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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壹 规划背景

贰 目标定位

肆 用地布局及管控

叁 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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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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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生态区是沿中心城区绕城高速公

路两侧各五百米范围，以及周边七大楔形地块

内的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所构成的控制区。

生态用地：由农用地和园林绿地构成，

生态用地内配套服务设施用地：指散布于

生态用地内、直接为生态用地提供配套服务的

建设用地，

开发建设用地：指相对集中、组团布局的

各类建设用地，以及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用

地，

1.1 环城生态区规划概况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用地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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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城生态区迎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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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产、城、人”到“人、城、产”
• 从“城市中建公园”到“公园中建城市”
• 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造”

以文化人的

人文价值

绿水青山的

生态价值

简约健康的

生活价值

美好生活的

社会价值

绿色低碳的

经济价值

诗意栖居的

美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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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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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将环城生态区打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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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策略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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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态功能，塑造高品质公园底

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引入多元业态，营造活力消费场景

优化空间形态，展现公园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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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厚植生态本底，构筑富有多样性的自然生境

举措2：农为底、景相融，打造多彩缤纷锦城公园

【 1 】强化生态功能，塑造高品质公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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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厚植生态本底，构筑富有多样性的自然生境

一、构筑“湖泊-湿地-沟渠”相通的水网格局

遵循西河渠东湖塘的水文条件，适当减少大规模规划

湖面，增加湿地、水田等生态空间，减少人工开挖量，保

持地区原有地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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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生态功能，塑造高品质公园底

二、严守耕地红线，筑牢良田基础

环城生态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并结合

违建清理和低端功能腾退，推动耕地修复。

三湖泊八湿地百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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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复山林，提升都市森林公园品质

在避让基本农田的基础上，结合现状林地分布，适度

“补植补造”，提升森林品质、丰富季相变化；同时通过

植被恢复、蓄水保土等方式对山林区域进行生态修复。

举措1：厚植生态本底，构筑富有多样性的自然生境

【1】强化生态功能，塑造高品质公园底

四、以环城生态区为骨架组织区域蓝绿空
间网络，强化生态效益辐射

• 通过向两侧延伸条形公园，串联主要的滨河公园、城市

片区公园，街头绿地等，形成网络化的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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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筑创意多元的都市农业景观

举措2：农为底、景相融，打造多彩缤纷锦城公园

规划三区九段的标准农业区，通过农田规模化种植，

构建新型农田形态，提升农田的经济价值和景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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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生态功能，塑造高品质公园底

结合锦城绿道建设，按照一园一特色打造多

样化体验特色园。

二、打造三十个特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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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以锦城公园为纽带，构筑“拥园发展”格局

举措2：践行以人为本，构建畅达慢享绿色交通体系

举措3：保障公共安全，因地制宜规划应急避难场所

【 2 】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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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以锦城公园为纽带，构筑“拥园发展”格局

一、构建10个亲近自然、绿色宜居的 “生态+生活”
单元：

依托环城生态区优质生态资源，通过绿廊渗透到周边公园社区，

围绕绿地布局社区服务中心，打造宜居生活街道，布局社区活动场

地，并以绿道串联，形成开放社区，提升片区生活品质。

【2】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结合周边城市功能，围绕“生态+生活”“生态+产业”两类城园融合单元，优化功能布局：

二、形成9个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生态+产业”
单元：

在环城生态区两侧产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以产业社区为主体，承

接9大产业功能区所需的科创研发、商务金融、产业孵化、休闲配套

等功能，形成9个生态+产业单元、多个高品质产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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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以锦城绿道为核心的高品质慢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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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2：践行以人为本，构建畅达慢享绿色交通体系

• 围绕500公里锦城绿道，沿条形绿廊及街道空间向城市

内部辐射延伸城区级、社区级绿道，整体形成环城生态

区与周边城市区域互联互通的慢行网络。

【2】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二、多途径增加外侧纵深联系通道，提升可达性

• 一是推行小街区规制，加密纵深支路网；二是开放地块内

部通道，临环城生态区应推广建设无围墙开放式街区，促

进慢行交通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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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解车道阻隔，提升慢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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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2：践行以人为本，构建畅达慢享绿色交通体系

【2】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方式 1：优化部分环形边界道路车行功能为慢行功

能，实现公园与城市街区的无界融合

方式 2：优化道路断面，突出慢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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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公共交通支撑

