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确城市定位和目标
“三中心一基地”是亮点

《规划》确定，成都城市性质
为“四川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
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城市核心功能定位为“西
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
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
进制造业基地”，目标愿景为

“全面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不断提升国
家中心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区域
辐射力，发展成为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时代特征、成都特质的
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建军介绍，《规划》统筹市域国
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
是全市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的基本依据，体现了坚持世界眼
光、时代特色、耕地保护、粮食安
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人为
本、共建共享、节约集约、内涵发
展的特点。

强化空间底线管控
优化公园城市空间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关注到，《规划》科学划定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明确到2035年，成都市耕
地保有量不低于453.99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
416.64万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496.61平方千米；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 2361.20 平方千米。同
时，划定了地质灾害防治区域、
洪涝风险控制线、通风廊道、历
史文化保护线和能源矿产资源
保障线。

《规划》提出保护“两山两
区”、发展“两翼三轴”的平行带
状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
局。保护“一带十五园百片”的
耕地利用格局，实施耕地“三位
一体”保护，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守护

“两山、两网、三环”的生态格局，
建立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超过
5000米海拔高差形成的多元自
然地貌和生物多样性。构建“一
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组团式”网络
化的城镇空间结构，推动市域空
间结构从“两山夹一城”向“一山
连两翼”转变。

《规划》积极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立足成都都市圈，整体谋
划极核城市功能，立足省域“五
区共兴”发展格局，发挥成都辐
射带动作用，站位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肩负使命担当。

提升城市整体功能
激发公园城市经济活力

《规划》全域统筹“三中心
一基地”核心功能空间布局，塑
造城市发展新动能，提升城市

竞争力。
统筹“西部经济中心”核心

功能空间布局。《规划》以提高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整体经济效
率为目标，顺应产业建圈强链理
念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规划》统筹谋划了先进制
造业和金融、科技、商业商务等
现代服务业以及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空间。

统筹“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功能空间布局。《规划》秉持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的理念，协调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空间布局，明确以
西部（成都）科学城为核心，以成

渝（兴隆湖）综合性科学中心为
牵引，不断完善创新体系，打造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
做强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和高
品质功能服务平台。

统筹“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核心功能空间布局。《规划》增强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支撑
作用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加
快构建对外交往新格局。规划
构建陆海空联运战略大通道，建
强中西部面向全球的国际航空
枢纽和中西部陆港主枢纽，构建
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

统筹“全国先进制造业基
地”核心功能空间布局。锚定国
家先进制造业发展重点，以新型

工业化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规划
全力保障工业用地空间，稳固工
业空间总量和布局。

创造宜居美好生活
增进公园城市民生福祉

《规划》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
立蓝绿交融的全域公园体系和
三级绿道网络，创新“公园+”布
局模式，城市居民可就地就近享
受优质生态资源，让城市更加美
好。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统筹布
局重大公共服务及功能型设施，
强化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
公共服务空间供给，构建15分钟
生活圈，让城市更加温暖。

突出“七大特征、九大场
景”，打造未来公园社区，让城市
更加和谐。构建“轨道+公交+慢
行”三网融合绿色交通系统，让
城市更加便捷。提升基础设施
供给能力和韧性，统筹“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
更加安全。健全全域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高水平建设“三
城三都”，塑造“望山观水、透风
见绿、簇群错落”的公园城市空
间形态，让城市更具魅力。

健全空间治理体系
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

《规划》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促进城市精明增长。系统推进
存量土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

“工业上楼”，差异化开展老旧居
住区、低效商业区、低效工业仓
储区等区域改造，划定地下空间
利用重点开发片区，加强地下空
间功能复合、分层利用，围绕轨
道站点，以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
模式优化城市空间形态。

《规划》坚持以信息化赋能
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
理。发挥“多规合一”优势，依
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国土空间
与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的数
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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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最新批复：

赋予成都更高的城市定位、更强的城市功能

10月12日，成
都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解读9月27
日国务院批复同
意的《成都市国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年）》
（以 下 简 称《 规
划》）。

国务院批复的
这版总规，赋予了
成都更高的城市
定位、更强的城市
功能，描绘了更美
的发展蓝图，给成
都带来了更多的
重大利好，为成都
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大机遇。

未来十年，成
都 新 定 位 是 什
么？目标愿景怎
么规划？城市功
能如何布局？新
的空间规划蓝图
将有序变为公园
城市实景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成都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图据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府新区兴隆湖。雷远东 摄

一艘游船行驶在成都世园会主会场绛溪河上。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