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新区
战略目标

到2022年，公园城市形态初
步形成，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基
本建立；

到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知名度
的公园城市，成为新时代公园城市典
范和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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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发布一本白皮书和一项指标体系

公园城市形态2022年初步形成

“1+5+1”天府新区
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

“1”是指高质量发
展的建设目标，就是要实
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
质增效；

“5”是指高质量发
展的建设路径是践行五
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

后一个“1”则是指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高质
量发展建设效果——效
果印证。

到2035年
建成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公园城市

2018年，公园城市在天府新区首
提。3年过去，站在天府新区规划厅观景
平台上，建筑与自然耦合，公园城市从理
论走入现实，在天府新区勾勒出实景。

现场发布的《天府新区公园城市规
划建设白皮书》立足天府新区公园城市
建设三年来的生动实践，围绕使命愿景、
战略框架、规划实践、建设成效四大方
面，进行了经验分享和剖析。

“公园城市使命愿景”阐述了天府新
区的战略目标：到2022年，公园城市形态
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基本建
立；到2035年，建成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公
园城市，成为新时代公园城市典范和国
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

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书记刘任远在
发布《天府新区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白皮
书》时表示，天府新区努力把好山好水好
风光融入城市，努力建设承载美好生活
向往的未来之城。他期望白皮书可以为
各城市、各领域开展公园城市理论研究
和路径探索提供参考借鉴，诚挚邀请全
球城市、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与天府新
区一道，共同致力于公园城市的理论研
究和推广应用，共同为人类城市文明的
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范式。

构建“1+5+1”
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梓州大道东侧，2020年建成投用的
成都超算中心是当下成都科学城耀眼的
明星，最高达到10亿亿次/秒的超算能

力，是天府新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最新发布的《天府新区公园城市高

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建设目标、建设路
径、建设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1+5+1”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其中，“1”是指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目
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质
增效；“5”是指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路径是
践行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后一个“1”则是指天府新区
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效果——效果
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效果印证是人民群
众对天府新区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实际
成效的验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高衡量
标准。

在天府新区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
“1+5+1”指标体系中，除了上述一级指
标，还进行了具体细化，包括经济规模、
经济质量、经济效率、创新基础等21项二
级指标及72个三级指标。

“人民才是公园城市的阅卷人，公园
城市是否达到了建设目标，人民群众是
最有发言权的。这也是构建这套指标体
系的最大亮点。”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陈耀表示，
该 指 标 体 系 对 标 借 鉴 世 界 城 市 网 络
GaWC评价体系（关于世界一、二、三、四
线城市体系的权威排名之一）、科尔尼全
球城市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和深圳、上海、
江苏、浙江等地区指标构建，引导四川天
府新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月18日，成都再次释放大批新机
遇。当天，成都市住建局正式发布了第三
批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机会清单。

据了解，第三批机会清单涵盖了3大
类31个项目，包括城市有机更新项目20
个、TOD项目10个以及“其他”类项目1
个。其中包含了中和老码头区域城市更
新项目、华兴-四圣祠片区城市更新项
目、幸福桥站TOD综合开发项目、双凤桥
站TOD综合开发项目等。

多个项目将全球征集策划企业

城市的有机更新，意味着旧城区多个
片区将迎来改造，更换新颜。在成都第三
批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机会清单中，共有
20个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具体要求均为

“项目整体策划、土地整理，项目规划、建

筑设计方面需求”。
例如“合江亭-水井坊片区城市更新

项目”，这一项目北临东大街，南临滨江路
街，西临红星路，东临一环路。项目将征
集全球知名策划企业、高水平的设计公司
参与，估算投资199亿元。

“音乐坊城市有机更新项目”，以音乐
大道、城市音乐厅、致民路为核心，系“东
至新南路、南至一环路南一段、北至锦江
的钻石型区域”。这一项目将征集全球知
名策划企业、高水平的设计公司参与，估
算投资34亿元。

“八里庄工业遗址片区（首批）”，这一
项目北至仙韵二路；东至二仙桥北路、建
设北路北三段；南至文德路；西至府青路
三段，也将征集全球知名策划企业、高水
平的设计公司参与，估算投资80.28亿元。

