城
(1)培育3大城市功能，打造天府文

化客厅
一是打造中欧文化港，培育文化交

往核心功能。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作为
中意文化创新产业园的承载地，肩负架
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强化国际文化交
往的战略使命，因此应以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为统领，打造以中意合作为核心的
中欧文化港，重点发展国际合作、文化
贸易、人文交流等3大城市功能，形成
成都北有“一带一路”蓉欧铁路港，南
有“一带一路”中欧文化港的“双港”格局。
二是建设数字创意谷，提升数字文创特
色功能。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借鉴国内
外先发经验，按照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协同创新的思路，抢抓数字经济新赛道、

图3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文化产业生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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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意城的空间条件，按照定骨架、明
格局、强重点的思路，构建“一轴、两带、
三核、三区”②的功能布局，以全域产
业布局支撑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高质量
发展 (图 4)。
2.3.3　打造凝聚艺术人群的蜀韵
文创城
(1)历史与未来交融的“蜀川盛景”
作为传扬地域特色文化及新天府

文化的重要载体，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
借鉴《蜀川胜概图》兴文绘城的设计手
法，形成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再现“蜀
川盛景”的3大策略。在塑造城市标识
上，结合天府大道中轴线布局公共文化
建筑、文创办公建筑等重要节点，借助
山形水势联动呼应，打造文化与自然有
机融合的城市文化地标。在传承蜀地文
化基因方面，梳理天府文化代表性的空
间要素，提取林盘、场街、茶馆等3类
特质鲜明的蜀地空间基因，并在城景营
造中加以演绎，以林盘社区、活力场街、
乐创茶馆等形式加以呈现。在营造蜀园
意境方面，秉承“逸其人、因其地、全
其天”的理景理念，打造林苑、园林、
田园多层次的全域自然体系，凸显生态
营城属性 [17]。
(2)数字与艺术互动的“艺术圣地”
融合艺术和科技，精心刻画自然空

间、开放空间、建筑空间、街道空间等
4类特色空间，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城市
空间场景。在自然空间方面，将文化创
意融入生态环境，以大地景观手法刻画
自然公园，以艺术设计手法精雕城市公
园、社区公园，打造自然美学艺术的公
园环境。在开放空间方面，坚持功能复
合多元与空间无界交融，为在不同类别
和不同尺度的多元混合空间单元、文创
地块、商业地块间构建全开放的无界交
融空间体系提供建设引导，打造创新、
创意、创生的创作环境。在建筑空间方
面，对城市天际线、文化地标、城市色
彩、建筑立面等的建设提出特色引导，

突出新时代地方文脉与时尚艺术的共融，
塑造天府韵味、文创特质的形态风貌，
打造艺术雕琢的文创社区。在街道空间
方面，结合人群需求，打造文创漫游型、
文创办公型、社区烟火型、自然景观型
等4类特色街道，以艺术化手法、沉浸
式交互视觉技术设计充满时尚魅力的街
道景观，烘托全时活力的文化氛围，让
每一条街道都成为靓丽的风景线 [18-19]。
2.3.4　打造治理高效的数字文创城
(1)推进智慧治理，打造公园城市数

字文创示范区
“让城市更智慧，更聪明，人民生

活更便利”是智慧化公园城市的建设重
点。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依托西部(成都)
科学城等科技创新平台，通过信息化手
段，以数字孪生城市架构推进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以智慧服务体系、产业应用
场景、沉浸式体验场景驱动智慧云消费
服务，以“一网统管的天府大脑”支撑
公园城市智慧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打

造“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端一
座城”的公园城市数字文创示范区。
(2)创新体制机制，保障天府数字文

化创意城健康发展
建立市级统筹协调和区级工作推动

联动机制，建立以协同化为导向的工作
推进机制、以专业化为导向的管理运营
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
以集群化为导向的产业扶持机制和以差
异化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保障天府
数字文化创意城建设的高效推进 [20]。加
快研究并出台产业支持、人才引进、土
地管理和资金保障等创新政策 (表1)，
争取政策支持，推动优秀数字文创人才、
优质文创产业项目向天府数字文化创意
城集聚。

3　结束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图4　天府数字文化创意城功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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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文创城区作为城市特色文化的集中
呈现地，既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要
求，更要在文化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
引领下探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发
展新路径。本文探讨了公园城市理念下
的文创城区价值转变情况，并结合天府
数字文化创意城实证，探索新时代文创
城区的规划方法。但是由于文创城区在
产业动力和空间特质上具有独特性，还
需要通过更系统的城市视角、更复合的
学科领域、更精细的技术手段来支撑并
深化其规划研究，以推动高水平的公园
城市文创示范区建设。

[ 注　释 ]

①“一核”为雁栖湿地生态核，主要发挥生
态保育、风貌展示等功能；“两心”为大
林山生态绿心、老虎沟生态绿心；“一廊”
为串联两个生态绿心的生物交流走廊，主
要功能是连通密集的生物栖息斑块，以减
少孤岛效应；“两带”为依托赤水河形成
的东西绿色生态带，以及依托鲢鱼水库及
赤水河支流形成的南北绿色生态带。

②“一轴”指东西雁栖文创发展轴；“两带”
指天府大道城市发展带、南北生态景观示
范带；“三核”指数字科技发展核、中欧
文化交往核、文旅度假服务核；“三区”

指网络视听产业社区、创意设计产业社区、
文博旅游产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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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型 内容

产业支持政策 已出台《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八条政策》，建议出台加快网络视听
产业发展、加快文博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形成包含招商引资、企业促建、
品牌培育、企业发展、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市场拓展等的政
策体系

人才引进政策 积极引进文创各领域领军人才、运营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精准制定落户购房、
医疗服务、子女入学等保障政策；建立围绕主导产业的人才需求动态发布机
制，完善“企业提需求+政府给支持”的联合引才模式，推行全聘、双聘相
结合的人才聘用制度，进一步放宽优秀技能人才的落户条件

土地管理政策 根据文创企业轻资产、跨界融合、共生发展的产业规律，借鉴广州“M0新
型产业用地”模式，积极创新文化创意用地 (A23)、商业设施兼容文化设施
用地(BA)等土地供给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提高公共服务用地供给效率，
推动土地的高效使用

资金保障政策 设立天府文创产业基金，通过配套支持、项目补贴、政府奖励、贷款贴息、
引导基金等支持文创企业发展，补齐产业链短板和缺失环节。开设“天府文
创银行”，提供一站式文创金融服务，健全“投、融、担、贷、孵、易”文
化投融资服务体系，加快推动艺术品及其资源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

表1　创新政策建议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