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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 Mode in Transport Hub Area: The Case Study of Knowledge Capital of 
Grand Front Osaka

枢纽地区的创新街区模式探索 
—— 以大阪站前综合体知识之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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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大阪站前综合体内的知识之都项目提出将感性知识与先进技术融合，以“交流型新事业

创造节点”为目标，致力于建设将科学技术与经济、产业、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广大领域内容进行复

合化、持续性创新的场所，探索面向未来的空间建设模式。基于对创新街区相关理论的总结和对其

趋势的认识，笔者认为大阪知识之都符合创新街区的内涵，属于“锚定”模式但又有别于一般意义

上的“锚定”模式，具有依托大城市中心区位和综合交通枢纽统筹创新资源的复合特点，在空间组

织上具有枢纽地区创新街区模式的特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层面创新资源统筹范围的扩大，

形成了综合交通枢纽 10分钟范围内的枢纽创新圈；二是街区层面创新街区空间形态的变化，形成

了高强度开发地区半径 800 m步行尺度范围内的 TOD创新街区；三是建筑层面创新功能垂直方向

的集聚，以综合体为载体进行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体创新核。这一案例既是对创新街区模式内涵的

丰富，也能为中国城市条件近似的高强度开发建设的城市核心地区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Abstract: Knowledge Capital project in the complex of Grand Front Osaka proposes to integrate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node for communicative new 
business creative’, this project builds a compound and sustainable innovation place in not on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 but also in economy, industry, culture, lifestyle and other fields. It explores a future-
oriented spatial construction mod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ummary and trend recogni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Knowledge Capital fits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 and belongs 
to the “Anchor Plus” mode, but differs from the general ones. It has the compound characteristics of relying 
on the central location of megacities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s to coordinate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erm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it ha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innovation district mode in 
transportation hub area, which includes three levels: first, the expansion of the coordinating rang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t the city scale, which forms an innovation circle hub within 10 minutes radius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second, the change of innovation district space form at the block scale, 
which forms TOD innovation blocks within a radius of 800 meters of the pedestrian scale in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areas; third, vertical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ve functions at the building scale, which forms 
a complex innovation core as the carrier of innovation elements. This case could both enrich the meaning 
of innovation district mod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 intensity urban 
core areas with similar urban condi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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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轨道建设热潮高涨，

轨道站点地区大多进行公共交通

导向开发（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的开发建设。TOD

模式甚至被称为“下一代城市”的核

心空间要素。在这一背景下，面向未

来的 TOD 规划受到规划设计人员和研

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在智慧城市建

设背景下，国内外部分城市的 TOD 规

划开始探索创新规划建设方法，并尝

试融合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

与智慧社区（smart community）等

模式。例如：加拿大多伦多滨水区

（Water Front Toronto）既是创新街

区、智慧社区，同时也具有 TOD 规

划建设的特征；我国浙江省提出的未

来社区建设也重视智慧技术、生活方

式创新与 TOD 模式的结合。

其 中， 部 分 案 例 结 合 一 般 城

市轨道站点开展创新街区模式的建

设尝试，如美国波士顿肯德尔广场

（Kendall Square）和加拿大多伦多滨

水区等；也有案例结合火车站综合交

通枢纽的区位优势进行创新街区模式

探索，如日本大阪站北地区的站前综

合体（Grand Front Osaka）、英国伦敦

的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 Railway 

Station）、我国雄安新区雄安站高铁站

枢纽以及深圳西丽综合枢纽等。总体

看来，相关实践形成了基于城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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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火车站及高铁站等不同类型站点 TOD 模式的多样化

