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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本组中的分工 

主要负责前期收集数据以及后期对基础设施系统的分析。  

二、 实际工作 

前期收集了自贡 2010—2015 年在成渝城镇群（共含地级以上单位 15 个）

中的 GDP 排名、人均 GDP 排名、地均 GDP 排名、财政收入排名、固定资产

排名，以及自贡 2000、2010 年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乡人口、人口自

然增长率、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信息。 

后期收集了自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体育设施以及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

并对此做出了分析。 

三、 调研过程 

前期主要通过查阅年鉴以及相关资料来收集数据。到自贡实习之后，在

实习单位通过查阅总规资料汇编以及向导师请教了解相关的情况。期间还与

小组成员一起进行了实地考察，来获取需要的信息。 

四、 研究结论和规划建议 

1. 研究结论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查阅资料以及现场走访，对比新城与旧城的现状得

出： 

 



图 1 自贡市旧城区内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对比示意图 

1.1 文化娱乐设施 

自贡市现状文化娱乐设施总用地为 12.1 公顷，占总建成区用地的 0.08%。

从空间布局来看，市区的文化娱乐设施主要集中在自井老城区中华路两侧、三台

寺路西侧和自井汇东丹桂大街沿线，即自井区老城区内部以及老城周边地区，其

他的文化娱乐设施总数小，且多分布在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的老城区。在大

山铺片区、沿滩片区基本没有文化娱乐设施。 

从其种类看，有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搏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中国彩灯博

物馆、自贡市图书馆、自贡市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文化娱乐设施。除了自

贡市图书馆分布在自井老城区的南边缘汇东新区、自贡恐龙博物馆分布在大安区

外，其他在自贡市服务人数多、服务范围广的文化娱乐设施均分布在自井老城区。 

就现状布局而言，市区文化娱乐设施空间布局不均衡，集中分布于老城区内，

大山铺片区、贡井片区、沿滩片区都缺乏相应设施的配套，尤其是群众性文化设

施。 

1.2 体育设施 

自贡市现有体育馆 7 座，标准体育场 6 个，各种比赛场地 200 多个，全民

健身路径 30 余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217 个。 体育设施用地规模 31.3 公顷，

占总建成区用地的 0.22%。 

现状体育设施用地存在以下问题：大型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不多。现有公共体

育设施档次不高。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严重不足。体育设施资源有待开发利用。 大

型体育设施维护费用欠缺。 

1.3 医疗设施 

社区卫生服务建设成效突出，基本形成了城市居民“ 15 分钟健康服务圈”。 

建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32 个，覆盖率超过 85%，然而医疗设施更多集中

于旧城地区，尤其是定位于向几个地区提供高水平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和执行高

等教育、科研任务的区域性以上的三级医院四个医院都分布在自井老城区，自贡

市另外的两个三级医院也仍然是分布在贡井区与大安区的老城。随着新城区大面

积的开发与建设，居民区的建成，适合配置综合性医院。 

1.4 教育科研设施 

就现状来说高校数量少、规模小，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严重失调，尤其是优质

的高教资源严重不足，与自贡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极不相适应，难以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要求。科研机构规模还需扩大，要加强科研基地的建设。 

 

2. 规划建议： 

公共服务方面，自贡可以考虑采用 TOD模式，以东盐都大道南北两侧、自贡

站以东、内宜高速以西的城市复合功能绿心为中心建设环状轻轨（见图 11），

同时强调轻轨周边和轨道间的土地开发、规划和整合。可以考虑建设医疗设施、



教育机构的分院，将市级的公共服务设施外迁至此。同时还应重视文体等消费设

施建设，进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轻轨生活圈。 

 

图 22 公共服务疏解示意图 

这个地区位于自流井旧城区与东部新城片区之间，在建设环形轨道交通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发由环形轨道往外的地区，建设市级公共服务设施，保证高效的

交通连接。在这基础上建设的市级公共服务设施能够同时服务到西部的旧城与东

部的新城，有利于旧城人口疏散。另外，这还有利于突破单中心式的城市空间结

构模式，推动多中心城市的建设，使的城市各个组成部分得以通过快速高效的公

共交通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最后，这样的形式使城市形态和土地利用格局得到优

化，保证城市了用地的集约化和优化居住环境相统一，有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五、 理论分析工具： 

TOD 模式（见图 3）是实现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重要途

径，强调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紧密结合，倡导形成以公共交通走廊为纽带，

公共交通为导向，综合用地为节点的城市布局方式。在 TOD 模式下，城市开发

和建设中都是最先考虑对外交通，往往在新城建设前，先把轨道、对外交通和大

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好，然后带动商业地块和房产项目跟进，最终达到新城开发

和节约土地资源的效果。 



  

图 3  TOD 模式示意图 

 

六、 感受与建议 

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收获了很多。因为方式和在学校仅凭查阅文献

与资料来进行规划不同，这次规划我们是确实到了自贡当地进行调研，所以

对自贡的情况也比前期要清楚很多。在此期间与很多老师与专家进行了沟通，

多次交流意见并且对规划的方案作出改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实践还是有些许不足。因为专业还是略有偏差

的原因，我们小组成员并不能够参与到所在单位的日常工作中，所以并不能

十分清楚的了解他们的工作过程，沟通交流的机会也有一些欠缺。而且在完

成规划作业的同时导师也给我们布置了另外的课题，所以安排稍微显得有些

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