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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空间对城市创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氛围营

造、创新活动组织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城市创新区创

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区规划需要关注的重

点内容。本文在探讨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内涵与功能的基础

上，通过笔者对波士顿肯德尔广场的实地调研，分析该城市

创新区餐饮空间、公共空间和共享办公空间这三类第三空间

的发展特征，从多元化功能组合、分阶段建设与更新、网络

化空间体系三个方面总结了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的营造策

略，并探讨了国内城市创新区可资借鉴的经验。

Abstract: Third pla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s,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ve milieux,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s. 
Based on discussing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ird places 
in 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s, and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Kendall Square in Bost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types of third places in this innovation 
district, including dining spaces, public spaces and shared office 
space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ird 
places in Kendall Square, including the diversified functional 
combination, phased construction and renewal, and networked 
space system. Th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third places in 
domestic urban innovation districts is also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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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概念最早由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于 1982 年提

出，认为第三空间存在于住所（第一空间）与工作场所（第二空间）

之外，是促进人们交流与互动的非正式聚会场所 [1]。在 1989 年出版的

《伟大的好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中，奥尔登堡进一步拓展了

第三空间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2]。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围绕第

三空间的功能 [3-4]、类型 [5-6]、特征 [6-7]、营造策略 [8-9] 等开展了大量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第三空间不仅有利于社区建设和社会互

动，而且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发挥创新活动催化剂的作用 [10-12]。

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创意阶层通

常更喜欢拥有丰富文化和娱乐设施的场所，如咖啡馆、公园等 [11,13]。

城市创新区作为创意阶层、创新型企业以及相关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等

高度集聚的小尺度城市空间 [10,14-15]，其与第三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一

些学者的关注。根据相关研究，营造第三空间显著促进了波士顿肯德

尔广场（Kendall Square）[16] 和布里斯班 迪亚曼蒂纳知识区（Diamantina 

Knowledge Precinct）[17] 的发展。事实上，随着城市发展逻辑由“业兴

人、人兴城”向“城兴人、人兴业”的转变，营造第三空间能够满足

创新创业群体对多元化生活的空间需求，对实现城市创新区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有关城市创新区的研究目前主要关注

其概念内涵 [14-15,18]、构成要素 [19-21]、空间特征 [22]、规划经验 [23] 等，对

城市创新区内部的第三空间组织关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在探讨

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对波士顿肯德尔广场

的实地调研并结合相关资料梳理，分析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的发展特

征和营造策略，以期进一步丰富关于城市创新区与第三空间的理论研

究，同时为国内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营造提供参考。

1  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内涵与功能

1.1  第三空间内涵的演变
 在奥尔登堡明确提出第三空间概念以前，第三空间事实上早已存

在，例如 18 世纪伦敦的“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但彼时学术

界尚未对第三空间形成系统认识，相关讨论也主要围绕公共空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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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促进社交的重要纽带 [9]。自 1960 年代以来，在消

费主义和体验经济的推动下，咖啡馆、酒吧等具有零售功能

的私有空间不断增加，使得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二者间的界

限逐渐模糊，其所表现出的中立、可进入性、包容性等特征

逐渐受到社会普遍认可 [2]，为城市空间与公共生活增添了活

力。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第三空间的内涵持续

演变，种类不断丰富，出现了将工作与社交需求相结合的共

享办公空间等新类型 [5]，动态响应了空间和人群在不同时期

的发展需求，第三空间逐渐发展成为住所和传统工作场所以

外的社会互动中心。

近年来，城市创新区的出现促使第三空间的内涵发生了

新的变化。与在城市郊区需要依靠汽车通勤且生活品质相对

较低的“硅谷模式”不同 [24]，城市创新区呈现了工作、居住

和娱乐等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模式，强调不同创新主体之间

的地理邻近以及其间的生活环境质量 [12]。城市创新区为开放

式创新背景下的创新过程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渗透提供

了新的场景和平台 [10]，从而推动第三空间融入由企业、人才、

大学、研究机构、创新服务部门等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并

赋予第三空间新的内涵。

笔者认为，城市创新区内的第三空间是创新创业群体进

行交往、娱乐与消费的核心空间，是构成城市创新区创新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区域的第三空间相比，城市