创新街区探索。

在这些案例中，大阪站前综合体及其核心项目“知识

之都”（Knowledge Capital）极具代表性。这一实践是基于

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和大城市中心区位形成的、面向未来的

TOD 模式的创新探索，同时应用了新的智能技术，符合创

新街区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塑造了独有的策略方法和空间形

态，值得深入研究借鉴。

1  大阪站前综合体及知识之都的发展历程

大阪站北地区（或称北梅田地区）位于大阪市中心，占

地面积 24 hm2，一直以来作为货运站场使用。2000 年以来，

随着站周边用地的逐步开发建设，这一区域的价值也得以不

断提升。作为大阪城市中心最后一块高价值开发用地，大阪

站北地区如何发展被认为是左右未来关西地区发展最重要

的建设工作，因而被称为“关西地区再开发的起爆剂”[1]。

2002 年，大阪站北地区被确定为都市更新紧急整治地区，

2004 年制定《大阪站北地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一系列规

划建设工作随之开展起来。

大阪站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分两期进行，先行开发的一期

项目是大阪站前综合体，占地 7 hm2，已于 2011 年建设完成；

二期项目占地 17 hm2，尚在规划建设中，预计于 2024 年夏

天投入运营。大阪站前综合体包括 3 个地块，共建设 A 座、

B 座和 C 座三栋办公楼以及一栋以公寓和住宅为主的物业，

建筑面积共计 56.8 万 m2（图 1）。综合体通过天桥与大阪

站“无缝衔接”，对原本被割裂的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形成

大阪—梅田枢纽区域新的活力中心，成为促进城市功能提

升的重要空间载体 [2]。知识之都是这一综合体的核心项目 [3]

（图 2）。

1.1  知识之都项目的背景和价值
知识之都是通过新技术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项目，

关键词是“未来空间”[1]。这一项目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

缘于其是基于大阪市未来发展预期作出的战略选择。

日本及大阪在未来发展建设中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是面

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竞争，日本需要增强国际竞争力 ；

二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链附加价值的来源从“有形

资产”转向“无形资产”，日本及关西地区需要应对知识经

济带来的新挑战 ；三是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减速、原油原材料

价格暴涨和汇率急剧变化等商业风险，日本及关西地区需要

形成能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发展对策和新发展模式；四是应

对“少子高龄化”与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日本及关西地区

需要进一步刺激生产、消费和城市活力；五是针对东京“一

心独大”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关西地区及大阪需要改变

并走出生产增长率偏低的困境。

而大阪知识之都项目所处的关西地区具有优越的创新发

展潜力。一是关西地区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为开展知识

性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该地区产业结构完善，

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在制造业方面具有

很高潜力，能够作为支撑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 ；三是该地区

交通系统发达，交通便利。大阪站北地区临近日本西部最大

的综合交通枢纽大阪站，每日交通换乘人次达 250 万；从该

站出发，利用轨道出行，10 分钟可到达各种企业机构集聚的

办公区和会议中心等公共设施，40 分钟可达关西机场 [4]。

图 1  大阪站北地区开发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卫星照片绘制

图 2  日本大阪站北地区站前综合体的建筑功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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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知识之都的创新模式与空间布局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发展起爆剂”的大阪站前综合体

容纳了较多创新功能，知识之都应运而生。知识之都建筑面

积 8.8 万 m2，其创新之处在于将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作

为面向未来的混合功能中心来打造——通过置入共享工作办

公室、共享会议室以及品牌产品体验馆等新的功能业态和服

务设施，将体验性商业作为综合体的重要功能，从而探索工

作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趋势。

知识之都被称为“知识节点”（知の拠点）、“交流型新

事业创造节点”或“城市中心型知识创新节点”等，是不仅

包括科学技术研发功能，也与经济、产业、文化、生活方式

等广大领域内容结合，并进行复合化、持续性创新的场所。

其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多样人群和组织的集聚，即多样性；

二是多种知识相互交流，形成叠加效应，即融合性和正向外

部效应；三是多样知识不断流动，即流动性 [3]。

知识之都的创新模式包括产业、地域特色、研发、生活

质量四大部分，共计 11 个子项、16 个小项，以机器人技术

为首，还涉及信息技术、健康医疗、纳米技术、生物、环境、

光技术等尖端科学技术。知识之都将以上高潜力领域的大学

和企业等资源集聚在关西地区，并集中研究人员、创新者、

企业家和消费者于此交流，从而创造新的价值 [5]60。

在空间布局方面，知识之都的核心功能位于 B 地块的 B

座和 C 座办公楼及其裙房部分，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创

新功能，展示功能，集聚客流与传播功能，以及交流功能。

另外，展示创新生活方式、提供商业服务的商业空间节点位

于A地块；为创新人群提供配套服务的居住功能位于C地块，

从而形成面向创新活动的完整功能组织和整体空间载体 [5-6]

