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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各区发布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部署2021-2035年本区域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助力广州打造“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

广东建设报

空港经济区立足“世界枢纽港，国
际航空城”发展定位，将全面建成现代
化综合交通体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北站、广州国际港三大枢纽紧密联
动，人流、物流的中转和集散能力显著
提升。同时，以航空枢纽为牵引，建立
临空高端产业集聚区、生态智慧现代空
港区和空港体制创新试验区，实现“以
航聚产、以产促城”良性发展格局。

南沙区是连接珠江口岸城市群和港
澳 地 区 的 重 要 枢 纽 性 节 点 。 面 向 2035
年，南沙区将打造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吸引产业链
全球要素资源，构建国际交往新平台，
谋划布局大型国际功能。通过建设国际

航运物流枢纽、大湾区航运服务中心、
邮轮母港基地，探索与港澳共建航运贸
易标准体系，发展航运物流、船舶交
易、航运保险、航运培训等上下游产
业。

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方面，番禺区
将进一步加强国家铁路网络建设，强化
广州南站枢纽地位，规划至 2035 年，区
域内建成国家铁路 6 条，其中现状 4 条，
规 划 新 建 2 条 ； 加 快 城 际 铁 路 网 络 建
设，1 小时直达湾区主要城市，规划至
2035 年，区域内建成城际铁路 4 条，其
中现状 1 条，规划新建 3 条；构建多层次
轨道交通系统，规划至 2035 年，区域内
建成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2 条 （段），其

中现状8条，规划新建14条。

天河区继续强化广州东站枢纽，按
照国际一流城市中央火车站标准改造广
州东站，全面提升天河与国家重要城市
群的高速铁路可达性。打造龙洞站、智
慧城站、金融城站、石牌站和天河东站
城际枢纽，着力构筑粤港澳大湾区“一
小时城轨交通圈”，全面提升都市圈轨道
服务水平。

荔湾区则加强完善内通外达的交通
系统，实现 30 分钟覆盖对外空铁交通枢
纽、市域重点功能区，60 分钟辐射通达
湾区主要城市。加密荔湾-南海道路、轨
道互联，实现便捷直连广佛，建设广佛
极点交通融合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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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记者 刘丽莎

作为广州市最繁华、最具活力的城
区之一，天河区是“三分山水七分建
成”的现代城区典范。根据规划，天河
区提出构建“双核引领、轴带驱动”的
城市空间结构，双核为“天河中央商务
区+广州国际金融城”中央商务核、“智
慧城+智谷”中央科创核，串联珠江高
质量发展带、中部科创带、中央活力
轴、东部创新轴，最终连线成面形成南
部中央活力区、中部天河智慧城-天河
智谷-环五山创新策源区、北部未来科
技生态发展区等三大重点功能片区。依
托市中心区位优势，天河区进一步规划
提升现代服务和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提
供适应初创型、成长型、成熟型等不同
阶段企业需求空间和未来产业空间。往
南，天河中央商务区、广州国际金融城
两者相连形成南部沿江总部经济和金融
服务带；往北，以天河智慧城、天河智
谷、环五山创新策源区、北部未来生态
科技发展区共同组成北部环国家植物
园 - 火 炉 山 数 字 经 济 创 新 高 地 ， 覆 盖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生命科学、高端教育等新兴产业。

另一边，与天河区隔江相望的海珠
区，立足“建设成为有活力有魅力有竞
争力的数字生态城”这一发展定位，以人
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核心动力源，构建
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的现代产业体系，以

“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推进宜居宜业
宜游的产城联动发展，力争从经济“中
位”走向大湾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主
战场”。为此，海珠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
三大策略，通过延链发展、强链聚焦、融
链破题，推动传统产业价值链高端化延
伸、数字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创
新链融合发展。此外，打造琶洲人工智
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广州塔数字文旅
区等六大产业重点发展区，全面提升海
珠作为数字经济示范区的功能。

白云区依 托 “ 四 大 枢 纽 ”， 打 造
“6+6”现代产业集群，形成广州民营科

技园、白云新城、白云湖数字科技城、
广州西岸、白云城市中心、广州 （广
东） 铁路经济区等平台带动的产业空间
格局。其中，6 大千亿级支柱型优势产
业集群包括航空与物流产业、美丽健康
产业、现代都市消费产业、轨道交通、
建筑业和现代都市农业；6 大百亿级战
略性产业集群，包括智能网联及新能源
汽车产业、设计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双碳及新能
源产业、激光及等离子体产业。

广州空港经济区是广州建设国际
航空枢纽、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
承载区，范围涉及白云区和花都区的六
个镇街。广州空港经济区则立足“一轴
三圈”的区域产业空间格局，延伸临空服
务，通过做强 4 大航空核心产业（航空物
流、航空维修、通用航空、航空运营服
务）、发展 3 大临空高空新技术产业（高端
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4 大
临空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商贸会展、
金融服务、商旅文创），构建 4-3-4 现代
临空产业体系，引导临空产业聚集发展。

产业引领
以点带面激发经济活力

黄埔区聚焦“湾区科技创新主引
擎”，计划 2025 年实现全面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科创要素集聚能力和综合服
务能力显著增强。依托广州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鱼珠片区）、中新
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黄埔积极
参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协同
深圳、东莞等地共建广深港澳科技创
新走廊，打造成为大湾区知识科创重
要引擎。围绕创新-孵化-智造链条，
黄埔区致力于建设大湾区创新科技转
化应用高地，加快建设“2+3+N”战
略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推进创新智源
和科研院所布局，同时面向国家卡脖

