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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府 新 区 建 设 “大 美 世 界 文 化 名 城 公 园 城 市 ” 

的 理 念 与 路 径

黄 玫 辉 黄 星 诚

摘 要 ：四川天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创 

新城市发展先行先试的改革重任。从天府新区的城市规划 

和产业规划研究出发，依托天府新区的自然禀赋、历史底 

蕴和良好的生态本底，提出天府新区着力打造世界文化名 

城公园城市的发展愿景，探索推进天府新区文创主导产业 

发展的现实路径，在新城发展有机更新中，努力建设产城 

人境融合、自然生态秀美，充满生机的新型现代化国际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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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a te—leve l n e w  area, T ia n fu  N e w  A rea 
h o ld s  th e  re s p o n s ib il i ty  to  e x p lo re  th e  n e w  p a ra d ig m  o f  
in n o v a tiv e  u rb an  d ev e lo p m en t. B u ild in g  u p o n  co n cep ts  fro m  
u rb a n  p lan n in g  an d  in dustria l m an ag em en t, th is  artic le claims 
w e a lth y  n a tu ra l re so u rc e s , lo c a l h is to r ic a l b a c k g ro u n d  a n d  
h e a lth y  eco lo g ica l system s a llo w  T ia n fu  N e w  A rea  to  b u ild  
th e  w o r ld  cu ltu ra l P a rk  C ity  w ith  in te g ra tio n  o f  cu ltu re  an d  
in n o v a tio n  d riv en  eco no m ics. T h e  self—ev o lv ed  T ian fu  N e w  
A rea strives to  b e  a beautifu l, livable and  h arm on ic m o d e m  city 
in  th e  fu tu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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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之_。彼得•霍尔 

认 为 “城市作为文化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总是扮演着 

有特权的角色。” 111文化浸透着一座城市的发肤和骨髓， 

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品味。城市发展往往都需要在 

文化层面寻找自己的坐标和灵魂。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国 

家级新区作为我国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的重要载体或支 

撑，肩负着创新城市开发的体制机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重任” 121。新区作为特殊形态的城市 

化空间，注定了"新区规划建设要注重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突出新区特色风貌” 01。天府新区作为成都市南拓和东进 

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在 “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城市 

有机更新中，如何用文化塑造一座独具魅力的城市新区？ 

本文提出推进天府新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时尚 

之都、大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公园城市" 的发展理念， 

意在探索天府新区文化立区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 

典范，在"一城双核”联动发展中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着力推进成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建设进程。

1 天府新区文化立区战略选择是时代的要求

1 . 1天府新区聚焦“公园城市”目标

2018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府新区时指示， 

“要突出公园城市的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把天 

府新区规划好建设好”；4 月，习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再次指出， “天府新区生态环境 

很好，要取得这样的成效是需要总体谋划，久久为功的”。 

天府新区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成为引领国家级新区 

创新城市转型升级的发展样本。

1 . 2天府新区“四川大事、百年大计”站位要求

四川省委明确：天府新区建设是‘‘四川大事、百年 

大计”，也是成都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城市能级的根本 

之策。天府新区要牢固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自觉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提升天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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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产业聚集度、区域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按照省委 

总体发展要求，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天府新区发展的主导 

产业，文创产业成为天府新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发展方 

向。 "通过五到十年的建设，将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中国 

西部会展之都、国家文化旅游目的地，力争实现会展博 

览与文化旅游业以高于天府新区GDP增长的倍增速度发 

展。” [41 "着力将天府新区打造为{蓝绿交织、水润天府、 

城乡融合’的生态新区，努力让市民在大都市也能*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 ®。 （图 1 )

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H 2015年版)
绿地系绞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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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图（2010-2030)

1.3天府新区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中担当重任

201 8年 9 月，成都市召开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动员

图2 天府新区全域城乡空间结构规划图

推进， "攻坚克难，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图 2)

