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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轴线基础上
规划东西城市轴线
新总规确定城市发展总目标为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本轮总规修编的年
限至2040年。为打破城市圈层式发展格局，将
中心城区范围由原绕城高速以内区域扩大至所
有的市辖区，具体包括金牛、武侯、龙泉驿、双流
等11个行政区以及高新区、天府新区直管区（为
11+2的区域结构）。将在现有南北城市轴线基
础上规划东西城市轴线，形成整个城市南北向、
东西向联动发展格局。在完善国家中心城市功
能体系方面，将国家中心城市“五中心一枢纽”
的功能在全域统筹布局，构建“双核联动、多中
心支撑”的功能体系，推动城市由单极发展向双
城时代迈进，由圈层式发展向多中心支撑迈进，
由同质化竞争向错位发展迈进。

针对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配套不
足、城市活力缺失、文化彰显不足等问题，新总
规提出：开展全域总体城市设计，明确城市特色
风貌和空间形态结构；促进文化与城市建设融
合，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规划“8+X”条
城市通风廊道，对廊道内建筑的高度、密度和布
局形式等方面强化管控，改善城市的通风环境，
缓解雾霾；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及设施保障
服务水平，规划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市政
基础设施体系等。

“十字方针”
调整城镇空间布局
其中，“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十字

方针是成都调整城镇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
的基本方法。

“东进”区域是全域发展格局中的国际门
户、产业新城和城市永续发展新空间，主要包括
简阳市、金堂县、龙泉驿区部分区域以及青白江
区和天府新区龙泉山部分。“东进”规划坚持产
业分区、集约开发、集群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重心东移，空间上形成空港新
城、淮州新城、简州新城、简阳城区等产城相融
的功能板块，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
场”。实施“东进”符合经济主流向，对培育城市
的新动力，构建城市发展新载体，破解城市单中
心结构具有战略意义。

“南拓”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主要包
括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双流、新津等区域。“南
拓”重点是坚持“全域规划”理念，对天府新区规
划和城市设计进行系统优化，将天府新区建成
具有国际水准和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区、新经济成长区和高品质城市新区。

“西控”是打牢城市生态底子、确保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涉及都江堰、郫都、
温江、崇州、大邑、彭州、邛崃、蒲江及高新西区
等9个区（市）县。“西控”的核心是提高产业门
槛，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划定城市开发边界，重
在以控促优，保护自然文化景观，提升西部生态
功能，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提升绿色产业发展能
级。

“北改”就是要保持城市的特性，形成城市
更新示范区、工业发展转型区，主要涵盖新都、
青白江、彭州等北部城区。“北改”重点针对“人
居环境、产业发展、生态优化、强化门户枢纽、区
域协同、健全交通、彰显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
揽子规划优化和提升策略。

“中优”的核心是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
文化，保持和彰显成都的历史文化特色。按照
中心城区范围调整的要求，“中优”区域从绕城
高速以内扩展到规划的五环路以内，包括现有
中心城区五城区，涉及龙泉驿区、郫都区、新都
区、双流区、温江区、天府新区及高新区。“中优”
从城市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入手，通过腾笼换鸟，
降低开发强度、降低建筑尺度、降低人口密度、
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城市品质，进一步优化城市
空间形态、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的极核功能、优化
提升城市业态，发展商业中心、总部中心、文创
中心，形成高端服务集聚区，提升城市的宜居性
和市民的归属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优”与中心城区并
非同一概念，所以范围也并不相同。中心城区
范围是所有市辖区，“中优”范围是“规划的五
环”以内的区域，“规划的五环”的位置大概是一
绕以外、二绕以内。

产、城、人一体化
统筹规划66个产业新城

成都此次修编，是严格落实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要求，精准识别城市问题，精准把握城市发
展规律，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增强城
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坚持“产业园区就
是城市新区”的理念，按照“产、城、人一体化”方
式，统筹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规划，在全市
统筹规划66个产业新城。将优化完善成都市总
体城市设计，明确城市形态格局，保护自然山水
格局，塑造城市风貌特色，明确城市天际线控制
和城市色彩特征，精心打造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建筑群落、文化景观。

在总体城市设计基础上开展分区城市设计
及重点地段、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将平面规划
向立体空间规划全面延伸，通过城市设计的全
面开展，引导城市形成疏密有度、错落有致、显
山露水的城市空间形态。

