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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97、范春燕

关于依托雷士德工学院，打造北外滩设计

产业集聚高地的提案

※背景情况※

当前，设计的概念及范畴已不限于建筑设计、工业设

计、广告设计等传统设计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制造业、

旅游体育、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以“大设计”的方式前

所未有地强调产业融合，使设计贯穿企业研发、营销、运

营等全流程活动。“大设计”倡导一种基于设计思维的跨

界思考，倡导通过设计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解决城市治理

难题、塑造城市品牌和凝聚力、引领时尚消费潮流、促进

城市交流与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设计”已从对物

质的设计上升为社会化的服务理念。

上海市已出台《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的若

干意见》，《意见》明确到 2025年，基本建成设计产业繁

荣、品牌卓越、生态活跃、氛围浓郁的“设计之都”。到

203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围绕目标提出创建“设计创新型城市”典范、构筑设

计创新生态体系等主要内容。北外滩地区作为黄浦江黄金

三角，区位优势明显，正全力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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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外滩的雷士德工学院始建于 1934年，1936年竣工，

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2021年，虹口区开始全面修

缮雷士德工学院，修缮后的雷士德工学院以上海创新创意

设计研究院的全新姿态亮相，聚焦设计创新创意产业的研

发办公、实践工坊和国际交流场所，这一重要的建筑遗产

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北外滩的文化设计新地标。未来将

在这里打造全球设计新品的首发高地和“设计+”新业态、

新模式的策源高地，促进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

数字设计、邮轮设计以及集成电路设计等集聚发展，打造

上海国际设计之都“核爆点”。

――――――――――――――――――――――

※问题及分析※

1、设计产业特色载体较少。创意设计产业具有高聚集、

高辐射的特点，特别是其从业人员是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更能激发相关人员的头脑风暴和创新

创意，同时更能加快形成相关企业的展示平台。目前本市

缺少特色鲜明、功能齐备、优势互补、具有国际视野和水

准的设计创意产业园区或载体，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无法

充分显现，园区相应配套政策也不足。

2、设计类企业资金流较为脆弱。设计类企业属于轻资

产企业，在发展初期面临资金困难时，相较其他重资产企

业，缺乏有效的投资融资途径。同时，普惠的产业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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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设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吸引和培育作用有限。设

计产业的上游也需集聚，如大量有设计元素要求的企业等。

3、缺少具有带动作用的服务机构。目前雷士德尚无具

有较大行业影响力的、有深厚行业经验的设计产业功能性

机构、头部企业、行业协会等入驻，不仅无法发挥机构资

源优势，为设计企业和行业发展配套相应的品牌推介、国

际交流、技术转移、科技创新、信息共享、人才培训等服

务，同时也很难发挥功能性机构对于促进设计企业资源共

享、集聚发展的积极作用。

――――――――――――――――――――――

※建议※

1、引入高能级活动。建议今年“设计之都”大会继续

安排分会场，组织重量级活动以及设计头部企业活动在雷

士德举办。通过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活动聚集设计产业龙头

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嘉宾，打造更多国际设计领

域的合作交流平台，扩大设计产业“朋友圈”。同时打造

北外滩设计节或设计创新奖项，定期举办活动、比赛及展

示，宣传推广北外滩设计及品牌。

2、制定设计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充分考虑设计企业、

机构实际需求，制定设计产业专项政策，确保资金投入和

产业发展所需相匹配，一方面将现有的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人才政策等覆盖到设计产业，同时也要针对设计产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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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需求，对设计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加强技术创新、

参与国际竞争、中小设计企业培育等方面加大专项政策支

持。

3、用好设计类功能性机构和平台资源。充分发挥市广

告协会、市工业互联网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和资

源，同时通过机构、协会发挥要素优势互补作用，联合设

计行业的领先协会，比如建筑行业的上海市建筑学会等，

吸引带动更多设计类企业关注雷士德，发挥雷士德“核爆

点”作用，吸引聚集相关企业落户北外滩，形成规模效应。

4.强化与高校协同联动。加强与上海有设计资源的高校

共同合作，比如交大设计学院、东华大学国际时尚中心等，

带动大设计行业、人才、活动影响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