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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市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谋划好“十二五”以及更长时期发展的高度，在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立

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这

是市委在深入总结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实践基础上做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入推进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城

市规划与管理系

主任叶裕民教授 

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

市，是把转变发展方式纳入了

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高度，本

质上是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要

求的新型城市。 

田园城市的意象是自然的意

象、和谐的意象、健康的意象、

幸福的意象和创新的意象，这和

成都作为三千年宜居乐土及工商

名城的城市属性非常吻合。田园

城市的构想是最佳表现途径之一，

田园城市是成都的一个现实选择。 

中国社科院财政

所倪鹏飞博士 



第一部分  

基础和条件 



基础和条件 

生态本底 

文化底蕴 

经济基础 

区域中心 

城乡统筹基础 

全球化与中国崛起 



“千年传承的山水田林是成都构

建“现代田园”的本底基础。 

世界城市都有承载自身历史传统

和独特人文特征的空间载体，而成都

的载体是都江堰及平原灌区系统，是

成都平原独特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缔造

者，世界水利发展史的重要遗存。” 

一、生态本底：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本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晓江： 



 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最佳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环保模范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二、文化底蕴 



经济发展水平 

三、经济基础 

2009年全国副省级城市经济总量成都排名第六 



在国家城市群发展战略中具有突出地位 

国家六大城市群：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环渤海湾城市群 

中部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四、区域中心 



五、城乡统筹基础 

产业向园区集中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农地规模经营 

2003年 
三个集中 

2007年 
城乡统 
筹试验区 

2008年 
灾后重建 

2009年 
世界现代 
田园城市 



全球化 

六、全球化与中国崛起 

G20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西部国际博览会上指

出：西部大开发决心不动摇、政策不改变、力度

不减弱。将西部建设成为： 

 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区域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示范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域 

 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新经济增长极 

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 



因此，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我市立足现

实基础、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凸

显城市特色所选择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第二部分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核心内容 



一、内涵 

一个核心思想 

六个具体特征 

“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四大基本要素 

世界级、现代化、超大型、田园城市 

社会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 基础设施现代化、智能

化，城乡贯通、配置均

衡、功能完善。 

田园式的城市形态 国际性的城市功能 形成市域现代产业体系 



二、与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比较 

成都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与霍华德时期的“田园

城市”在思想内核上是一致的，均体现“自然之美、

社会公正、城乡一体”的核心思想。 

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源自于英国工业革

命背景下的社会生活理想。 

成都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取田园城市的“意”，

借鉴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核心思想，并立足于成都

现实基础的历史定位与长远目标，形成世界级国际化

城市，西部地区现代化特大中心城市，人与自然和谐

相融、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是我市城乡统筹道路的

深化与提升，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三、“三步走”战略 

近期目标 

用5-8年将成都建成中西部地区创业环

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

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成为城乡

一体化、全面现代化的示范区和高端

产业集聚、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 



用20年左右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争取进入世界三级城市行列（按照目前一般

的划分标准，阿姆斯特丹、西雅图、休斯顿

等40个左右城市为世界三级城市）； 

中期目标 阿姆斯特丹 

西雅图 休斯敦 大阪 



远期目标 

长期目标是用30到50年时间最终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争取成为世界二

级城市（目前巴黎、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等约20个城市为世界二级城市）。 

香港 新加坡 法兰克福 巴黎 



第三部分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总体规划 



一、全域成都规划：“一区两带六走廊”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并不是另

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原有全域

成都规划的深化和提升。2003年以来，

全域成都规划确立的“一区两带六走

廊”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依然符合成

都的发展实际。 

“六走廊” 

指成青、成灌、

成温邛、成新、

南部、成龙走廊。 

“一区” 

为中心城区，是城市

化主要发展区和产业

高端化的主要集聚区。 

“两带” 

为龙门山、龙泉山生态旅游发展带，既是自

然生态保护带，也是山区旅游发展带，是成

都市建设国际化旅游城市的主要承载区。 



二、总体功能分区 在充分保护和尊重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将全市域划分为
四大总体功能分区，确定产业和城镇布局。 



1、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 龙门山和龙泉山是成都市的生态屏障， 
也是旅游产业的重点发展区。 



2、优化型发展区： 
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该区
域是我市都江堰自流灌溉区和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区，城镇布局
应注重显山露水，充分体现“城在田中”。 



3、提升型发展区：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重点是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承
载能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形成“园在城
中”的城市格局。 



4、扩展型发展区：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 
城镇布局要在保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形成“城田相融”的格局。 



