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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and Its Planning 
Practice

城市创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唐  爽   张京祥    TANG Shuang, ZHANG Jingxiang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动力，城市创新空间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传统对于创新与空间关系的探讨大多集中在

宏观区域层面，聚焦城市内部创新空间的研究不足。近年来，随着创新活动越来越回归城区，城市尺度上创新空间的研究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首先回溯创新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演进，界定城市创新空间的概念内涵。其次通过文献梳理，从

形式研究和原理研究两方面综述城市创新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空间营建、空间布局和空间供给3个

维度总结当前城市创新空间规划实践的研究热点。最后，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创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重点研究方向。

Innovation is the essential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urban innovation space is an important space carrier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traditional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geo-space are mostly at the 

macro-regional level, while th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space within the city is insuffici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returning to urban areas,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on space on the urban scale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trac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geo-space,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Through 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we analyze the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types and the mechanism. On this basis, we summari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planning practice in themes of space construction, space layout, and space supply. Finally,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 innovation space and its planning practic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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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类已经进入知识创新时代。尤其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链格局发生深

刻重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高素质人才为

依托、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创新型经济快速崛

起，成为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城市功能与空

间转型的关键促动力量。与此同时，经过40余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转入

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创新同样成为中国城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驱动的经济

形态与传统要素驱动、资本驱动的增长完全不

同，其内在的资本运作逻辑、主体间互动逻辑

都将发生系统性变化，也必将重构城市空间使

用与空间规划的基本逻辑[1]。

相比既有在宏观区域层面探索城市间创

新网络结构与创新要素流动的研究[2-3]，聚焦城

市内部创新空间的研究显著不足。面向城市发

展的创新需求，近年来许多自发形成或主动规

划的创新空间在城市中大量出现，城市尺度上

创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学

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回溯创

新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演进，界定城市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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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城市研究

的概念内涵，重点对城市创新空间和城市创新

空间规划实践两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

未来我国城市创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重点

研究方向。这对在创新发展语境下探索建构城

市创新空间分析与规划理论框架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对指导创新驱动下我国城市转型和规

划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市创新空间的理论演进与概念

1.1   创新与空间关系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转型发展的语境催生了创新空间研究的

热潮，然而学术界对于创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

探讨由来已久。自熊彼特[4]首次提出创新的概

念以来，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即引起了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总体来看，关于创新与空间

关系的讨论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见图1）。

第一个阶段是1920年代—1970年代，以

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关注企业创新与地

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发明和初创企业与企

业家在创新产生中的重要作用。新古典经济学

认为企业生产的集中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

外部经济影响，Hoover[5]进一步将集聚优势分

为内部规模经济、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

在熊彼特思想的影响下，Perroux[6]首先将创

新理论与空间相联系，其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

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

而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通常集聚于某些

特定的空间。之后，Vernon[7]的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认为在企业生命周期开始的创新阶段，熊