创新区第三空间在功能、尺度、类型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

异化特征。就功能而言，一般区域第三空间主要是为了促进

交流与互动；而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以促进隐性知识传播、

营造浓厚创新氛围为主导功能，因而更强调为创新创业群体

提供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平台。就尺度而言，一般区域的

第三空间既包括大尺度的商业综合体等，也包括小尺度的商

店等；而城市创新区本身的尺度较小，其内部第三空间的组

织也以小尺度空间为主，且通常具有较高的紧凑度与空间弹

性。就类型而言，一般区域第三空间以公共空间、餐饮空间、

零售空间等为主，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则以餐饮空间、公共

空间以及共享办公空间为主 [16,25]。

1.2  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功能
第三空间作为城市创新区有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衡量城市创新区环境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10,15]。基于对城市

创新区第三空间内涵的认识，本文认为第三空间应具备多元

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从而促进城市创新区可持续发

展（图 1）。
一是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多元性吸引创新型人才集

聚。创新型人才是高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其空间偏好已

成为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26]。城市创新区第
图 1  第三空间促进城市创新区发展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空间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多元性恰好能满足创新型人才对

环境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持续吸引创新型人才，并促进城

市创新区、创新型人才与企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27]。

这一特征对肯德尔广场等美国一些城市创新区的兴起发挥

了重要作用 [10]。

二是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包容性为不同创新主体的

非正式交往提供交流平台，从而激发创新活力。创新型企业、

创新创业群体、创新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城市创新区内

高度集聚，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需求。充分

包容的第三空间通常拥有开放的环境、自由的氛围和多样

的功能，可为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传播与分享提供理想的

交流平台，并促进密集信息流和网络化互动在主体之间的

形成，进而推动社会资本、异质性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城市

创新区集聚 [25]。

三是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灵活性有利于降低创新活动

成本，从而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城

市创新区内的第三空间，特别是共享办公空间是一种为个体

或小型公司提供的可灵活办公的创新空间，通过提供可容纳

办公、聚会等多种功能的低成本场所和便捷服务，对城市创

新区内创新资源的共享共用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降低

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使用空间和获取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

成本。

2  波士顿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的发展特征

肯德尔广场是世界著名的城市创新区之一，位于美国马

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隔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与波

士顿市中心相望，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一平方英里”

（图 2）。肯德尔广场邻近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波士

顿大学三所高校，以拥有高密度的创新企业、舒适的街区环

境以及蓬勃发展的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产业而闻名 [27]。

肯德尔广场致力于通过第三空间的营造改善地区环境品

质，吸引创新型人才集聚，增强创新活动多样性，从而有效

激发地区创新活力 [14]。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的建设大约从

1978 年开始，至 21 世纪初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主

要包括餐饮空间、公共空间和共享办公空间（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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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尔广场一号（One Kendall Square）和万豪酒店（Marriott 

Hotel）周边呈现出一定集中分布的特征（图 4）。
在功能层面，为满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需求，肯德尔

广场的餐饮空间逐步融入办公、社交、学习、休闲娱乐等多

种非商业功能，成为创新型人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场所。与

单一商业功能的传统餐饮空间相比，肯德尔广场的餐饮空间

提供了具备多种功能的空间和设施，并经常举办各类交流活

动，营造出舒适的环境和开放的氛围，有效促进了人群的互

动（表 1）。具体来说，由于肯德尔广场的餐饮空间提供免

费高速的 Wi-Fi、开放灵活的功能空间、距离适中的座椅等

设施，逐渐发展为“拓展的办公空间”，并成为不同行业人

群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场所。同时，肯德尔广场餐饮空间的活

力还体现在频繁举办的各种交流活动上，如咖啡汇、知识分

享会等等。对于许多创业者而言，餐饮空间提供的交流活动

是其进入肯德尔广场创新生态系统并拓展人际网络的一个重

要且便捷的途径。

2.2  公共空间 ：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城市客厅
在 1978 年以前，肯德尔广场的第三空间以公园、广场

等块状公共空间为主 [28]。1978 年开始，肯德尔广场的规划

建设初步强调步行的重要性。 这一阶段的公共空间主要布局

在肯德尔广场南侧（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附近），广场西侧以

及查尔斯河沿线的公共空间数量也有所增加。进入 21 世纪，

肯德尔广场东侧与北侧的公共空间逐步完善。至 2012 年，

肯德尔广场公共空间格局已基本稳定，有关规划主要是对已

图 3  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底图根据实地调研情况绘制

图 2  肯德尔广场区位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mapbox.com 底图绘制

2.1  餐饮空间 ：商业功能与非商业功能相互交融
早在 1978 年，肯德尔广场管理部门就开始了对餐饮空

间的干预，这个时期的餐饮空间主要布局于滨河办公园区

（Riverfront Office Park）和科技广场（Technology Square）

内，以满足办公人员的餐饮需求为主要导向。在后续的发展

过程中，餐饮空间的布局和功能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空间

布局层面，餐饮空间主要沿百老汇街（Broadway）和第三街

（Third Street）混合分布在各类用地的建筑底层空间，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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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肯德尔广场主要餐饮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中间图片为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底图根据实地调研情况绘制；左上图源自 https://massbrewbros.com/cambridge-brewing-company-celebrates-30-years/ ；左下图源自 https://nenc.