在成都经济区范围内，规划了成德绵、

成资遂、成眉乐、成雅和成阿5个区域产

业合作区。 

 成德绵合作区： 

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为主； 

 成资遂合作区： 

以汽车制造和旅游产业合作为主； 

 成眉乐合作区： 

以新材料和石化下游产业合作为主； 

 成雅、成阿合作区： 

以旅游产业和现代农业合作为主。 

三、区域合作 



四、城乡形态和空间布局 

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乡空间布局和人性化、生活化的城市空间结构，既有

优美的田园风光，也有强大的现代化功能，并体现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全域成都”继

而在成都经济区范围内形成“青山绿水抱林盘、大城小镇嵌田园”的新型城乡形态。 



 1个特大中心城市 

 14个中等城市 

 34个小城市 

 150余个小城镇 

 数千个农村新型社区 

市域城镇体系 

四、城乡形态和空间布局 



五、市级战略功能区 

01 天府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区） 

02 金融总部商务区 

03 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 

04 北部新城现代商贸综合功能区 

05 西部新城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 

06 “198”生态及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 

07 龙门山、龙泉山生态旅游综合功能区 

08 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 

09 新能源产业功能区 

10 新材料产业功能区 

11 石化产业功能区 

12 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 

13 国际铁路物流枢纽功能区 

基于总体功能分区，按照“西部第一、全

国一流”的标准，在市域范围内规划13个

市级战略功能区，作为我市实现总体发展

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 



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含软件）、生物

医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以动漫游戏、

文化旅游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城市

商务中心区（CBD）。 

1、天府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区） 



重点发展金融产业， 

是城市的金融总部商务区。 

2、金融总部商务区 



重点发展以文化创意产业为

主的现代服务业，是城市商

业副中心。 

3、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 



重点发展以国际商贸为主

的现代服务业，是城市商

业副中心。 

4、北部新城现代商贸综合功能区 



5、西部新城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 

重点发展以现代服务

业为主的产业功能，

是城市商业副中心。 



生态和旅游休闲区，产业定位是依

托区内的建设用地，重点发展以文

化创意、文博旅游、总部经济为主

的高端现代服务业。 

6、“198”生态及现代服务业综合功能区 



由龙门山生态旅游综合功能

区和龙泉山生态旅游综合功

能区两部分组成。 

龙门山生态旅游综合功能区

定位是重点发展国际山地度

假旅游产业，龙泉山生态旅

游综合功能区定位是重点发

展休闲旅游产业。 

7、龙门山、龙泉山生态旅游综合功能区 



重点发展以整车研发和生产、关键

零部件制造为主，配套发展汽车商

贸、会展、娱乐等相关产业。 

8、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9、新能源产业功能区 

重点发展以太阳能、核能、

风能为主的新能源产业。 



重点发展以硅材料、高

性能纤维、稀土材料为

主的新材料产业。 

10、新材料产业功能区 



重点发展以炼化一体为主的石化产业。 

11、石化产业功能区 



由双流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和

规划第二机场空港经济功能区两部

分组成。 

双流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定位

是以航空枢纽为主的综合功能区，

包括航空枢纽、航空物流和临空经

济产业功能。 

12、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 

规划第二机场空港经

济功能区定位是以临

空制造为主的产业功

能区。第二机场初步

选址在金堂县龙泉山

以东区域。 



由青白江国际铁路物流枢纽功能区和新津铁

路物流园区两部分组成。 

青白江国际铁路物流枢纽功能区定位是以铁

路集装箱物流中心、铁路散货物流中心和大

宗物资中转中心为主的国际铁路枢纽功能区。 

新津铁路物流园区定位是以公铁物流联运为

主的功能区。 

13、国际铁路物流枢纽功能区 



区（市）县级战略功能区 

在我市工业集中发展区“一区一主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 

按照我市重点产业功能布局， 

共确定了48个区（市）县级战略功能区。 



第四部分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规划建设导则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规划建设导则 

布局组团化 

产业高端化  

建设集约化 

功能复合化 

空间人性化  

环境田园化 

风貌多样化 

交通网络化 

配套标准化 



一、布局组团化  

构建走廊式、组团化、网络状城乡空间格局， 

形成“青山绿水抱林盘，大城小镇嵌田园”的整体风貌。 

总体布局组团化 

建设项目布局组团化 



    高端产业          产业高端 

    高附加值、高投入、高产出         从业人员收入达到中高水平 

二、产业高端化  

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都市农业 

“西部第一、全国一流” 



