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文件

<草案公示>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作为广州实体经济的主战场、科技创新

的主引擎、改革开放的主阵地，是“企业和人才离成功最近的地

方”，同时是展示广州的重要窗口。黄埔港是千余年海丝的重要起

点、黄埔军校是民主革命的“将帅摇篮”、广州开发区是继经济特

区之后改革开放的第二波热土。经过世代黄埔人民生生不息的创造，

黄埔区正在成为珠江口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州开发区发展寄予厚望，三次亲临考察，强

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寄望广州科学城“五年大变化” 。我们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扛牢创新创造创业的发展使命，弘

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开发区精神和新黄埔铁军精神，全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双高”同步的新模式，助力广州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黄

埔样本!

为指引全区未来国土空间发展方向，谋划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

图，黄埔区编制了《广州市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目前已形成规划草案。为进一步凝聚公众智慧，优化完善

规划成果，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现在，在这里让我们预见未来，共同展望2035年的黄埔。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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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黄埔：

黄埔区位于广州东部、珠江与东江交汇入海处。黄埔区作为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依托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等战略平台引领，成为广州实体经济主战

场、科技创新主引擎、改革开放主阵地。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黄埔区延续

九连山脉区域生态格局，背靠帽峰山生态绿核，维育乌涌、南岗河等通江蓝脉，打造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绿美之城 。

常住人口规模：126万人行政辖区面积：484平方公里

规上工业总产值：6549亿元经济总量：3662亿元

基本概况

黄埔 广州市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文件
2035

注：均为2020年数据

黄埔区区位图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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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定位未来黄埔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产业协作新格局下，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历史机

遇，坚决扛起走前列做示范的责任，为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黄埔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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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与战略

＞发展战略

＞城市定位

＞发展理念

广州产业发展增长极

湾区科技创新主引擎

海丝国际合作先行区

开放协调战略

安全韧性战略

活力创新战略

集约高效战略

品质魅力战略

打造科创引擎 夯实生态安全 营造高能聚落 推动文化振兴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
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机遇

彰显生态文明建设
典范区新成绩

全力开创高质量发展
高速度增长同步新模式

传承文化维系乡愁
推动城乡融合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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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规划目标

科技创新引领区、现代产业体系标杆区、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区

实现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要素集聚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

平显著提高，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产业结构更加优

化；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区初见成效，山水林田城系统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2035年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区、开放之区、生态之区、文明之区、幸福之区

形成安全稳固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

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勇立潮头

形成高质量要素资源快速流动网络

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知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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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国土空间格局

以“三区三线”为基础，守好保护与发展底线。保护山水格局，维育通山向海的生

态空间；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优化精美乡村的农业空间；强化“三城一岛”

联动发展，建设集约高效的城镇空间。

07



08

加强区域协调，促进高质量发展

黄埔区区域关系示意图

图 例

广州市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文件黄埔 2035

协同白云带动从化，一城四镇联动打造国家中新知识城

发挥中新广州知识城国家级平台战略牵引作用，带动周边四镇发展。向北辐射协同从化绿色发展示

范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知识中心。

携手增城面向深莞，共建东部中心

携手增城，共建东部中心，促进广州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引领大湾区、联动长三角和京津冀、

面向海内外的广州市主城一体化东部极核。

对接南沙联动天河，共筑广州活力创新走廊

对接南沙，共同推动城市功能联动优化，联动天河智慧城、天河智谷，结合广州城市“东进”与“南

拓”两大牵引力，共筑广州活力创新走廊。

融入黄金内湾，筑牢大湾区东西两岸科技创新轴交汇点

依托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鱼珠片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参与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协同深圳、东莞等地共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大湾区知识科创重要引擎。



坚守安全底线，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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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以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和自然保护地为基础，划定陆海生态保护

红线，强化对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底线约束作用，保障生态安全。

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为基础，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落实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耕地保护底线。

按照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等原则，以“资源紧约束”的

思路，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引导城市科学布局与合理增长。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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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锚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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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帽峰山

天鹿湖

油麻山

金坑

凤凰湖
白兰花

埔心湿地

龙头山

升旗山
珠江 东江

城镇空间

优化承载城镇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城镇空间布局，引导城镇紧凑集约发展，提升城

镇服务功能，优化城镇空间结构。

生态空间

保护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严格保护承担生态系统维护与

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

围绕农业农村优化发展，保障农业空间提质增效。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都市

休闲农业，促进耕地连片保护和农田质量提升。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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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以院士港现代农业科技核引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

“两园”：以隆平国际现代农业公园、现代都市有机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标杆。

“多点”：以长岭现代农业公园、黄埔区纳米农业公园、迳下特色精品村等特色项

目建设为触媒，均衡现代农业布局。

“一核两园多点”

黄埔区农业空间规划图

图 例

基于“一核两园多点”现代农业格局，建设精美乡村的
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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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廊

包括北二环-新塘生态廊道、珠江—东

江生态廊道。

一 核

六 脉

保育帽峰山生态核，通过水源涵养和

森林保育，塑造生态价值新高地。

包括南岗河、乌涌、永和河、金坑河、

凤凰河、平岗河等重要河涌水系及其

支流。

点八 节

包括白兰花森林公园、金坑森林公园、

凤凰湖湿地公园、埔心湿地公园等城

市生态节点。

12黄埔区生态空间结构图

图 例

基于“一核两廊”的生态结构，维育通山向海生态空间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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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城一岛”空间结构，建设集约高效城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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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国土空间结构规划图