彼特强调的发明和初创企业更容易集中在大

城市。这些理论聚焦企业层面讨论了创新活动

导致的经济集聚现象，为1970年代后期的旧产

业区衰落和新产业区崛起提供了主要解释。

19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

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快，引发了经济活动集聚和扩散的争论。在对

“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研究中发现，与

传统的马歇尔产业区不同，由于激烈的国际竞

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这些小型公司集中

的地区呈现出灵活性加专业化的特点，其通过

根植于本地社会文化的“集体学习”保持着强

大的创新活力[8]。这种网络化的生产方式将创

新活动与当地空间联系起来，许多学者的研究

视角从企业层面转变到区域层面。地方产业的

根植性（embeddedness）成为研究中频繁出

现的关键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创新环

境”（Innovative Milieu）理论[9]。此后，Cooke

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Fujita等学者

探讨了知识溢出的微观机制，法国邻近动力学

派（French School of Proximity Dynamics）围

绕“多维邻近性”论题展开一系列讨论，进一步

发展了对创新集聚的空间问题的理论解释[10]。

进入21世纪，知识创新在资本形成中的作

用得到加强，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核心地区成为

全球创新活动集聚的主要平台。研究普遍认为，

作为国际信息交流的节点，城市不仅可以为创

新早期阶段提供关键信息，有助于企业对创新

趋势的追踪[11]；而且可以为创新产品提供初级

市场，方便企业对用户反馈迅速做出反应[12]。

建设创新型城市，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成为

许多城市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创新与空

间关系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城市。然而，大量

研究仍仅将城市作为创新活动集聚的一个点，

Landry[13]、佛罗里达[14]286-289等学者提出创意城市

（creative city）、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等理

论用来解释这种现象，并针对创新型城市的构成

要素进行总结。近年来，创新的地理格局由过去

位于郊区的孤立产业园区向更密集、更混合的城

市核心迁移，“创新城区”崛起[15]1。这种新地理

空间现象使得城市中特定地区的价值凸显，成为

创新孕育、集聚与生长的空间，一些有关城市创

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研究开始出现。

1.2   城市创新空间的概念内涵

针对“城市创新空间”这一概念，既有研

究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这些创新活动密集的区

域在过往文献中通常被称为知识区域、新经济

空间、创新集群或地区等[16-17]。虽然名称各异，

但现有与之相关的定义中大多包含“创新”与

“城市”两个关键词[18]2，强调创新创业企业的

高度集聚和城市化的生活环境两大特质[19]43-44。

诸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城市创新空间以承载

创新创业行为主体为主，不仅汇聚大量知识型

人才，集中前沿科技创新要素，也内含服务、设

施、生态等多种子类空间[18]24-25,[20]69。而与创新

活动有关的知识学习是城市创新空间的核心

组成部分，使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创意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

出现[14]78-79。基于此，本文认为城市创新空间是

图1　创新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演进历程

Fig.1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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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建成环境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从事知

