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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繁荣的珠江即注重创新集聚与产

业提升。

培育复合多元、创新引领的现代服务

业集群，构筑滨水创新策源地。结合珠江

新城、白鹅潭、海珠创新湾、鱼珠港建设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群。

助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将珠江

沿岸建设为世界级消费功能核心承载区。

传统商贸段继承千年商都基因，现代商贸

段创新商业经营方式，国际零售、本土百货

共同绽放，创新发展段培育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

韧性的珠江体现为活力珠水，安全维

系。

加强沿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

全韧性水岸。完善沿岸各级应急避难场所

及应急疏散通道系统，补齐防洪排涝、消防

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灾害预警和疏散救灾

能力。

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数字赋能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打造“智慧珠江”、数字“孪

生城市”。率先完善公众移动通信5G基站

布局，加快新一代无光源网络设备部署。

围绕海绵城市理念，打造防洪排涝韧

性沿江地区。高标准巩固珠江堤岸，通过

新建堤防、对现有堤防提标改造等工程措

施以及采取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按中

心城区200年一遇防洪（潮）标准，保持沿

江整体防御水平。都市堤岸要保障防洪标

高，设置多层堤岸，可结合堤岸配置服务设

施；生态堤岸则要以宽度换高度，提高堤岸

应对洪涝的韧性。

《规划》提到，要建设具有国际形象、

广府特色的魅力珠江。

塑造各具特色的滨江风貌带。前航

道筑造文化、多元、精致、现代的全球城市

魅力水岸；后航道打造创意、生态、活力的

创新江湾；西航道塑造绿色、智慧、融合的

低碳科创长廊。南沙区段打造显山露水、

活力多元的国际海上魅力门户；增江区段

形成“十里画廊境，跨越古与今”的增江风

貌带。

构建山、水、城相望的城市景观视

廊。在珠江沿线管控两级景观视廊，保持

山、水、城之间良好的视线通达性。重点

管控传统轴线视廊（越秀山-海珠广场）、

新轴线视廊（海珠湖-珠江新城）、白云山-

珠江新城、火炉山-国际金融城等一级景

观视廊，使公众视线不受建筑遮挡。

塑造起伏有序的滨江天际线。控制

沿岸地标建筑，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界

面。《规划》要求，临江一线新建建筑高度

要原则上控制在60米以下，已建或已批控

制性详细规划地区建筑高度按已批规划

控制，形成前低后高、错落有致的滨水建

筑形态。

“绣花功夫，有机更新”，《规划》

这样形容焕新的珠江。

如何焕新？首先，鼓励沿岸土

地整备改造，促进产业空间整合和

人居环境整体提升。提升产业功能

规模比例，支持导入鼓励发展的高

端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

及其核心产业、先进制造业总部、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金融服务业、

高端零售业转型升级。

实施珠江沿岸有机更新，老城

区范围内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与增

建，鼓励采用“绣花”功夫进行修补、

织补式更新。

另外，推动文化遗存焕发魅

力。注重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名城

传统风貌，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整体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存，强

化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的

活化利用，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

改造实现有机更新。

策略五：韧性的珠江

中心城区按200年一遇防洪（潮）标准防御

策略七：焕新的珠江

支持导入鼓励发展的高端产业

策略八：繁荣的珠江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群

计划1：贯通珠江沿岸

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贯通
《规划》提出建设贯通、亲近滨水的开放碧道。

还江于民，实施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三道”贯

通。规划连续的通江步道、滨江路径，贯通珠江两

岸景观优美、设施完善的滨江碧道，提升滨水空间

的空间连续性与完整性。

桥下空间类断点主要实施微改造与品质提升，

市政设施建筑、历史建筑断点结合既有建筑进行绿

带建设，旧村、旧厂断点重点在土地收储、城市更新

中保证绿带建设。

河涌断点通过步行桥或栈道建设的方式实现贯

通，居住小区等断点实施后退围墙为主的贯通方式。

计划2：打造滨江价值园区

价值园区聚集高端要素
《规划》提出，集聚沿江高端要素、突出重点区域，

围绕绿色低碳、总部经济、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四个领

域，培育滨江价值园区，作为集中承载生态功能、文化

价值、民生服务、创新发展的高质量滨江空间。

价值园区聚集高端要素。以价值园区为抓

手，突出抓好创新引领和产业升级，加大力度引进

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态低

碳等重点功能产业，打造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的

先行示范区。

计划3：塑造各具特色的滨江岸线

打造“滨江品牌IP”
《规划》提出推进沿岸行政区打造格局特色的

“滨江品牌IP”，具体包括：

◆白云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20 公里，打造广

州西部科技创新带。

◆荔湾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28 公里，打造中

心城区西翼沿江总部经济带。

◆海珠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46 公里，打造活

力滨江发展示范区。

◆黄埔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43 公里，打造黄

埔港中央商务区、东部现代服务中心。

◆天河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11 公里，打造广

州高质量商务中心区。

◆越秀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7.5公里，打造粤

府文化客厅滨江段。

◆番禺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71 公里，打造生

态智慧创新发展带。

◆增城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10 公里，打造增

城多元功能复合的城市客厅，科技创新产业集聚的

产业引擎以及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生态城区。

◆南沙滨江沿江岸线长度约 15 公里，打造国

际一流的滨海新城和世界级滨海岸线。

计划4：高水平推进滨江示范段设计

选取9段作为品牌示范段
《规划》指出，优先选取9段工作基础最佳、最

具备实施条件的区段作为品牌示范段，先行开展贯

通工程，以点带面，由滨江辐射腹地，示范引领各区

沿岸的转型升级。

以鱼珠示范段为例，该区段打造“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发源地、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先发地、当代

商贸活动聚集地”。设计从场地的脉络肌理，历史

沿革，文化遗存以及生态本底出发，提出丝路源·鱼

珠湾的设计理念，将场地的各种要素与周边的城市

空间和开发地块相互链接，形成高度融合的城市公

共空间。

以金融城东区示范段为例，其以运动休闲活动

带为主题，利用腹地公共空间设置沿江主题运动公

园，建立全覆盖的驿站服务体系，结合慢行系统对

因地制宜调整沿线防汛墙设计。

黄金围示范段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低干

预建设模式保护场地生物的多样性，开展生态修

复，挖掘传统文化要素，传承岭南水乡文化，高质量

高标准推进黄金围示范段建设，打造珠江沿岸高质

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碧道贯通珠江沿岸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集群

■金融城东区示范段示意图。

策略六：魅力的珠江

构建山、水、城相望的城市景观视廊

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