news/podcast/episode-98/ ；右图源自 https://foursquare.com/v/venture-cafe-at-cic/4b8e90c1f964a520052933e3

表 1  肯德尔广场典型餐饮空间的设施配置与交流活动

种类 名称 空间与设施 活动

酒吧

剑桥酿酒公司

（Cambridge 

Brewing Company）

开放式用餐空间
秋季狂欢节、自行车

节、音乐节

餐厅

催化剂餐厅

（Catalyst 

Restaurant）

空间：聚集空间、季节性

露台、灵活功能空间

设施：风格多样的座椅、

隔音墙、先进的视听设备

企业内部会议、产品

发布会、鸡尾酒会、

假日派对

咖啡

馆

创业咖啡馆

（Venture Café）
公共休息室、活动场所

星期四咖啡汇、知识

分享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和 https://www.facebook.com/CambridgeBrewing/events、
https://www.catalystrestaurant.com/、https://venturecafecambridge.org/ 绘制

有空间的更新改造。目前，肯德尔广场的步行街道串联起公

园、广场等不同类型、规模的块状公共空间，形成了便捷可

达的公共空间系统（图 5）。随着空间品质的不断改善，肯

德尔广场公共空间逐渐发展成为创新区内兼具开放性与包容

性的城市客厅，促进了创新型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肯德尔广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体现在诸多方

面，如设施布置、活动策划、空间规模等（表 2）。公共空

间通常布置桌椅等实用设施、喷泉等观赏设施以及溜冰场等

娱乐设施，为季节性活动、音乐节等多种活动提供了场地。

肯德尔广场公共空间的规模相对适中，面积大多在几百平方

米到几千平方米之间。总体而言，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充分

考虑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群的使用需求，通过鼓励和吸

引人群在公共空间内长时间停留，促进不同社会背景人群之

间的交流，增加新思想、新想法的碰撞概率。

2.3  共享办公空间 ：多元化的空间形式和服务主体
与餐饮空间和公共空间相比，肯德尔广场的共享办公空

间建设起步较晚，受到的规划干预较少。20 世纪末—21 世

纪初，随着肯德尔广场由办公园区向城市创新区转变，传统

办公空间逐渐显现出灵活性不足、成本较高等弊端，无法满

足创新创业群体的需求。为此，剑桥创新中心（Cambridge 

Innovation Center）于 1999 年成立，旨在为创新创业群体提

供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基地。随着肯德尔广场在全球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入驻，由此产生的空间竞

争催生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对灵活、低成本创新空间的需

求。2012 年，《肯德尔广场与中央广场规划》（Kendall Square 

Central Square Planning）建议将 5% 新增的办公空间设置为共

享办公空间，此后广场的共享办公空间数量逐渐增多（图 6）。
肯德尔广场的共享办公空间具有空间形式多样、服务主

体多元等特点，通过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共用，显著降低了

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成本，促进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

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成员之间的经验交流、知识分享。共享

办公空间一般包括联合办公区域、会议室、活动空间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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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肯德尔广场主要公共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中 间图片为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底图根据实地调研情况绘制；右上图源自 https://cic.com/cambridge ；其他图片为作者拍摄

空间类型，提供的办公设施包括高速 Wi-Fi、打印机、视频

会议设备等，服务对象主要面向企业家、投资者、初创公司

和非营利组织。以剑桥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共享办公空间至今

已吸引了数千家初创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入驻肯德尔广场，对

创新区良好创新氛围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表 3）。

表 2  肯德尔广场主要公共空间基本情况

类别 名称 设施与活动 面积 / m2

公园

银河公园（Galaxy Park） 环形长椅、雕塑 825

蒂莫西公园（Timothy J. 