识学习、加工、再创造等知识与技术生产密集

型活动集中的空间，创新企业、创新人才等创

新主体及科研院所、孵化加速器、服务机构等

基础要素在城市空间中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

聚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见图2）。

2   城市创新空间的相关研究进展

随着城市发展的创新转型，针对城市创新

空间的相关研究蓬勃开展。通过文献梳理，笔

者认为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创新空间

的现象认识和规律识别，具体体现在形式研究

和原理研究两个方面。

2.1   城市创新空间的形式研究

2.1.1    城市创新空间的类型划分

城市创新空间的分类标准不一，按照不同

分类标准对城市创新空间的类型有不同的认

识。简要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一是

根据发展基础（驱动因素）的差异，将城市创

新空间分为支柱核心型（Anchor Plus，或创新

源驱动型）、城市更新型（Re-imagined Urban 

Areas）和科技（产业）园提升型（即城市化

科技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15]2-4,[21]51；

二是根据功能性质的差异，将城市创新空间分

为以开展基础研究为主的科学城和以发展高

技术及其产业为主的科技园[18]4，也有学者将其

称为知识型创新空间和产业型创新空间[22]；三

是根据建设投资与运营管理主体的差异，将城

市创新空间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内生型、政

府和市场共同驱动的混合型3种类型[23]。除此

之外，还有学者根据空间尺度的差异，认为城

市创新空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根据规模而变

化，大致上可以从小到建筑物（创新型楼宇），

然后到片区的规模（创新型街区、创新型园

区），最终形成创新型城市[20]67。

城市创新空间存在多种分类方式，笔者大

致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知识创新的知

识型创新空间，以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源作为

创新主体带动创新活动的产生；二是基于技术

创新的产业型创新空间，以创新企业作为创新

主体带动创新活动的产生。无论何种类型，创

新、研发、学习、交流等主导的知识活动均是其

主要内容，反映出城市创新空间的核心特征。

2.1.2    城市创新空间的形态组织特征

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类型，城市创新空

间在空间形态和空间组织上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更倾向于集

中在拥有开放式社交环境、人本化生活场景的城

市空间，而适宜步行的街区尺度、高质量的公共

空间设计满足了创新活动的空间需求[24]。此外，

由于创新型经济的产业功能与非产业功能高

度融合，地块内部（甚至建筑内部）的功能混

合成为高品质城市创新空间的突出特点。在这

种趋势的影响下，创新活动的载体功能由封闭

的、单一的创新生产空间向围绕特定群体实际

需求、创新活动与社会生活相融合的创新社区

转变[25]11，使得城市创新空间的组织模式从封闭

式、集群式向嵌入式转变[21]51（见图3），校区、园

区、社区走向融合[26]，小尺度、马赛克式镶嵌的

创新空间成为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场所。

复合的功能结构造就了城市创新空间多

层高密的紧凑开发模式，使其在空间形态上表

现为较高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建筑形式上也

更接近于商务办公建筑。从国内外一些典型城

市创新空间的实践来看，不论是剑桥肯德尔广

场、西雅图南湖联合区，还是上海创智天地，均

表现出这种功能复合、用地紧凑的空间特征。

2.2   城市创新空间的原理研究

2.2.1    城市创新空间的生成机制

面对城市中创新空间的大量涌现，有关城

市创新空间生成机制的探讨是学者们首要关注

的问题。研究普遍认为创新活动与其所处的区域

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城市创新空间的生成、

发展依赖于其所处区域的创新生态系统[27]。而创

新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地理上相互关联的要素构

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因此有学者将城市创新空

间生成的基本模型概括为城市空间、产业主体、

创新网络间的关联互动[21]51。更加细致深入的研

究认为，城市创新空间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企

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产生创新的要素，也包括

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为创新发展提供各类服务

所需的支撑要素，物质、文化、政策等环境要素同

样会影响到城市创新空间的形成[28]。据此，可以

将创新要素分为创新源、创新服务和创新环境，

其中创新源是产生创新的核心，创新服务是支

持创新源发展的辅助要素，创新环境则是城市

创新空间的外部环境基础。

不论从何种角度讨论，城市创新空间的形

成均离不开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源和相应创新

服务的关键作用，以及为此需要重点关注的创新

生态系统营造（见图4）。其中，创新源、创新服务

是城市创新空间的核心要素和支撑要素，创新生

态系统则在涵盖上述两类要素的同时，还具体包

括城市空间、地域文化、产业基础、政策制度等影

响创新活动的要素及其构成的系统环境。

图2　城市创新空间的概念框架

Fig.2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城市创新空间的组织模式演化

Fig.3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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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城市创新空间的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创新活动在城市空间中的区位行为及其

影响因素是城市创新空间讨论的重要内容。

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分别进

行阐释。我国学者多以政策性产业园区或新

兴创新创业载体（如众创空间）为对象，研

究其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影响因子及其形

成机制[29-30]；少数学者深入企业选址层面，对

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解析，进而得

出创新活动在高等级公共中心、大容量公共交

通、高等院校等智库机构周边500 m范围内显

著集聚的结论 [31]。随着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发

展，越来越多学者采用创新产出（如论文、专

利等）数据表征创新活动，针对具体城市创新

空间的分布规律进行刻画[32-33]，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城市创新空间分布的发展趋势预判[34]。

结合既有研究，可以看到创新活动的发生

是个多元交互的复杂过程，城市创新空间分布

同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知识源、建

成环境、产业基础、政策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

响。其中，高校、科研机构等知识源周边创新空

间的产生主要源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产业基础

较好的地区创新空间的产生是由于经济的规模

效应，创新空间更多出现在建成环境良好的区

域则体现出创新人才空间需求对城市创新空间

分布的影响，而土地、财税等创新支持政策毫无

疑问会引导创新空间在城市范围内的布局。

3   城市创新空间规划实践的研究热点

当前，政府逐渐意识到创新空间建设对城

市创新发展的作用，开始大力推动城市创新空

间的规划实践，以此来吸引、集聚创新要素，进

而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内外学者从空

间营建、空间布局和空间供给等维度对城市创

新空间规划实践展开广泛研究，并呈现出以下

3个方面的研究热点。

3.1   空间营建： 城市创新空间的场所营造

创新型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发展逻辑

从“业兴人、人兴城”转变为“城兴人、人兴

业”[35]22，城市创新空间的场所营造成为一种流

行趋势。根据相关研究，频繁的非正式交流有助

于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36]，

而社交化公共空间的建设能有效提升知识溢出

效益[19]45。因此，在建筑设计层面，为适应团队合

作和成员互动的需求，应重视交流空间的设计、

公共领域的连通与灵活的功能分区；在街道设

计层面，由于车行交通加大面对面交流的成本，

不利于社交活动的产生，更强调构筑步行友好、

富有趣味和活力的街道空间；在景观设计层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激发创意，滨水空间、公