2 转型文化名城建设的国际样本参考与借鉴

2 . 1城市与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与毕尔巴鄂的振兴

西班牙毕尔巴鄂这座小城，因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的 

落地，以及连带着产生的“古根海姆效应"，这个曾在 

1980年代遭受洪灾与经济危机打击的衰退工业城市，在 

过去二十年， 一 步步走向宣居，成为充满生命力的艺术 

文化之城。自1997年开馆以来，不同群体对这座博物馆， 

有着太多不同维度的想象。对于本地市民来说，古根海 

姆博物馆称得上是精神支柱。于艺术爱好者而言，这是 

一间值得专程拜访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于普通游客而言， 

它是适合哂图在社交网络上的地标式建筑。对于城市规 

划者来说，这或许是值得一试的城市活化策略。而在建 

筑师或者博物馆馆长们看来，这样的项目能否再出现是 

他们想要去思考的议题。2009年首届"李光耀世界城市 

奖”评选时，毕尔巴鄂击败纽约、伦敦、墨尔本等7 7个

部署会议，成都市委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弘扬中华文明， 城市，斩获殊荣。

发展天府文化，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独具人文魅力的世 2 . 2城市与大学：麦马大学迁址与汉密尔顿市的重生

界文化名城。成都提出打造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 

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H三城 

三 都 "，天府新区承担发展“一心三城"的重任，即天 

府中心、西部博览城、成都科学城、天府文创城。大力 

推进"天府新区建设以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 

的现代化新城区"[5]，目 前 “一心三城"的建设正加快

位于加拿大五大湖边的汉密尔顿市曾是加拿大的"钢 

铁之都"，对于这个以资源立市、工业起家的城市而言， 

上个世纪凭借一座座高炉在滚滚浓烟中高速前进，但在 

经历长期发展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行业雇员数量 

持续下降，被污染的环境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无法有效利 

用 171。面对转型压力，城市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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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汉密尔顿市充分利用，诞生过3 位诺贝尔奖 

学者的著名大学麦克马斯特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为汉 

密尔顿制造业的换代升级提供人才储备和科研基础，其 

生命科学产业更是异军突起，建成了加拿大乃至北美规 

模名列前茅的医疗系统[a1。同时汉密尔顿作为黄金马蹄 

区域的关键枢纽，抓住处于多伦多、尼亚加拉大瀑布和 

美国水牛城仅一个小时车程的黄金区位，旅游产业背靠 

尼亚加拉大瀑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賦，让其成为加拿大 

的旅游胜地0

2 . 3文学与城市：文学产业与爱丁堡艺术节品牌

爱丁堡是一座建立在文学上的城市。创办于1947 

年的爱丁堡艺术节现已成为世界性的艺术盛会。它包括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爱丁堡军乐节、 

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爱丁堡电影节、爱丁堡国际爵士乐 

节等。爱丁堡与<大不列顛百科全书> < 福尔摩斯探案 

集> < 金银岛> 《哈利•波特》等多部文学著作大有渊源。 

爱丁堡艺术节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创新精神 

的艺术节之一，对推动全球剧场艺术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2 . 4植物园与城市：滨海湾花园与新加坡花园城市美誉 

滨海湾花园是新加坡打造"花园中的城市"愿景、建 

设国际化城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湾花园将自然 

景观和文化遗产有机结合，致力于实现价值观的转变， 

营造人与自然共存的和谐环境®1。滨海湾花园中文化遗 

产花园部分围绕“植物与人类"的主题，通过四座花园 

反映了新加坡四大主要种族的历史和文化及殖民时期所 

留下来的遗产。滨海湾花园内经常更替的花卉和巨树丛 

林特别编排的声光表演和一系列的媒体解说和故亊讲述， 

徐徐道来植物故事。滨海湾花园的成功打造，推进了新 

加坡从"花园城市H 转变为全球化“花园中的城市”的 

建设进程

3 天府新区世界文化名城发展的路径选择

3. 1生态打底：彰显公园城市大美魅力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不但是对工业文明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更是人 