Toomey Jr. Park）

设施：座椅、遛狗公园

活动：水上游戏
9 955

宾尼公园（Binney Park）
座椅、交互式休息室、雕塑、

游乐场
726

百 老 汇 公 园（Broadway 

Park）

设施：座椅、餐桌

活动：夏季露天电影、音乐会
1 298

屋顶

花园

肯 德 尔 中 心 屋 顶 花 园

（Kendall Center Rooftop 

Garden）

设施：座椅、餐桌

活动：健身课程、园艺工作坊、

烹饪活动

2 354

广场

亨利·特米尔广场（Henri 

A. Termeer Square）

座椅、餐桌、池塘、雕塑、溜

冰场
3 345

万豪广场（Marriott Plaza）

设施：座椅

活动：短期艺术展览、音乐节、

季节性农贸市场、社交活动

1 335

街道
先锋步行道（Pioneer Way 

Easement）
餐桌、座椅 1 17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和 https://www.cambridgeredevelopment.org/pops 绘制

3  波士顿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的营造策略及其对
我国的启示

3.1  提供多元化的空间功能组合
肯德尔广场十分注重第三空间的功能混合，通过提供

“餐饮 + 办公”“休憩 + 聚会”“办公 + 娱乐”等多元化的空

间功能组合，满足创新型人才多样化的功能需求。具体而言，

不同类型的第三空间通过建筑层面的水平和垂直混合以及步

行尺度的综合混合，将餐饮、零售、办公、聚会、教育、休憩、

娱乐等多种功能在同一空间载体混合布局、相互渗透，逐渐

形成“生活—工作—学习—娱乐”融合发展的功能布局结构

（表 4）。不过肯德尔广场功能组合的空间模式以水平方向

混合为主，垂直方向的功能复合程度相对较弱。在功能混合

布局的基础上，肯德尔广场还注重引导同一空间载体内的不

同功能在不同时间段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保证创新区具有持

续的创新活力。以催化剂餐厅为例，其在不同时段既可作为

创新型人才的餐饮和办公空间，也可举办鸡尾酒会、假日派

对等多种主题活动，本质上形成了餐饮空间、办公空间以及

聚会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功能混合。

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利用多元化的空间载体和活动内

容实现了内部的功能混合，一方面促进了不同领域、不同

年龄人群的非正式交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创新创业资源

的共享共用。就国内城市创新区而言，不同类型第三空间

之间的功能混合程度较低，第三空间尤其是餐饮空间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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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肯德尔广场主要共享办公空间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年份 服务群体 特色空间 典型空间

剑桥创新中心 1999 企业、非营利组织
联合办公区域、私人办公室、

会议室、活动空间（厨房、游

戏室等）

雷格斯集团（Regus） 2016 企业、非营利组织 虚拟办公空间

生物实验室（BioLabs） 2018 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与企业 私人实验室、开放式实验室

链接公司（The Link） 2019 专注于促进就业与职工发展的非营利组织

注：空白表示不涉及此类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情况以及 https://cic.com/、https://www.regus.hk/workspace/united-states/massachusetts/cambridge/massachusetts-cambridge-kendall-square、https://www.biolabs.io/
cambridge、https://link-kendall.org/ 绘制

表 4  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功能混合模式

类别 典型案例 功能 模式图

餐饮空间 催化剂餐厅 餐饮、零售、办公、聚会、教育

公共空间 万豪广场 休憩、餐饮、聚会、娱乐、锻炼

共享办公空间 剑桥创新中心
办公、教育、娱乐、休憩、餐饮、

聚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facebook.com/CambridgeBrewing/events、https://www.catalystrestaurant.com/、https://venturecafecambridge.org/ 绘制

图 6  肯德尔广场主要共享办公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中间图片为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底图根据实地调研情况绘制；左上图源自 https://www.facebook.com/linkkendallsquare/photos/pb.100070514633695.-2207520000./445689716184115/?type=3 ；

左下图源自 https://cic.com/cambridge-coworking ；右上图源自 https://www.biolabs.io/cambridge ；右下图源自 https://www.regus.hk/workspace/united-states/massachusetts/cambridge/massachusetts-cambridge-
kendall-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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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肯德尔广场不同时期主要规划文件对第三空间建设与更新的关注内容比较

不同时期 颁布的规划 颁布年份 具体内容

1978—2000 年

《东剑桥河滨规划与实施》（East Cambridge Riverfront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1978 增加一批临街餐饮空间；打造宽运河步行广场