子产业环节，建设万亿级产业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区拟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供应体系，吸引人才，形成服务
全省、辐射华南、连接全球的战略科
技力量。

南沙区依托海洋资源，通过建设
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布局世界级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建设地球物理
综合科考船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 （大
洋钻探船）、新一代潜航器等，提升海
洋科技力量。同时，做强蓝色海洋经
济，建设国家科技兴海示范基地，形
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科

技 成 果 。 同 时 ， 以 南 沙 科 学 城 为 核
心，统筹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
建“一体两翼三支点”的南沙科学城
空间格局，并建设明珠科学园、龙穴
岛科学大装置区、南沙湾实验室集群
等重点平台，形成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

天河区则加强区域协调，协同湾
区战略性创新节点，打造湾区科技创
新引擎，共建环华南国家植物园生命
科学基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
同创新引领区，助力大湾区 100 公里黄
金 内 湾 ， 赋 能 建 设 广 州 科 技 创 新 走
廊，打造区域创新策源地。

创新驱动 打造湾区科技创新引擎

作为广州的后花园，从化区在统
筹 划 定 三 线 中 ， 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709.91 平方公里，是全市划定范围最大
的一个区。围绕“绿色发展示范区”
的战略定位，从化将以特色化绿色经
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格局，依
托高端生态品牌资源，协同港澳链接更
多全球高端资源。同时，作为“珠三角
核心区”与“北部生态发展区”的纽带，
从化将协同共建国家城乡融合示范区，
共育共保珠三角外围生态屏障。此外，
高标准保护流溪河流域以及多个森林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并构建全域城乡公
园体系，推动实现森林围城、秀水绕城、
碧道穿城、绿荫满城，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75%。

增城区以建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
态城区为目标愿景，突出北部乡野山
林与美丽乡村风貌、中部滨水都市与
产城融合风貌、南部枢纽门户与田园
水乡风貌，塑造“城景交融”的城市
意 象 。 在 塑 造 差 异 化 发 展 空 间 格 局
上，延续与优化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建
设思路，形成“中南部一体化，北部
生态化”的差异化空间管控体系。基
于“生态城区”发展定位，增城区发
掘生态空间与城乡深度融合特色，构
筑全域生态保护格局，力争建设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独具魅力的生态绿
洲。同时，完善城乡公园体系建设，

推进绿道、碧道、古驿道等休闲路径
建设，打造“山抱城、城沿江、江通
海”蓝绿共融的全域游憩体系。

南沙区以海洋发展战略为引领，
构建生态优先、集约利用、协调发展
的海洋空间格局，实施海岸线陆海联
动管控利用，统筹海岛保护和开发利
用 ， 到 2025 年 ， 实 现 大 陆 自 然 岸 线
（生态恢复岸线） 保有率约 7%，有居民
海岛自然岸线保有长度1.08千米。

而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黄埔区延续九连山脉区域生态格局，
背靠帽峰山生态绿核，维育乌涌、南岗
河等通江蓝脉，打造“让森林走进城市，
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绿美之城。

荔湾区是广州历史最悠久的城区之
一，也是岭南文化核心地、千年商都发源
地。荔湾以“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
现代化中心城区”为目标愿景，有序推进
城市更新实施，重点打造白鹅潭商务区、
荔湾文商旅活力区、海龙围科创区三大发
展平台，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推进荔
湾城市建设全面出新出彩。其中，荔湾文
商旅活力区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
区与老旧小区，推进“留、改、拆、建”
结合的有机更新模式。在构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体系方面，荔湾区重点加强历史城
区、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利
用，形成“一核一带多点”的文化价值骨
架。“一核”即以十四片历史文化街区为主
体打造的岭南文化核心，“一带”即以珠江
水系为脉络，串联沿线历史文化资源的珠
江文化带，“多点”即荔湾湖公园、陈家
祠、西门口、恩宁路、沙面、上下九、石
围塘车站、聚龙村、广钢公园等文化地标。

作为广州市老城区和历代岭南行政中
心，越秀区按照“老城市新活力创新发展
示范区”发展定位，构建“一轴三带六组
团”产业空间布局，以广州火车站现代商
务会展区、北京路文商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海珠广场文化金融 CBD 和国家产融合
作试点区三点连成广州传统中轴线，构建
囊括广州明清古城轮廓形成的城垣景观带-
古代中轴线、近代传统中轴线-重要历史文
化节点、历史地标、景观节点的“一环两
轴多点”的历史文化保护结构，聚焦海丝
文化、红色文化、岭南文化、创新文化等
特色文化，并明确保护与传承措施。

番禺区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其规划构建“一带一廊三区”的文化
保护格局，凸显岭南文化价值。其中，“一
带”指珠江文化带，“一廊”指沙湾水道保
护廊道，“三区”指珠江沿岸文化区、莲花
山文化旅游区和沙湾民俗文化区。此外，
通过凸显山水融城的资源禀赋，划分三条
景观带、四条高速景观廊道、三类特色风
貌区，形成“三带四廊三区”新旧交融的
城市总体景观格局。

蓝绿为底 建设美丽宜居幸福花城

交通先行 铺就产业发展“快车道”

文化传承
构建历史文化保护格局01NO.

从化区良口镇米埗村

在越秀区眺望天河区与海珠区
刘丽莎 摄

增城区正果镇

花都区花山镇花山广场

番禺区沙湾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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