类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一次重大进步” [1”。天 

府新区充分依照国务院批复天府新区国家级新区的规划 

方案，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564平方公里范围内，按 

照三七开的适建区和绿地区建成比例，将生态、绿色融 

入公园城市的基因与血脉， "300米见绿、500米见水、 

1000米见园”的公园城市形态初步显现。在天府新区兴 

隆湖畔，办公楼群与自然景观已融为一体，翠柳依依、

美丽宜人的兴隆湖、鹿溪智谷、天府公园等已成为市民 

趋之的休闲美景，"舍南舍北皆舂水，但见群鸥E 日来”， 

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那个绿林清波、水鸟翻飞的成都在 

今天天府新区得以初步呈现（图3 ) 。

3 . 2产业识别：发挥文创旅体聚合效应

天府新区直管区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占比达7 0 %  

左右，产业规划明确了鲜明的文创产业导向，尽管天府 

新区区内文创产业生态圈尚未形成，特色文化尚在发育， 

但天府新区文创产业具备立足成都、辐射西南、走向全 

国、影响世界的良好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先期可面向东 

南亚等国家，建 成 K—带一路”南向交流的文化中心。 

文创产业面广类多，新区可发挥文创旅体综合效应，有 

所为有所不为，实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聚合发展。 

新区开发中，要"注意避免产城失调的现象，造成这一 

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底蕴的缺失。一个缺失丰厚文 

化积淀的地方，是难以担负起储存文化、传播文化和创 

造文化的基本使命的” [121，要 推 进 "‘遗产价值，与 ‘原 

生价值’同体共生” [13]。抓天府新区会展产业，髙水平 

推动西博城"增位计划" ，举办各类高规格峰会和论坛 

等，进一步提升西博会、糖酒会等国际影响力；抓天府 

新区创意产业，聚集服装设计、艺术品设计、建筑设计、 

工业设计等若干大型区落，赋予创意产业消费金融属性， 

走在时尚前沿；抓天府新区音乐产业，打造中国原创音 

乐生产地、音乐设施设备和乐器集散地、音乐舞蹈展演 

汇聚地等；抓新区美学产业，服务生活美学、美容医学、 

摄影绘画艺美等；打造新区美食之都，走遍千山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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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美食已生根开花于世界各主要城市，发掘美食文化 

附加值，凸显以川菜文化为代表、中外美食荟萃的国际 

美食之都魅力。

3 . 3挖掘历史：延续古往今来人文特色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 

开始的。’’ 1141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天府新区的建设，要 

树 立 ’'从 1风貌连续’到■历史可读'的整体性保护理 

念” 1151。大天府新区现有2 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直 

管区所含的华阳区域，当初是古蜀国“三都”之 曾  

是 “四川首县”，管辖区域直到暑袜街，是中国第一部 

县志《华阳县志》记载的地方。广都区域为古蜀国都， 

它与成都、新都并称“三都”，广都以其’‘盐井、渔田 

之饶”，并以其"铁矿、好稻田”， “故盛养生之饶”， 

富甲 _方，对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古蜀王蚕丛、杜宇、开明氏等曾先后以广 

都的瞿上、樊乡为洽所。 "将城市中的工业遗址改造为 

新的消费、创意空间，也是各地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161。 

深度挖掘天府新区古蜀文化独特魅力，加强古蜀文化遗 

址、工业文明遗址、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里、古镇、 

古村落、古建筑等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 

用，“街道是历史城市主体空间关系呈现的主要载体”[171, 

新区街道要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留住天府新区文化的根 

脉和记忆。

3 . 4面向世界：讲好新区成都情怀故事

彰显文化的张力和辐射力，一定要有情怀故事。张 

艺谋_ 句 “成都，_ 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赵雷的 

一首《成都》歌曲，诠释了成都最经典的宣传。从三星堆、 

金沙文化、三国文化的视角，开发新区蚕丛纵目、鱼凫 

成神、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历史故事；从 《功夫熊猫》、 

"国宝滚滚”等开发动漫、儿童等故事；从"愿得一人心, 

白首不相离”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等，打造新 

区的千古蜀城文化剧场；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等，发掘新区的休闲文化等；从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倶欢颜”，川军英勇抗日、红军长征等弘扬 

爱国为民情怀。

“城市是人类文明在空间上的结晶，是_ 个国家_  

个地区文化的中心”1181,城市以人民为中心，从“功能城市” 

走 向 “文化城市”，天府新区紧紧抓住公园城市建设的 

难得机遇，擦亮国家级新区的金字招牌，鉴古借今，迈 

步未来。2 1世纪的成功城市，必定是文化城市。天府新 

区的文化兴区的路径选择和实践探索，将提供一种可靠 

的实践样本。

注释：
①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任远，在 2018 
年 2 月 1 日四川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 

采访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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