此外，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还包括“万
年场老街城市更新项目”、“成都中法生态
园EIC项目”、“青白江区老工业基地公园
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等。

10个TOD项目有需求释放

当前，成都正加快城市TOD的综合
开发。在成都，每一个TOD项目，都是一
个公园城市社区，各有风格特色，各不相
同。在这一批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机会清
单中，有10个TOD项目发布，每个项目都
有不同的建设需求。

例如“幸福桥站TOD综合开发项
目”，这一项目位于金牛区天回镇街道万
圣社区，系组团级站点，项目的一体化设
计总体定位为“北城幸福桥，高科创享
城”，商业定位为“一站式全球精选美食

畅享小镇”，将搭建人民对美好生活愿景
与成都TOD时代新型生活方式之间的
桥梁。这一项目的需求是打造“蜀都味、
国际范的美食街区”，需要“国际知名餐
饮品牌西南地区首店、中华老字号餐饮
品牌店、美食相关的培训品牌”等参与或
入驻。

“双凤桥站TOD综合开发项目”也是
组团级站点，其一体化设计总体定位为

“电商总部创新中心”，商业定位为“电
商+产业生态小镇”，将打造全时体验性
TOD城市活力门户及公园城市生活示范
社区。根据清单，这一项目的主要需求是
打造“电商+”产业生态场景，需要引入

“会议型星级酒店、大型仓储超市、‘电
商+’产业企业等来参与场景打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成都发布第三批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机会清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四川天府新区已热火朝天忙碌起来。

当天，四川天府新区发布了《天府新
区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白皮书》和《天府新
区公园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这是
继《公园城市指数框架体系》之后，天府新
区聚焦公园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再次公开
发布的两大建设研究成果。

天府新区总规划师匡晓明：
“十四五”期间

天府新区将建五个“先行示范区”
自2017年8月接过天府新区总规划

师聘书，上海同济规划院城市设计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匡晓明便潜心将公园城
市的理念植根于天府新区的每一寸土
地上。

进入“十四五”，天府新区如何实现
高质量规划？匡晓明根据天府新区“十
四五”纲要，谋划了建设五个“先行示范
区”的目标：公园城市品牌日益彰显，努
力建设绿色优势凸显的可持续发展先
行示范区；创新策源能力显著增强，努
力建设创新创造活跃的高质量发展先
行示范区；协同中枢位势不断夯实，努
力建设内外双向融通的一体化协作先
行示范区；开放门户能级持续提升，努
力建设系统集成的高水平改革开放先
行示范区；幸福生活图景更美绘就，努
力建设天府魅力彰显的高品质生活先
行示范区。

“未来，天府新区的空间模式为
LGC。”匡晓明进一步解释，所谓LGC，
即脊轴组团模式，结合天府新区已呈现
的轴线拓展布局，形成的脊轴与组团相
结合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北部
功能区（天府总部商务区）、中部功能区

（成都科学城）、南部功能区（天府文创
城）三大组团和三大绿廊锚固形成城市
骨架，统筹城乡全域空间，实现城、镇、
村的整体发展。

匡晓明认为，天府新区要锚固一山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两楔（新兴绿楔
和毛家湾绿楔）三廊（沈阳路生态绿廊、
鹿溪智谷生态绿廊、二绕生态绿廊）五
河（锦江、鹿溪河、东风渠、雁栖河和柴
桑河）的生态保护格局，构筑蓝绿成网
的生态骨架。同时，以公园社区为抓
手，实现公共要素均衡共享，构建“十五
分钟生活圈+公园体系”的高品质“公园
社区”。

此外，面向“十四五”，天府新区将
规划天府总部商务区核心区、鹿溪智谷
核心区、锦江生态活力带、天府文创城
起步区、高铁综合服务片区、紫光芯镇
片区、万安南片区、新兴产业园区等八
大重点建设场景，高水平谋划公园城市
先行区，高起点落位公园城市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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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超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