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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47、民革界别

关于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源合作力度，推动

五个新城文体旅公共服务能级提升的提案

※背景情况※

上海五个新城建设旨在打造“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推动城市发展格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文体

旅产业作为新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新城吸

引力、促进产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五个新城文

体旅硬件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内容供给吸引

力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社会资本参与不足、中心城区

对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明显、人才吸引乏力等挑战。

――――――――――――――――――――――

※问题及分析※

1、新城文体旅发展硬件完善，软件仍待提升

2023年，五个新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4.05平方米，

远超全市平均水平。然而软件方面存在不足：一是运营管

理机制缺乏灵活性，部分设施缺乏市场化运作理念，数字

化程度不高，如某博物馆存在官网无法打开，公众号不更

新等问题；二是内容供给缺乏创新力和长效机制，大量公

共设施未采用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三是场馆数字化终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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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复建设，不仅资源浪费，也影响用户体验。

2、新城发展缺乏有辨识度的文化 IP打造

五个新城拥有丰富文体旅资源，但在打造特色和提升

辨识度方面仍有不足,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有待深化。与日

本柯南小镇、熊本熊等相比，文化 IP打造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例如青浦朱家角有待进一步探索独特文化 IP的开发；

奉贤的滚灯、打莲湘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需加强市场化运作；

嘉定的“二混子”IP用漫画讲述历史、社会热点和科学知

识的巧思则有待进一步商业化运作。

3、人口导入策略单一，专业人才匮乏

新城过度依赖落户和购房补贴，未能充分利用上海发

展优势吸引海外人才。同时，公共服务水平、交通便捷性、

国际化程度与中心城区相比吸引力较低。对比泰国清迈等

案例，签证便利、网络基础设施、开放文化氛围等吸引国

际人才和数字游民的关键因素存在不足。

4、受中心城区虹吸效应明显，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

尽管上海市提出将五个新城建设成“独立的综合性节

点城市”，但优质文体旅资源仍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例

如保利剧院因交通不便难以承接高品质演出，九棵树未来

艺术中心需每年约 2000万元政府补贴维持运营。社会资本

则因投资回报周期长、盈利模式不清晰，更倾向于投资商

业地产和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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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1、优化整合文体旅设施数字化终端，提升服务效率和

体验

搭建统一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资源避免重复建设。

优化平台功能和用户体验，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活动预

约、线上展览等服务，支持多语言和多种支付方式。鼓励

更多场馆与社会资本合作，利用平台进行精准营销和推广，

打造高效、便捷、优质的新城文体旅服务体系。

2、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特色 IP打造，发展特色产业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城特色文体旅 IP矩阵打造，结合

各区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参考日本柯南小镇等案例，青

浦区可利用华为研发基地打造科技旅游目的地，嘉定新城

发展汽车主题公园，奉贤新城依托“东方美谷”建设美容

体验馆等。注重 IP商业化运作，开发文创产品和主题活动，

形成完整产业链，激活存量文体旅设施，打造差异化的文

体旅消费场景。

3、建立市区联动机制，促进资源互补

建立市区资源联动机制，鼓励市级院团、演出公司优

质资源向新城倾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定期发布演出、

展览、赛事信息。引导社会资本开发跨区域文旅线路，将

中心城区文化休闲资源与新城特色景点相结合，实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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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

4、完善国际化配套，吸引人才聚集

提升新城对国际人才和数字游民吸引力，完善文体旅

设施国际化服务，如多语种服务、外币兑换等。利用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开发特色产品，探索设立数字游民社区，

提供办公空间、高速网络等配套设施。打造友好开放的环

境，提升新城国际化水平和人才聚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