（表 1）。

1.3  知识之都的实施效果
2013 年，以知识之都为创新点的大阪站前综合体建

成完工并投入使用，实施效果较好，成为该区域的标志性

建筑。

在商业开发方面，知识之都开业第一周的客流量就超过

700 万人次，2013—2015 年开业三年间吸引客流超过 1.5 亿

人次，商业效果显著 [7]。在科研创新方面，知识之都通过提

供共享办公室、沙龙、共享会议室、展示空间等完善的服务，

吸引了松下、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三得利、东京大学研究生

院等企业和研发机构进驻 ；同时还吸引了包括大阪大学、庆

应大学等四所大学在知识之都设置分校区（satellite campus）。

在这一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大阪市利用城市更新契机实现了

促进大学回归城市中心的目标 [8]。

知识之都最具特色的空间是跨界融合大学、科研机构、

企业和商铺等不同功能和业态形成的“未来生活样板间”，

提供了面向市民的展示和体验平台。例如：奔驰汽车与咖啡

品牌合作形成的汽车展示主题的咖啡店；近畿大学水产研究

所开设的水产海鲜店在提供特色餐饮的同时，展示渔业科技

知识；乐敦药业的旬毂旬菜餐厅结合了医药康养、生态种植

和绿色餐饮 ；面向大众的世界第一研究所则是具有交互特征

的新技术体验项目等（图 3）。总体上，良好的开发效果坚

定了大阪市对这一项目的信心，大阪站北地区二期开发时还

提出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中心”的目标构想 [9]25。

表 1  大阪站前综合体的功能构成

位置 功能与构成

A 地块

信息传播设施：打造面向世界展示大阪新魅力的平台

商业设施：传播先进的生活方式，打造区域层面集聚客流的空间节点

办公设施：提供支持知识创造的先进工作场所，引领知识时代的国际商务节点

B 地块

引进“网络艺术中心”“机器人城市核心”“生活五感体感实验室”“新食系展厅＆餐厅”等题材，作为合作的引擎项目

以引擎项目为中心，聚集世界水准的核心人员，协同和循环以下四个合作功能：

（1）创新功能，如“民间研究机构卫星实验室”“亚太研究所”等

（2）展示功能，如“房屋设计中心”“LIVE 办公室”“未来安全展示厅”等

（3）集聚客流与传播功能，如“FM 广播电台卫星摄影棚”“机器人咖啡馆”等

（4）交流功能，如“会议中心”等

四个合作功能融合八个领域：机器人技术，泛在·IT·数字内容，生活方式，餐饮，工作方式，通用服务，文化艺术，国际旅游

C 地块

高级酒店：服务世界各地来访者的高标准国际酒店

高级住宅（出租住宅）：提供酒店式服务，为到此中长期出差的人员提供居住服务功能

市中心型综合体住宅：服务创新、知识化生活方式的中心住宅综合体，低层部分作为 SOHO 办公室等

高人气商业设施：支持居民和工作者在“创造之宫”生活和进行知识创造活动，为沿街地区的商业繁荣作贡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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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阪站前综合体及知识之都的创新街区特点
大阪站前综合体位于城市中心，具有高强度开发的综合