• 以EOD+TOD充分融合为导向，结合环城生态区内外核

心功能分布，局部优化调整轨道交通线站位。

• 增加常规公交投放：重点对轨道交通覆盖不足的区域，

完善常规公交线路和站点，保证站点500米半径可基本

覆盖锦城公园的各类游憩体验场所。

举措2：践行以人为本，构建畅达慢享绿色交通体系

• 依托商业及公建配建停车场：结合功能布局优化，在

邻近锦城公园的公建、商业用地中配建社会停车场。

五、合理供给停车设施，满足中远距离自驾人群

便捷到达

【2】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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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城生态区内布局Ⅰ类、Ⅱ类、Ⅲ类应急

避难场所共计58个。同时依托环城生态区“三环二

十八射”高快速路构建避难主通道网络，其余城市

主干道作为避难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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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布局原则：

①紧邻城市主要道路；

②用地开敞、完整且集中；

③安全可靠，因地制宜；

④远近结合，平灾结合，综合利用。

Ⅰ类避难场所布局

Ⅱ类避难场所布局

Ⅲ类避难场所布局

避难主通道

避难次通道

举措3：保障公共安全，因地制宜规划应急避难疏散场所

【2】适应格局调整，推动城园相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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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环绕四心七楔，集聚城市核心功能

举措2：结合周边人群特征，完善基本服务功能

【 3 】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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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楔

金沙楔 安靖楔

北湖楔

龙潭楔

青龙湖楔

三圣楔

【3】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举措1：环绕四心七楔，集聚城市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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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托“四心”集聚核心功能：在两大城市轴线与环城生态区交汇的四个节点区域，形成围绕绿色
空间的城市活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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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展示

国际交往

教育研究

体育赛事

医疗卫生

政务服务

商业消费

结合“三城三都”城市战略发

展需要，围绕以绿楔为主体的大型

开敞空间体系，重点补充完善文化、

体育、科教、医疗、商业等7类大型

公共服务功能。

举措1：环绕四心七楔，集聚城市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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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二、围绕“七楔”，以“文化+”为主题，依托城绿相融的空间格局，差异化补强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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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环城生态区周边的生活社区、产业社区，以满足生活和工作人群的配套需求和消费习惯为导向，
完善基本公服配套，提升宜居宜业品质。

 临生活社区

在与生活社区相临的锦城公园区段中植入可与生态空间结合紧密

的日常休闲服务设施，营造社区与生态高度融合的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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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2：结合周边人群特征，完善基本服务功能

 临产业社区

在与产业社区相邻的锦城公园区段中植入与生态结合紧密

的新经济、生态偏好型产业服务设施，满足产业人群消费需求。

【3】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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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公服设施沿环楔布局
规划沿环形和楔形绿地布局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等城市级和组团级公共服务设施，吸引
城市人流，提升锦城生态公园周边活力，带动片
区发展。

（2）基本公服设施按社区均好设置
针对生活社区与产业社区人群结构特点，采

用“公园+”服务设施布局模式，主要公服设施
围绕社区绿地布置，形成“15分钟公园社区生
活圈”，满足居民及上班族的多样化需求。

文

体

学
医

科

学

文

体

体

医

医

文
文

文

学

科 科

文

学

医

科

体

学

学

文

文

文

文

文

科

体

文

科

商

商

商

商

商

小结：整体形成功能完善的公服设施体系

社区绿道

公共交通
站点

居
住

工
作

大型公服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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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城市功能，引领区域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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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消费品牌

举措2：以旗舰项目为引领，提升绿色消费能级

举措3：城园互动，整体营造多元体验消费场景

【 4 】引入多元业态，营造活力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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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靖板块

金沙板块

江安板块

锦城板块
三圣花乡板块

锦门板块

北湖板块

龙潭板块

青龙湖板块

南段 活力天府·创新名城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西南地区古文化源头

拥有湿地和森林
两大优越自然资源

拥有中心城区的最高山地

建设世界级商圈

拥有大熊猫世界级旅游名片

森林、农田、湿地等
生态资源最密集区域

中心城区最大的湖泊

 挖掘片区特征与消费潜力，培育绿色消费场景

【4】引入多元业态，营造活力消费场景

针对环城生态区不同板块现有资源与特征，推动优质生态资源与高端产业、新型消费叠加渗透、相融互促，培育
绿色消费场景和消费品牌。

举措1：依托生态本底，突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消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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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地域特色艺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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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2：环城生态区内以旗舰项目为引领，提升绿色消费能级

农业生态

文化体验 旅游服务

体育运动

27

一、引进时尚潮流消费模式

整体上，依托绿道网络构建生活性服务业为核

心的消费生态链，培育多元个性的绿色消费，形成

高端商业，文化体验，旅游服务，体育运动，农业

生态五类旗舰项目。

【4】引入多元业态，营造活力消费场景

依托绿道打造16个“综合服务+旅游服务+特

色主题“特色小镇，形成环城生态区内部重要服务

及消费节点。

二、完善多元化旅游消费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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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拓展训练中心