《肯德尔广场单元开发》（Kendall Square PUD） 1999
打造查尔斯河沿岸的公共空间；在剑桥研究园（Cambridge Research 

Park）引入一批临街餐饮店

2001—2012 年

《东剑桥规划研究》（Eastern Cambridge Planning Study） 2001 建立居住空间与餐饮空间的区划激励机制

《第三街 303 号单元开发》（303 Third Street PUD） 2003 打造居住与零售功能混合体

《亚历山大重新区划》（Alexandria Rezoning） 2009 增加餐饮空间建设密度；新建公共空间

2013 年以来

《肯德尔广场最终报告》（Kendall Square Final Report） 2013
增加建筑密度以开发更多的第三空间 ；引入特色化、地域化的小规

模餐饮机构，营造活跃便捷的餐饮空间

《肯德尔广场倡议》（Kendall Square Initiative） 2015 提供实用、多样化的街道设施并拓宽街道，以促进行人互动

《2016—2020年肯德尔广场城市更新区实施方案》（Implementation 

Plan Kendall Square Urban Renewal Area 2016-2020）
2015

通过引进相关设施、改善周边景观等方式实现对银河公园等的更新

改造

《肯德尔广场市区更新计划第 10 号修正案》（Kendall Square 

Urban Renewal Project (KSURP) Amendment No.10）
2016 打造屋顶花园；改善规划区域主要街道的景观

《MXD 填充开发概念计划》（MXD Infill Development Concept 

Plan）
2017

扩建百老汇公园和宾尼公园并引入各类桌椅、植物以增强公园的多

样性与观赏性 ；通过新增座椅、改善照明系统、丰富树木种类等吸

引行人进入街道 ；将百老汇街打造成餐饮走廊，确保潜在餐饮业态

与现有餐饮业态互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28] 以及 https://kendallsquare.mit.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KSI_PlanningBoard_2015-09-08_SoMa_and_NoMa.pdf、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
static/51f173a6e4b04fc573b07c0c/t/59e8d439914e6b37450c4b14/1508430907238/FINAL_KSURP_ImplementationPlan2016web.pdf、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f173a6e4b04fc573b07c0c/t/5788
f0616a4963f2a544169d/1468592239263/KSURP_2016NPC_FINAL-063016+reduced.pdf、https://www.dropbox.com/s/on06dg1hpmyvw1t/2017-0205-IDCP-MXD-CONFORMING-HR.pdf?dl=0 绘制

新的促进作用尚未被充分挖掘 [24]。应通过引入多样化的设

施、服务、活动等方式增加第三空间的功能混合程度，同

时促进垂直方向的功能复合以及第三空间与其他空间的用

地混合，为创新型人才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以及创新资源的

共享共用提供多元化的场所，从而保障城市创新区具有持

续的创新活力。

3.2  分阶段实施第三空间建设与更新
在肯德尔广场由工业区向商务办公区再向创新区转变

的过程中，波士顿市政府通过对第三空间进行分阶段、渐进

性的建设与更新规划，不断提升第三空间的场所品质，适

应不同发展阶段创新型人才和企业的空间需求（表 5）。通

过进一步梳理肯德尔广场不同时期用地结构的变化（图 7），
可以发现：（1）在由工业区向商务办公区转型阶段（1978—
2000 年），肯德尔广场的部分工业用地转变为商务设施用地

和居住用地，地块建设密度有所提高，但仍以单一办公功

能为主，新增的第三空间主要是一些公园、广场等块状公

共空间，以满足办公人群的日常休憩需求。（2）在由商务

办公区向创新区转型阶段（2001—2012 年），肯德尔广场

的地块建设密度进一步提高，新增了许多商务和商业设施

用地、居住用地以及部分公园绿地。这一阶段的第三空间

建设以共享办公空间和餐饮空间为主，且餐饮空间开始呈

现向多功能混合空间转变的趋势，以适应创新型经济背景

下企业和人才对弹性办公空间和多样化交流空间的需求 [29]。

（3）在创新区发展阶段（2013 年以来），肯德尔广场愈发

注重创新区的“场所营造”需求，新增用地以商务设施用

地为主，新增第三空间也以共享办公空间为主，但尚未出

台针对第三空间的专项规划，且现有规划对民营第三空间

发展的干预作用相对有限。不过在一系列规划引导下，肯

图 7  肯德尔广场用地结构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visualizations.sasaki.com/cra/index.html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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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肯德尔广场相关规划对于改善第三空间连接性的关注内容

