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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嘉桐

12月23日，艺博家居供应商产品布

置推进暨试营业发布会在项目现场举

行。这座位于连杭经济区、距奥特莱斯

800米的家居港，希望通过“家居界工厂

折扣店”，打造综合性家居家装全品类商

业平台，为消费者省去家居消费多个中

间环节。

海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斌表

示，艺博家居是继奥特莱斯发展后又一

个新型重要项目，海宁政府将为其提供

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扶持政策，满足其创

业发展的需求。据了解，艺博家居体验

采购港筹备近两年，预计在2017年1月

9日正式营业，总规模25万方，总投资达

18亿。

艺博家居一期规划约 8 万方，设有

1∶1 实景样板房体验区、家居品牌旗舰

店、独立空间情景体验区和家居生活用

品超市等，并配备餐饮、娱乐等多元商

业形态，二期规划为家居设计配套及相

关产业链集群。艺博家居还与铭品装

饰合作，打造全屋精装体验中心，让消

费者所见即所得，实现无后顾之忧拎包

入住的家装需求。

记者 张嘉桐

近日，“协诚创展·未来已来”2016

浙江省移门行业协会年度大会在杭州

市萧山区雷迪森铂丽大酒店举行，中国

工商联秘书长张传喜、广东省门业协会

秘书长徐生、浙江移门行业协会会长万

小龙及 400 多家会员企业代表共同出

席。

据了解，成立于今年4月25日浙江

省移门协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走访

温州、佛山、广州等地企业了解行业发

展现状，“抱团”参加广州展，成功举办

了各项会员活动，发挥了协会为会员企

业提供经济服务，为政府与企业搭建桥

梁的作用。

“门窗行业如果依然走低价战略，

将面临严峻考验。”徐生表示，浙江移门

行业协会优先走出的原创设计之路非

常值得借鉴。张传喜则表示，随着我国

家居制造业成本的逐渐增高，协会要带

领门窗企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协会将在明年 3 月份举办

“浙江衣柜移门原创设计展”，还计划在

未来上线“宅装会”电商平台，加大行业

在线上的影响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12

月 26 日起上海市房地产主管部

门已开始着手上海各区排查类住

宅情况，并明确表态，今后对于类

住宅产品的审批将会加强管控。

一名资深业内人士评价称，

这表明上海有可能率先对类住宅

进行整顿，以后房企要想借类住

宅打住宅概念的擦边球将会面临

阻力。类住宅包括酒店式公寓、

公寓式办公、LOFT、SOHO公寓

等，产权大多数分为 40 年、50 年

两种期限。与北京市场俗称的

“商住房”概念相近。

自 2012 年上海房地产市场

开启限购模式以来，上海全市出

让的 691 块经营性用地中，商办

地块有359块，超过5成，在郊区

的办公产权用地出让，往往由于

郊区人气不足很难销售或者出

租，以往房企拿了这种地以后往

往会改成商住两用或者办公产权

的公寓产品，通过类住宅与纯住

宅的价差，推动销售，从而加快资

金回笼。这从一定程度表明在上

述 359 幅地块中，用于建造类住

宅产品的地块占据较大比例。

今年上海“325”楼市新政之

后，酒店式公寓成交开始走高，

6-8 月成交创下历史新高；类住

宅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快速增长。

今年 1 月份商办类产品（包括类

住宅与办公产品）的成交均价为

2.2万元/平方米，到12月成交均

价已达 3.17 万元/平方米。环比

来看，11月上海商办类产品成交

1523 套，成交面积 8.79 万平方

米，均价 2.69 万元/平方米；截至

12月26日，成交1251套，成交面

积7.19万平方米，均价3.17万元/

平方米。截至12月27日，上海类

住宅 2016 年成交 201 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 76%；成交均价 23404

元/平方米，同比涨幅12.4%。

地产快讯

上海或着手
整顿类住宅产品

开发商拿地，除了地段本身，他们还看重什么？

浙江省移门行业协会召开首届年会 艺博家居欲打造“家居界工厂折扣店”