体形态，并依托综合交通枢纽站点和轨道网络在更大尺度上

综合统筹各类创新产业资源，形成了与既有创新街区内涵一

致但功能和形态不同的独特模式。

在创新街区的内涵界定上，卡兹和瓦格纳将创新街区分

为三种模式 ：一是位于城市中心依托大学等学术资源的锚定

模式（anchor plus model），如波士顿肯德尔广场，周边往往

图 3  知识之都的建筑功能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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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知识之都的创新组织概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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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阪站前综合体及知识之都的创新街区特质

2.1  大阪站前综合体及知识之都的创新街区内涵
知识之都提出将感性知识与先进技术融合以创造新价

值。不仅强调世界顶尖的技术创新人员和机构的进驻，以进

行专业化的创新活动 ；也重视普通居民的参与，以形成开

放的交流场所和面向所有人的创新环境 [5,8,10]（图 4）。知识

之都的这一理念十分符合当前创新街区的建设理念和发展 

趋势。

创新街区由卡兹和瓦格纳（Katz & Wagner）于 2014 年

提出，其核心内容是设计容纳科技创新活动的街区，为创新

人群设计“自发”的互动机会 [11]。邓智团总结创新街区包括

以下四大特质，一是位于城市中心的空间区位，二是汇聚了

大学、技术企业、研发机构等创新资源，三是具有高强度、

复杂、文化丰富的城区特质，四是具备完备的公共交通和网

络资源等基础设施 [12]87-88。

知识之都具备上述四大条件，符合创新街区的基本特

征。第一，知识之都位于大阪市中心地区；第二，这一地区

虽然本身不是大学或科技园区，但集聚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

创新人员，设置了多所大学的分校区，并依托轨道交通集聚

和统筹了更大尺度的创新资源；第三，该区域人口集聚，文

化资源丰富；第四，这一区域共有 JR、阪急、阪神等新干线

和御堂筋线、四桥线等城市地铁共 7 条轨道线路，汇聚了 7
个站点，每天的人流量约为 230 万人次左右，是重要的轨道 

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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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大量的大学、研究所、技术公司；二是老城区进行更新

发展的城区再造模式（re-imagined urban areas model），通过

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老城区发展成

为具有创新特征的城市中心；三是依托原有科技园区创新发

展的城市化科学园模式（urbanized science park model），该

模式一般位于城市相对外围的区域，将原有科技园区作为高

科技研究和开发中心，进行高强度的城市更新开发建设 [11]

（图 5）。
大阪站前综合体的开发接近于第一种类型，即锚定模式，

但与肯德尔广场等典型锚定模式有所不同。

首先，知识之都具有更强的锚定区位条件。从大阪府和

大阪市的发展战略来看，大阪站北地区不仅作为“关西地区

再次发展的起爆剂”，在整个东北亚地区也是具有重要竞争

力的节点。综合体位于关西地区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区位，

且位于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区位条件极为优越。较之

于一般创新街区依托的城市中心，知识之都处于辐射力更强

的城市中心区位。

其次，知识之都具有更强的更新动力。亚洲大城市普遍

人口较多，且城市中地区开发强度较高。大阪站北地区作为

大阪城市中心最后一块高品质开发用地，依托铁路仓储区进

行改造，这一区域的更新具有更强的动力和更光明的前景。

最后，与部分创新园区依托原有科技园区进行更新改造

不同，知识之都不是传统的集聚研发机构或技术企业的科学

园区，大阪站北地区依托其优越的区位和交通条件，可以在

更大尺度上整合科技企业和高校等研发资源，具有更强的资

源统筹能力。

3  大阪站前综合体及知识之都的创新街区模式解读

知识之都具有创新街区的特点，但在结构尺度、功能组

织和空间形态等方面表现出其独有性，形成了城市中心高强

度开发地区的创新街区空间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被总结

为依托大城市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而形成的，功能更集聚、

开发强度更高、影响区域更大的枢纽地区创新街区模式。此

种创新街区不仅关注街区本身，还包括更大尺度上的资源整

合形成的多层次复合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的空间组织特征：

一是城市层面创新资源统筹范围的扩大，形成了综合交通枢

纽站点 10 分钟范围的枢纽创新圈 ；二是街区层面创新街区

空间形态的变化，形成了高强度开发地区半径 800 m 步行尺

度范围内的 TOD 创新街区；三是建筑层面创新功能垂直方

向的集聚，以综合体为载体进行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体创新

核（图 6）。

3.1  枢纽创新圈的资源统筹
创新研发人群喜好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视慢行交通