颁布的规划 具体内容

《肯德尔广场倡议》 构建向内连接各类公共空间，向外连接波士顿市、中心广场等地的公共空间连接网络

《2016—2020 年肯德尔广场城市更新区实施方案》 通过改善街景、新建公园等措施增强肯德尔广场与查尔斯河的连接

《肯德尔广场市区更新计划第 10 号修正案》 增加规划范围内建筑与第三空间的户外连接渠道

《沃尔普场所设计指南》（Volpe Site Design Guidelines） 打造步行循环系统，加强与现有道路和相邻地区的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kendallsquare.mit.edu/sites/default/fi les/documents/KSI_PlanningBoard_2015-09-08_SoMa_and_NoMa.pdf、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f173a6e4b04fc573b07c0c/
t/59e8d439914e6b37450c4b14/1508430907238/FINAL_KSURP_ImplementationPlan2016web.pdf、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f173a6e4b04fc573b07c0c/t/5788f0616a4963f2a54416
9d/1468592239263/KSURP_2016NPC_FINAL-063016+reduced.pdf 和  https://www.cambridgema.gov/-/media/Files/CDD/ZoningDevel/DesignGuidelines/guidelines_Volpe_site_20210319.pdf 绘制

图 8  肯德尔广场第三空间连接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Google Earth 底图绘制

德尔广场餐饮空间的功能与活动不断拓展，公共空间的设

施和景观逐渐丰富，共享办公空间的种类和服务日益完善，

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第三空间体系。

肯德尔广场通过分阶段的建设与更新，有效提升了第

三空间的场所品质，并且动态响应了地区和人群在不同时

期的发展需求。国内的城市创新区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

发展势头强劲，近年来由地方政府直接推动的城市创新区

实践日益增多。然而，目前国内的许多城市创新区主要依

托高新区、科技园区和大学校区等进行建设，部分城市创

新区则是完全新建的科技城和科学城，第三空间的发展基

础较为薄弱。借鉴肯德尔广场的经验，国内城市创新区不

仅需要关注第三空间的建设，更要在系统谋划的基础上循

序渐进地推进第三空间的建设并注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创新区要处理好第三空间建设与城市

更新、新区建设之间的关系，根据创新区的发展阶段以及

对应的企业和人才需求，逐步构建具备功能适应性的第三

空间体系。

3.3  构建内外高度联通的网络化第三空间体系
肯德尔广场在一系列规划的引导下，通过打造公共空间

连接网络、步行网络和对外交通网络，构建了内外高度联通

的网络化第三空间体系，提升了创新创业群体之间的交流互

动频率（表 6）。一方面，肯德尔广场不同类型的第三空间具

有较强的内部连接性。一是通过摆放户外桌椅、承办主题活

动等方式将餐饮空间范围延伸至公共空间范围，实现餐饮空

间与公共空间的连接。二是利用连续的步行街道实现餐饮空

间、公共空间与共享办公空间的网络化串联，促进了双向行

人流的形成（图 8）。另一方面，肯德尔广场的第三空间注

重与地铁和公交车等交通站点的衔接，形成了良好的交通可

达性。肯德尔广场内的第三空间集中分布在以肯德尔地铁站

（Kendall Square Station）为核心向外辐射 500 m 的范围内，

沿主街（Main Street）、第三街、百老汇街和艾姆斯街（Ames 

Street）四条主要道路两侧布局，且大多邻近公交车或地铁

站点，对外连通便捷。

肯德尔广场注重构建网络化的第三空间体系，在实现有

形物质空间内外高度联通的基础上，也打通了创新主体之间

进行畅通交流的无形“通道”。对于国内当前一些具有大尺

度、封闭式街区形态的城市创新区而言，其第三空间内外部

联系往往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有效传

播。参考肯德尔广场的做法，这类城市创新区在提升第三空

间品质的同时，可采用新建、改建等方式打造密集且适宜步

行的街道网络，通过串联不同规模、形态、类型的实体空间

促进内部人员的互动，同时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提升创

新区的对外连通性。

4  结语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型经济的不

断发展，国内围绕城市创新区的规划实践方兴未艾，在已

有关于城市创新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迫切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城市创新区内创新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作为城市创

新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空间对城市创新

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氛围营造、创新活动组织等具有

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城市创新区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

注的空间类型。本文通过对波士顿肯德尔广场的实地调研，

分析了该城市创新区第三空间的发展特征以及营造策略，

并简要探讨了国内城市创新区在第三空间规划建设方面可

资借鉴的经验。未来可以通过对国外典型城市创新区的比

较研究，进一步归纳总结第三空间的发展规律和营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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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城市创新区与第三空间的理论研究，并为国内城市创

新区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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