共绿廊成为建设的重点。

可以看到，城市创新空间的场所营造多通

过“多元”“共享”等要素提升便利性、宜居性、

包容性和互动性。开放式、社交化的场所环境设

计，高密度、混合化的功能服务配套已经形成共

识。国外许多成功的城市创新空间均采取类似

的规划措施，如硅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提供许

多户外运动场地和休闲空间[37]；剑桥肯德尔广

场的片区改造项目提出应将75%的地面层用于

商业及服务功能，并规定要建设15%的开敞空

间[21]52；新加坡在早期科学园的开发中即重视生

态绿地的建设和生活、商业等辅助设施的配套，

随后的纬壹科学城更是将“生活—工作—娱

乐—学习”等功能完全融合。需要注意的是，随

着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中“地方理论”（Place 

Theory）的引入，对场所营造社会属性的重

视日益加强。有国外学者提出一个包含区域

（context）、形态（form）、功能（function）、氛围

（ambiance）和印象（image）等因素在内的

多维模型，以同时突出城市创新空间场所营造

的硬性和软性因素[38]。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发

展出创新空间场所营造的“iFACE”概念化分

析模型，其中场所环境（environment）是场所

营造的基础和背景，场所结构（configuration）、

场所功能（function）、场所氛围（ambience）、

场所意象（image）构成场所营造的4个关键

因素，而场所意象由场所结构、场所功能和场所

氛围共同创造形成[35]26（见图5）。

3.2   空间布局： 创新型经济发展与城市更新

由于具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低廉的租赁

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大量易于改造利用的

工业建筑，城市更新项目在区位与建成环境上

符合创新企业的需求，使得城市旧区成为发展

创新型经济的绝佳场所[39]。与此同时，创新型

经济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丰富城市更新的内涵，

在提高城市竞争力、增加城市就业、延续城市

文脉、塑造城市景观特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因此，在空间布局层面，将创新型经济发展

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的城市创新空间建设成

为研究热点。近年来学术界广泛讨论的“创新

城区”即是一种面向城市存量空间的创新空间

发展模式，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城市政府实现

内城复兴、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国际

实践看，自2000年巴塞罗那普布诺地区（22@

Barcelona）更新计划获得巨大成功以来，波士

顿南岸滨水区、西雅图南湖联合区、布鲁克林

科技三角区等多个地区相继编制并实施了创

新导向的旧城更新规划。这些以创新为主题的

图4　城市创新空间的生成机制

Fig.4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城市创新空间场所营造的“iFACE”模型

Fig.5   "iFACE" model for place-making in urban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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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项目多强调对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

改善（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公

共空间和街道景观的创意性设计、开放式办公

场所和创新活动场所的营造，并同时在产业、

人才等领域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40]。

在中国，随着城市建设重点由增量扩张

转向存量挖潜，创新型经济驱动下的老城复兴

规划方法与城市更新改造模式的探索也开始

出现。一些学者将培育创新活力作为城市更新

的基本策略，认为城市更新与创新空间建设的

耦合协同可以助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41]，试图

通过城市创新空间建设推动城市空间的更新，

并据此提出建设“知识创新区”为导向的更

新行动框架[42]；也有学者将城市创新空间建设

与老工业区转型过程结合，对转型发展背景下

城市零散工业用地的再开发路径等问题展开

探索[43]，提出创新型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组织逻

辑和空间组织逻辑均出现相应变化，并概括出

“园区+创新”和“创新+园区”两种传统产

业园区的转型发展思路[44]。

3.3   空间供给： 适应创新型经济的产业用地

        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

下，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互为促动，城市

中建设了大量以生产环节为核心的工业园区。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加快实施，新产业、新