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
中心城市，如何优化
城市空间结构，重塑
城市经济地理？

日前，成都市对
外发布消息，成都目
前正在修编完善城
市总体规划，本轮总
规修编年限至2040
年。明确城市发展
总目标为“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
中心城市”。城市性
质为“国家中心城
市、世界文化名城、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文化创意中心和世
界旅游目的地”。城
市职能为“五中心一
枢纽”。

成都城市布局
将由原来的“两山夹
一城”转变为“一山
连两翼”，龙泉山由
原来的生态屏障转
变为城市绿心。在
现有南北城市轴线
基础上规划东西城
市轴线，形成整个城
市南北向、东西向联
动发展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想玲

从“两山夹一城”到“一山连两翼”

成都迈向双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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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经信委主任施跃华：

优化产业布局空间布局
五大分区差异化发展

“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的大格局中，成都工业将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优
化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做强特色园区支撑。”施
跃华表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
空间格局，要进一步深化落实差异化发展策略。

其中，在“东进”区域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突出发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智能制
造、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积极发展研发设计、
检验检测、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在“南拓”区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
济。突出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
业，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等
新经济。

“西控”区域的制造业将向智能化、绿色化、
服务型转型发展，突出发展绿色食品、新一代信
息技术、软件服务、工业设计等产业，构建绿色、
低碳、可循环的产业体系，保持生态宜居的现代
化田园城市形态。

“北改”区域则将依托国际铁路港，发展适
欧、适铁先进制造和物流商贸等外向型经济，突
出发展高端装备、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材料等
产业。

“中优”区域将发展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都
市型工业，逐步疏解一般性制造业，着力高端产
业和产业高端，加快总部管理、工业设计、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软件服务等产业的发展。

成都市建委总工程师陈顺治：

12条轨交连接东进产业新城
高铁交通半小时覆盖周边城市

推进“东进”，目前成都初步拟定了12条轨
道交通线路，连接东进产业新城。包括18号线、
13号线、24号线、38号线、达成铁路、遂成铁路、
成渝客专、成自铁路等。此外，“南拓”、“西控”、

“北改”、“中优”都有相应的轨道交通予以支撑。
陈顺治介绍，将依托轨道交通的骨干成网引

导“南拓”，以轨道枢纽支撑天府新区、高新区产
城融合发展。

“西控”将以市域郊区轨道快线保障，并以此
强化西控区域与中心城区点到点的快速连接、提
升交通区位，另外通过TOD模式（公交优先发展
模式）建设和改造西部城镇，重塑城西经济地
理。同时陈顺治还透露，为促进北改，将构建连
接北部城镇和产业区的轨道快线，促进北区旧城
更新、产业转型，强化北部区域门户枢纽功能。

最后，成都将以轨道交通加密成网来支撑
“中优”。“构建‘轨道交通+公交+慢行’的绿色
交通圈，并通过轨道交通枢纽周边资源的综合
开发，加快优化和构建中心城区功能圈和商圈，
进而促进中心城区功能的整体优化。”陈顺治
说。另外记者了解到，城际轨道交通将推进区
域一体化发展。陈顺治表示，今后高铁交通圈
半小时覆盖周边城市，串联起成都平原“1+7”
城市群，实现1小时覆盖川南城市群和成渝经济
区主要城市。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瑛：

规划150公里锦江生态轴
打造4800公里自行车交通网
“着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近期，成都先后编

制了《成都市域天府绿道总体概念规划》《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总体概念规划》《成都市中心城区
小游园、微绿地实施规划》等生态专项规划，规划
助推‘全域增绿’”。张瑛表示，成都规划了“一轴
两山三环七道”市域天府绿道体系，将绿道系统
与慢行系统有机衔接，串联沿线的城市森林公
园、历史遗迹、农业产业园及特色镇，突出环境保
护、地域特色、生活需求及旅游功能，充分体现

“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的原则。
“锦江生态轴”自都江堰起天府新区止，全长

约150公里，贯通成都全域，环城生态区内也将
形成约500公里环城天府绿道。

规划“两网多线”的慢行交通体系，将形成
约4800公里以上的自行车交通网和4500公里
以上的步行交通网，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便
捷、舒适、高品质的慢行交通环境。此外，到
2020年，计划新建中小学、幼儿园320所，其他
各类社区服务设施730处，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服
务设施体系，为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提供坚实
功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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