及利用轨道公交出行，创新街区的空间组织往往与 TOD 模

图 6  枢纽地区创新街区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5  创新街区的三种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在城市相对外
围的区域，作
为高科技研究
和开发中心进
行更新建设

位于市区中心，
周边大学、研
究所、技术公
司众多

老城区进行更新发展
的城区再造模式，一
般为城市中心或滨水
区，通过居住条件改
善和交通等基础设施
提升进行更新开发

城市化科学园模式

锚定模式

城区再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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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如广州西塱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设计提出公交导向

型社区（TOC：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的生态圈概念，

划分轨道辐射圈、智慧生态圈、人文生活圈三个圈层。其中，

轨道辐射圈是指连接枢纽周边半径 5 km 的片区，此辐射圈

内通过公交绿色出行，吸引广佛沿线和天河 CBD 的人流和

现金流，并将其集聚于广州西门户 [14]。杭州针对创新城市的

研究也提出依托学校或大型公司为创新核，中小企业和创新

人才集聚在创新核 5 km 范围内的创新圈，并提出面向全球

的创新功能需要以高速铁路等交通设施为基本条件 [15]。

知识之都的交通区位特征在于这一项目位于大阪站综合

交通枢纽周边，交通条件优越，但这一站点并非新干线的高

铁站。大阪市内唯一的高铁站是位于大阪站北侧的新大阪站，

距离大阪站 4 km，约 4 分钟轨道车程。两个站点虽然交通

时间不长，但距离不近。这使得知识之都的创新圈规划难以

直接借用高铁站的功能圈层划分理论和高铁创新圈组织的经

验。不过，知识之都在构建创新圈方面的规划设想与高铁创

新圈模式尺度相近，前者模式可以类比后者。

从知识之都的相关规划来看，知识之都依托大阪站的优

越交通条件，结合新大阪站高铁站点具有的辅助交通出行价

值，在其规划建设中充分利用了综合交通枢纽的便利性，并

基于城市轨道网络和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在约半径 7 km 尺

度上形成了“10 分钟功能整合圈”① [16]，此圈可被理解为创

新圈。实际上该圈的构建已经形成了面向大阪甚至整个关西

地区构建创新中心的意图。

大阪知识之都的半径 7 km 的 10 分钟创新圈，表现出与

以高铁站点为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 5 km 创新圈相似的目的

和模式，使之将综合交通枢纽站点地区 TOD 规划与大尺度

创新圈两种空间模型的特征结合起来，发挥了在更大尺度上

统筹创新资源的作用，整合了交通枢纽、文化娱乐、会展经

济、金融办公、数字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功能（图 8）。

3.2  TOD 创新街区的空间组织
在街区层面，结合 TOD 模式，瓦格纳等将创新街区分为

三个圈层：研究活动大部分集聚在步行 5 分钟、半径 400 m 

范围内，软件产业集聚在步行 10 分钟、半径 800 m 范围内，

知识共享社区则以步行 20 分钟、半径 1.6 km 为界 [17]。雄安

站枢纽片区也提出了枢纽核心区、高铁经济区和城市配套区

的圈层划分结构，以及半径 1.5 km 左右的范围，这一结构同

样强调与创新产业的结合 [18]。总体上，无论是城市一般区位

还是综合交通枢纽地区的创新街区，布局均基本符合 TOD

模式的半径 400 m、800 m 和 1.6 km 的圈层结构 [19]。从具体
图 7  高铁站点地区的空间圈层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绘制