记者 李坤军 通讯员 吕贝

12月 26日，越秀联合招商和
江干城建再次以 62.55 亿元竞得
艮北新城核心区西地块，楼面价
25644元/平方米，溢价率65%。

为什么说再次，因为早在 11
月 28日，三家联合体同样在此竞
得过一宗地块，当时总价为 60.1
亿、溢价66%摘取，折合拿地楼面
价25787元/平方米。

这两宗地块均为商住用地，商
业用地的配比为30%，如果把商业
用地的地价框定为 8000 元/平方
米，那么住宅用地的价格将接近
33000元/平方米，创下一个新高。

因此，市场惊呼，未来城东又
将崛起一座宜居之城。

以120多亿的代价扎根艮北
新城，这些房企到底打的是什么算
盘？也许，我们去剖析板块本身，
能找出些答案。除了区块本身的
优势，艮北新城的打造理念，也许
更是打动开发商的触点。

在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
地块其实与房子一样，只有赋予地
块不同的气质和特色，才能获得更
多客户的青睐。

徐晓伟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初

入职场的他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并对其寄予

厚望：一方面想通过骑行的方式健身；另一

方面也积极响应绿色出行的号召。不过他

很快发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施，因为不少

机动车主经常会把汽车开上非机动车道，甚

至干脆当成泊车位，严重影响到他的骑行。

有数据表明，在国内，有高达 60%以上

的居民，对以非机动车道为主的城市慢行系

统表示不满，机动车挤占慢行系统、慢行交

通设施不足、慢行空间环境质量差是三大主

因。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逐渐兴起争取慢行

路权的风潮。作为杭州城市发展东扩之路

的重要人居板块，江干区委、区政府一直高

度重视艮北新城的开发建设，一心想把其打

造成东部主要发展轴上的“高品质商住新

区”，在探索解决城市病的基础上，引领人居

未来。而早在2010年，《杭州市江干区艮北

新区城市设计》中就提出将艮北新城打造成

为杭州“公交社区”、“健康身躯”示范地的理

念，获得 2011 年全国优秀规划设计奖。在

规划引领下，艮北新城最终确立打造杭州首

个“林荫慢行系统”。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少地方患上

了“城市病”：机动车道越修越宽，堵情却与

日俱增；汽车可以优雅地奔驰在平坦的道路

上，骑车的人却不得不推车上过街天桥、走

地下通道；人行道、自行车道被蚕食得七零

八落，于是，自行车要么与机动车并驾齐驱，

要么与行人争夺地盘，骑车的、走路的，谁在

路上都缺乏安全感。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城市管理者一味追

求发展速度和通行效率，过分偏重于发展以

机动车为主导的快速交通体系。功利性的

规划，让慢行系统为城市提速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管理的缺位，让强势的机动车主湮没

了慢行者的话语权。其实，慢行系统是城市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的出行方

式是现代交通的基本形态；而且城市作为一

个经济体，同时也是居民生活的共同空间，

人们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还需要慢节奏、

高质量的生活。

艮北新城内的“林荫慢行系统”，全长超

过 10 公里，采用人车分流设计，将接驳点

车、公交站、学校、社区商业、医疗等重要设

施结合起来，避免与外部道路形成的交通圈

重叠。换句话说，在这条通道上，没有机动

车，没有尾气，看到的只有绿树和流水。穿

梭其间，没有了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混杂的

压迫，多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

“林荫慢行系统”只是艮北新城绿色出

行的一个环节，希望大家不开车、少开车，艮

北新城还将自己建设成一个“公交社区”。

交通本就是艮北新城的优势，境内有地铁1

号线及多条 BRT 快速公交通过，以此为依

托，又新增两条公交接驳线，从而将新城内

外的交通有机串联，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高

效公共交通网络，最大限度地吸引民居自愿

放弃“私家车”出行。

而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想在艮北新

城内，建立起一种高品质的居住。目前区

域内，已建成道路 5 条，还有 8 条道路正

在办理前期手续；已建成幼儿园、中小学

3 所，另外 5 所教育配套也正在办理前期

手续。随着网络和配套的进一步完善，随

着绿色出行与“慢生活”理念的深入人

心，艮北的宜居性，在不久的将来更为凸

显。

杭州有了首个“林荫慢行系统”

慢行系统背后是对高质量生活的追逐

“公交社区”吸引居民自愿放弃“私家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