业态不断涌现。新的经济形态、产业业态的出现

意味着对土地资源供给、规划与用途管制产生

新需求，使得以往针对工业化生产的城市产业

用地供应与管理制度暴露出诸多问题[45]。作为

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产业用地供给政策的适

应性改良成为当前城市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的

重要抓手。早在2015年国土资源部就联合多个

部委出台《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从多个方面采取

措施，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的调整和结构优化。

在地方层面，国内许多经济发达城市相继

开展了一系列适应于创新型经济发展需求的产

业用地供应与管理制度探索，并围绕研发、设计、

中试、检验、检测等创新产业环节提出一套涵盖

准入、出让、监管等内容的新型产业用地管理体

系[46]。从这些实践来看，由于创新型产业涉及行

业众多、发展变化迅速，往往无法准确匹配某一

用地类型，因此各地无一例外地强调新型产业用

地的混合利用[25]13。同时，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涉及

高新产业引进以及土地开发强度调整等问题，各

地在准入门槛、开发强度、差别化地价政策、多元

化供地方式等方面均做出相应探索，并注重土地

供后的绩效评估与全生命周期监管。如深圳构建

了与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机制相衔接的产业用地

供应管理体系，对符合条件的重点产业项目实施

定向的、优惠的土地供给①；杭州规定创新型产

业用地的供给对象要通过一系列高标准的准入

评估②，在土地竞价中可以采取“限地价，竞亩

均税收”“限地价，竞达标时限”等方式确定竞得

人；苏州则首创分段弹性年期（10+N）挂牌出

让模式③，既降低了企业拿地成本，又便于政府

后期监管。此外，东莞、昆山等城市也分别出台相

应的新型产业用地管理办法，努力结合新兴产业

特征实现精准化的产业用地供给。

4   未来研究展望

传统经济学、地理学多重视宏观区域层

面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现象的研究，仅将城市作

为创新活动集聚的一个点。面对创新活动向都

市空间的回归，“城市创新空间”成为近年来

城乡规划学科关注的焦点。但梳理该领域的相

关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创新空间的研究仍呈现

表层化状态，大多停留在物质空间形态特征的

描述阶段；对城市创新空间生成及演进机理的

解释多采取相关性分析，从静态角度对其空间

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并没有说明影响

产生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创新空间规划实践方

面，也尚未建构起系统性的城市创新空间规划

理论与方法。结合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本文

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创新空间及其规划实践的

重点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对城市创新空间特征的研究。顺

应创新活动回归城市空间的发展趋势，未来需

要进一步加强对微观层面创新活动集聚的空

间特征研究，在进一步深化空间形态、空间组

织等物质空间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城

市创新空间在形成条件、创新主体、创新环境

等方面的特征。与此同时，创新型经济包含多

个门类，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创新模式之间具

有明显差别，使得创新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不

同的分布特点。充分认识创新的异质性，在更

多分行业、分地域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建构

起具有一般性的城市创新空间分析框架和理

论模型，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加强城市创新空间生成机制及其动

态演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创新企业、创新人才

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未来应将定性与定量

研究相结合，以多元动态大数据和相应的空间

分析方法为支撑，探寻创新企业集聚、创新人

才流动及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相关行为特征，进

而提取影响创新主体在城市中区位选择的关

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城市创新空间与其

他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探索城市创新空间分

布的动态演化和微观机制。例如采用经济普查

数据等能反映企业信息的数据，分析创新企业

在城市空间中的集聚特征；采用APP时空路径

数据等能反映特定人群时空行为的数据，分析

创新人才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动特征。

（3）探索中国独特体制机制语境下，促

进城市创新发展的规划方法研究与相关制度

创新。城市创新空间发展不仅是一个客观规

律问题，更离不开政府主动、精准治理及其与

市场的积极互动。尤其在中国，“企业家型政

府”被认为是推动城市转型、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力量。面向创新发展的需求，一些经

济发展先导城市已经开始主动引导空间规划

积极响应创新活动，在空间营建、空间布局、

空间供给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多样的规划实

践。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目前城市中建设的

大量创新空间常常与市场的实际需求、选择

相背离。如何通过对创新空间生成机制与规

律的把握，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创新空间

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实现从认识现象、识别规

律到主动应对的知识和能力进步，需要在未来

研究中予以回答。

①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在供地方式上，重点产业项目用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租赁）

或者先租后让方式供应，鼓励重点产业项目用地联合投标或竞买；在地价设置上，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上除配套商业以外的建筑类型，出让底价按照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确定。

②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创新型产业用地管理的意见》中对创新型产业用地的准入标准进行一系列限定，具体包括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单位用地税收、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比、研发人员与从业人员比、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等指标。

③ 分段弹性年期（10+N）挂牌出让模式具体是指：产业用地出让时，同时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和《产业发展协议》。根据《土地出让合同》，政府先期出让10年期的

土地使用权；10年出让期满，受让人需按《产业发展协议》履约考核，监管考核通过后即可继续获得N年期土地使用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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