三、建设集约化  

资源利用集约化 

城镇建设集约化 

产业发展集约化 

农村发展集约化 

在资源利用、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实行高度集约化。 

 



四、功能复合化  

城市区域功能复合 

建设项目功能复合 

地下与地上空间复合利用 

强化中心 

功能综合集成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 



五、空间人性化 

空间尺度的人性化 

功能人性化 

设施人性化 

通过城市设计，按照以人为本原则规划设计城镇空间， 

形成人性化、生活化的城市空间。 



六、环境田园化 

生态屏障 

城在田中 

园在城中 

小城镇与居民点居住环境田园化 

道路及河流绿化 

林盘 

山、水、田、林构成成都的生态本底和自然环境，须“显

山、亮水、露田”，营造宜人的城市环境，展现田园风光

和自然之美。 



七、风貌多样化  

空间轮廓多样化 

建筑风格多样化 

文化多元化 

打造地方标志 

在空间轮廓、建筑风格、历史文化保护、标志性等方面展

示城乡的多样化风貌，彰显城市特色。 



八、交通网络化  

强化枢纽 

构建全域综合交通网络 

构建辐射区域、覆盖全域、高效便捷、以“TOD”为导

向的综合交通体系。 



九、配套标准化  

配套项目标准化 

配套建设标准化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乡满覆盖 



 中心城和县城：形成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商业、市政等九大类近一百项配套体系 
 重点镇：“1+17”，即1个重点镇需配套完善17项公共配套建设 
  一般镇：“1+13”，配置公共配套设施6项，市政设施7项 
 农村新型社区：“1+10” ，即1个村（社区）配置10项公共服务设施 

重点镇配套标准 一般镇配套标准 农村新型社区配套标准 

配套项目标准化 



第五部分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示范线 



一、示范线建设基本要求 

 综合示范：综合体现“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内涵，全面展示现代城市、现

代农村、现代产业、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展示新型城乡形态，体现产业发

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 

 统筹集成：与城乡统筹综合示范、土地综合整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四

大新城建设、战略功能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片建设、场镇改造等相结合。 

 突出特色：在产业及形态上体现差异化、多样性。 

 远近结合：立足现实基础，结合长远目标，尽快形成示范效果。 



1.北新干道示范线 

2.蜀龙大道-成青金快速 

路-唐巴路示范线 

3.成龙路-东二路-成洛路示范线 

4.天府大道-东山快速路-双黄路示范线 

5.大件路示范线 

6.邛崃示范线 

7.光华大道-成温邛高速-大双路示环线 

8.龙门山沿线示范线 

9.成青快速通道示范线 

10.沙西线示范线 

11.彭白路示范线 

二、示范线规划线路 



天府大道-东山快速路-双黄路示范线规划 



天府大道-东山快速路-双黄路示范线 

 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示范线 1、定位： 

 

途经区域：高新南区和双流县域 

路线：天府大道-东山快速通道-黄龙溪镇-双黄路-正公路-成仁路 

长度：约84KM 
主要展现要素：现代城市、现代城镇、现代农村、现代农业、现代田园 
 



时代新城段 

主要路线：天府大道-成仁路-正

公路； 

产业功能：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景观风貌：天府新城城市景观中

轴线，展示现代城市风貌。 

魅力锦江段 

主要路线：双黄路 

产业功能：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景观风貌：山、水、田、林、镇      

相融的现代农村 

锦绣东山段 

主要路线：东山快速通道； 

产业功能：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景观风貌：规模化都市生态四季

农业景象和多姿多彩的川西城镇

特色风貌 

4、分段规划 

锦绣东山发展段 

现代农业发展段 

魅力锦江发展段 

图例 

城区 

城镇 

新型社区、聚居点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点 

时代新城段 

锦绣东山段 

魅力锦江段 



（3）魅力锦江段 
魅力锦江 
发展段 

总体风貌——生态河谷、都市农庄、历史名镇 

锦江河谷规划意向图  



第六部分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重要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城市形态由大饼式向组团式转变 



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传统向现代转变     低端向高端转变    打工仔向白领转变 



二、城乡统筹深化的必然结果 

城乡统筹是工作方式， 

城乡一体化是实施过程，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最终结果和目标。 



三、集约、节约利用资源的必然选择 

 土地资源稀缺 

 水资源短缺 

 能源紧缺 

集约、低碳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四、保护生态本底和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城镇村与自然有机相融 

 保护历史文化，彰显文化特色 



谢 谢 
二〇一〇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