新传媒产业

量力健康城电子科研产品展销

创意家居设计

文创
商务

金融商务街区

老年田园康养

商贸交易平台

儿童职业体验

高端商业

文化体验

农业生态

休闲旅游

体育运动

历史文创街区

生物医药

教育新经济

文化创意街区

新业态金融

艺术创意新经济

国医文化养生度假 商业休闲娱乐

文化设计产业

电子商务
集聚区

创意养生健康

时尚购物体验

品牌设计总部

数字传媒体验

大运体育赛事

大健康产业

休闲康养基地

熊猫主题游乐旅游片区

大运会时尚潮流运动片区

东部数字传媒展示片区

三圣生态文艺展示片区

交子现代时尚消费片区

太平创新设计体验片区

武侯电子商务创意片区

江安田园健康养生片区

金沙文化博览研学片区 安靖非遗休闲娱乐片区

熊猫之都

以环城生态区绿色生态空间为载体，以旗舰项目带动绿道IP自主孵化、文创艺术品牌打造、共享经
济融合，在环城生态区两侧形成9大片区，实现高品位商业消费场景与公园共生融合。

举措3：环城生态区内外城园互动，形成9大消费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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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之都

大运会

古蜀文化博览园

金沙文化体验园

金沙文化体验园

国医文化养生度假

【4】引入多元业态，营造活力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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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1：塑造四心凸显、七楔疏朗的总体格局

举措2：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环城界面

【 5 】优化空间形态，展现公园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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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凸显形态示意：
◼ 整齐统一的轴线序列
◼ 醒目突出的地标建筑
◼ 秩序协调的高层簇群

青龙湖绿楔形态塑造示意

举措1：塑造四心凸显、七楔疏朗的总体格局

 落位城市轴线，契合绿楔生态，显中心露谷地

高强度开发

中强度开发

低强度开发

图例

南北城市中轴 东西城市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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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谷形态示意：
◼ 显山露水的开敞视界
◼ 舒缓起伏的天际轮廓
◼ 尺度宜人的街区体量

金融中心形态塑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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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化空间形态，展现公园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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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望山见水基本原则，强化山水本底感知；通过优化城市
与山水空间关系，形成中心凸显、开敞舒缓的街面秩序

 呼应两山格局，以望山视廊引导城市界面整体秩序

31

举措2：塑造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环城界面

31

【5】优化空间形态，展现公园城市魅力

 塑造层次丰富的城市形态

从建筑高度和体量上区分城市中心及两类社
区的空间形态，凸显标志建筑，高层、多层、低
层建筑有序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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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布局及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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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后环城生态区用地构成一览表

1.统筹优化环城生态区及周

边区域建设用地组团的功

能布局，推动城绿融合共

生、促进生态价值转化。

2.满足多元活力的消费场景

营造的需要，结合锦城公

园绿道网络，点状式布局

配套服务设施用地共计2

平方公里，同时实现片区

内建设用地容积率转移平

衡。

33

用地构成
生态用地
（km2）

生态用地内配套
服务设施用地
（km2）

开发建设用地（km2）
总用地
（km2）相对集中、组团

布局
小体量、点状式布
局的商业用地

原规划 133.11 0.5 53.54 / 187.15

本次规划 133.11 0.5 52.04 1.50 187.15

原规划用地布局图

 严格落实《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保证环城生态区生态用地规模不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

一、总体用地布局方案

主要优化调整内容：

环城生态区用地布局及管控

本次规划用地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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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方案：严格落实《条例》关于生态用地用途的管控要求

在《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中严格落实《条例》第15条关于生态用地建设控制的要求，将

“禁止将环城生态区生态用地用于农业生产、绿化和水体、应急避难、公共文化体育或者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之外的其他用途”补充为文本第20条的第4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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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生态用地的建设控制

1.农业种植物、苗木、生态植物植被、树木和水体的占地面积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不得低于80%；

2.生态用地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铺装场地的总硬化率不得超过6%；

3.应保障湖泊、湿地岸线的公共性，沿岸线应设置连续贯通的绿道网络。

4.禁止将环城生态区生态用地用于农业生产、绿化和水体、应急避难、公共文化体育或者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之外的其他用途。

注：加粗文字为强制性内容，点划线文字为新增内容。

二、落实《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相关规定

环城生态区用地布局及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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