式相结合 [11]。例如：肯德尔广场的创新街区是依托轨道站点

在半径 1.6 km、步行 20 分钟距离构建创新圈的空间尺度；

多伦多滨水区同样依托轨道站点形成了智慧化的创新街区建

设探索。与之不同，知识之都位于西日本地区最大规模的综

合交通枢纽大阪站周边，出行便利，这使得其创新街区建设

与肯德尔广场和多伦多滨水区相比，具有在更大尺度上统筹

创新资源的能力。

相较于一般城市轨道站点 TOD 规划中半径 600~800 m 

的圈层尺度，依托铁路火车站或高铁站的综合交通枢纽影

响范围往往更大。当前，针对火车站地区圈层化功能模式

的研究多针对高铁站开展，如王兰认为高铁站点地区分为

1~1.5 km 内的交通枢纽核心区和 3~4 km 的城市功能区两个

圈层，核心区包括交通服务和依托交通枢纽的核心功能，区

域性资源在交通枢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区均有可能设置 [13]

（图 7）。
部分针对高铁枢纽地区开展的规划设计实践也提出了类

似理念，探索 5 km 创新圈与高铁站点综合交通枢纽支撑条件

①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 10 分钟是依托各类轨道公交出行的时间尺度，而非步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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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可以看出，半径 800 m 内为 TOD 创新街区，布局相对

核心的功能 ；半径 1.6 km 内为 TOD 创新街区影响区，布

置配套功能。结合无人驾驶和共享自行车等新技术的支撑，

TOD 创新街区影响区 1.6 km 的尺度可以扩大到 2 km 左右。

图 9  大阪站北地区二期用地的开发设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22]

① “核心功能”是指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创作者、用户等进行知识交流、合作创造、传播新商品和服务的功能，主要包括开放实验室、工作室、高校、

企业研究所、未来展厅、风投办公室、研讨会议室、交流沙龙、新闻中心等。“辅助功能”是指会客交流、信息传播、人才培养等服务“核心功能”

的附带功能，包括多功能展示设施、会议厅、媒体办公室、相关企业办公室（企划开发、海外事业部门等）、教育机构（语言、设计、信息技术）、

相关领域的销售店铺、信息中心和高水平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街区复合功能”是指支持核心功能和辅助功能的综合功能，包括高品质的景

观环境、品牌形象、文化、娱乐、购物、住宿功能、居住功能等。通过综合的功能组织，形成服务国际知识交流和创新的街区空间形态。

图 8  知识之都的 10 分钟功能整合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由于现实开发条件的限制，大阪站北地区整体开发范围

位于大阪站半径 800 m 范围内，基本符合依托 TOD 模式进

行创新街区建设的条件。TOD 模式的街区特征更多集中在

大阪站北地区二期规划建设的方案中。这一方案重视高强度

开发与公共开放空间的结合，规划的公园绿地和公共空间的

占比较高，通过高品质公共空间的设计来促进创新人员的交

流和创造性活动的开展。二期规划以“共同创新”为核心理

念，提出七项策略，包括活用大数据、市民共创俱乐部、共

创社区、未来创新博物馆、全球生态体系网络、新教育计划

以及创新事业管理 ；以及 12 项具体功能，包括下一代媒体、

数字定制、治愈与抗疲劳、下一代健康保健、运动健美、城

市农场、智慧城市与建筑、下一代医疗器械、参与型药物发

现、数字娱乐、人机共生、新教育 [20]。

规划设计方案结合了高品质的空间环境与创新功能，设

置了承载不同功能的“共创盒子”（cube）的概念，使二期

建设成为知识之都创新功能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 [21-22]（图 9）。
综合体内外部的空间组织均体现出服务创新活动的流动和交

互特征，对人性需求与智慧创新如何融合进行了空间探索。

3.3  创新核综合体的功能集聚
知识之都的功能分为三部分，即核心功能（创新和交流

功能）、辅助功能和作为街区的复合功能①。项目不仅重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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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也重视其作为街区的城市服务功能。与肯德尔广场强

调步行尺度和街区环境不同，知识之都的各类创新功能在综合

体的建筑单体内形成了紧凑的垂直组织和一体开发，这种空间

组织模式更适用于亚洲地区高强度开发的城市中心综合体。

大阪站前综合体内部形成的、组织各功能的垂直分层特

征如下。低层部分以展示前沿产品为中心，将访客关心热点

的文化设施集聚在知识广场，并与餐厅、品牌店、旅游信

息中心等设施复合利用，提升人气；中层部分设置研究设施、

实验室、联合研究生院、设计学校、研讨会议室、会议厅

等具有核心功能的交流设施 ；中高层部分集聚与知识之都

核心功能相关的企业办公室、学校和酒店等综合功能 [16,23] 

（图 10）。
总体上，知识之都的核心空间为大阪站前综合体 B 塔和

C 塔之间巨大的中庭空间——知识广场，主要的体验、展示

和休闲功能围绕这一共享空间组织各类功能，从而在高强度

开发的商业综合体中实现垂直空间的交流和功能的共享。

与部分创新街区侧重于服务创新链条相对前端的创新

研发活动需求不同，知识之都作为位于城市核心区位商业

综合体的一部分，更加重视整个创新链条的紧凑组织，特别

是链条后端的产品展示和大众体验。综合交通枢纽的客流量

大，且可以在较大范围上综合统筹产业资源，因此知识之都

更加强调混合人群中的使用者，而不仅仅是创新人群的小群

图 10  知识之都的垂直街区特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23]

图 11  知识之都的产业链条缩减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体本身，以促进使用者、游客与核心创新阶层通过共享空间

和产品体验形成接触和交流，充分发挥创新人群作为核心人

群的催化和影响作用。知识之都的重要目标是在较为紧凑的

空间内，通过一体化混合交流与展示功能，使产业研发、生

产和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链条，以进行功能组织和业态布局，

缩短研发周期，促进人员交流，实现价值创造。总体上，知

识之都的功能组织强调创新活动与生活体验两方面的结合

（图 11）。
知识之都强调人群的混合以及技术企业、市民与创新人

群的融合，从而形成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和共同创造的理想

模式，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6]：一是将知识之都作为创新

容器，重视利用先进技术创造未来生活方式和产业产品，并

使之结合 ；二是将知识之都作为交流载体，使之成为促进研

究人员、企业家、市民（用户）、观光客等相互交流，并共

同创造新知识、新价值和新商品的空间 ；三是将知识之都作

为创业平台，使之成为从计划到运营的全过程中均可进行综

合策划、创造新品牌形象的场所（图 12）。

4  结语

城市创新空间逐步从园区走出来，回归人性化的街道和

社区已成为趋势 [24]。但从相关实践案例来看，由于建设条件

存在差异，不同的创新街区建设形态也存在差异。创新街区

的研究虽然包括城市中心锚定模式的分类，但是缺少对特大

城市核心区创新街区的案例研究。与城市一般站点周边地区

的 TOD 开发或创新街区实践相比，大阪站前综合体知识之

都这一案例十分独特，其创新功能不仅体现在街区本身，还

体现在形成的多层次复合结构，涉及出行 10 分钟、影响数

公里范围的综合交通枢纽创新圈，半径 800 m 的 TOD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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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以及作为创新核心的建筑综合体等多个尺度。

作为枢纽地区的锚定创新街区模式，大阪站前综合体

知识之都既代表了城市中心地区依托综合交通枢纽站点形成

的 TOD 规划建设的新模式，也形成了高强度开发条件下创

新街区空间组织的新形态，还为城市商业综合体、商务中心

CBD、智慧城市等多种模式思考面向未来的转型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这种独特的模式能够为中国城市条件近似的高强

度开发建设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核心地区创新发展提供借

鉴，值得持续跟踪和进一步研究解读。

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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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知识之都的人群组织概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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