加速推进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海丝城、广州生物岛“三城一岛”空间联动

发展。用国家功能区新的空间发展规划支撑新的发展目标，促进高质量要素资源快速流动

全区。

全面联动“三城一岛”

至东部枢纽（新塘站）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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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城区

作为广州科技创新主引擎、改革开放主阵地，黄埔区充分发挥湾区重要科创节点、

广州实体经济主战场作用。通过优化产业用地用房结构与布局，科学有序供给居住

空间，汇聚形成服务全省、辐射华南、连接全球的战略科技力量，为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黄埔力量”。

14



建设产业高地智造脊梁，培育科技创新集聚区

2大国家创新航母平台

N个科研创新院所

3个重大科技设施

“2”: 两大国家创新航母平台

“3”: 三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国家呼吸疾病广州实验室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N”: N家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与科研院所

航空轮胎动力学大科学装置
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

慧眼大设施工程

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

太赫兹国家科学中心生物岛实验室

国家先进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

多个高水平科研院所

• 加快建设“2+3+N”战略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推进创新智源和科研院所

布局。

• 面向国家卡脖子产业环节，建设万亿级产业体系。

围绕创新-孵化-智造链条，建设大湾区创新科技转化应用高地

黄埔区重大创新设施布局图

图 例

国家创新航母平台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
与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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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定超100平方公里工业产业区块线，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空间基础，保

障全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

• 引导全区工业用地集聚布局。

保障实体经济空间，建设科技创新载体

聚焦“万亿制造”计划，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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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差异化的用地分类管控和产业扶持政策，推进低效工业用地上的低

效产业、低效企业转型升级和有序清退，促进低效工业用地产业转型。

• 积极申报国家、省、市重大项目，争取国家、省用地指标支持。

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优化工业用地效率

黄埔区产业空间分布图

知识城北
产业集聚区

知识城南
产业集聚区

永和
产业集聚区

科学城
产业集聚区

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

东区
产业集聚区 云埔

产业集聚区

西区
产业集聚区

黄埔 2035



香雪人才公寓

完善可负担住房供应机制，打造人才幸福家园

建立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
体系，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可负担的住
房供应与保障体系。

 加大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到2035年，建成与商品住房均衡发展、满足不同人

群多样化需求、符合黄埔发展的住房租赁市场。

稳规模

优结构

 对不同人群提供差异化的住房产品。

 鼓励多类型、多标准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合理分配公

共租赁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和人才

公寓比例，吸引不同层次的人才。

 提高保障性住房及人才公寓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1公

里服务半径范围内的建设比例。

 提高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

民的住房保障可持续水平。

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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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活力的宜居城区

立足优质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三极带动多点”的城镇体系格局，塑造高品质多样

化的公共空间，建设更具生命力的宜居城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城镇空

间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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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高”同步增长，推进城镇空间联动发展

构建“三级带动多点”的网络化城镇体系

• 形成知识城、科学城、海丝城三个综合型城市中心带动生物岛、新龙、

永和、云埔、西区等八个地区中心的高质量网络化城镇体系布局。

• 充分发挥综合城市中心的带动示范效应，建设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宜居宜

业创新城区；强化外围城镇特色优势与产业与服务支撑。

黄埔区城镇体系规划图 19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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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峰山

大田山

龙头山

大岭顶

福和山

乌涌水系

凤凰河水系

金坑河水系

永和河水系

帽峰山
油麻山

田螺山

尖峰山

图例

生态廊道

自然保护地

河涌水系

现状公园

规划公园

平岗河水系

珠 江

东
江

升旗山

天鹿湖森林公园

火炉山森林公园

帽峰山森林公园

白兰花森林公园

埔心湿地

凤凰湖湿地公园

金坑森林公园

油麻山

龙头山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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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域公园，打通森林走进城市的“最后一公里”

尊重自然格局，保护以自然山体为核心、水系与生态廊道为脉络、重要城市生

态公园为节点、通山达海的生态网络。

• 保护构成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自然保护地与河流水体，建设林水相依的

河湖水域生态缓冲带，结合城市公园构筑蓝绿生态基底。

• 结合绿道、碧道建设，缝合城市与生态空间链接最后一公里, 让森林

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营造可亲自然休闲空间。

保护整体格局

织补蓝绿网络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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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龄友好、全时活力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彰显宜居城市服务“软实力”

• 面向高层次人才、青年人才、技术人才等关键人群需求靶向供给优质配套。

• 构建儿童友好、青年宜业、老年颐养、高效复合、全时活力的设施服务体

系，强化城市功能培育。

• 建设“城市中心+片区中心+社区中心”的三级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21

打造优质社区生活圈

15分钟
生活圈

5分钟
生活圈

镇街
5-30
万人

社区
0.4-5
万人

划分为1-5个
生活圈

以街道为单位的
服务管理范围

划分为1-10个
生活圈

以社区为单位的服务
管理范围

高中、初中、小学；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社区创新共享中心；社区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公
共图书馆；老年颐养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社区食堂；文化活动站；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幼儿园、托儿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

黄埔 2035

• 以3-10万常住服务人口、0.8-1.0公里为服务半径构建15分钟生活圈，配备

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形成便捷、舒适的公共服务网络。

• 综合考虑不同片区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发展定位等因素，差异化配置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广州市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文件



加快对外快速交通系统建设

加速内畅外联，建设高效畅达的综合交通体系

• 积极推进黄埔站、知识城站两大高铁枢纽建设，强化高铁枢纽的区域辐射

力和集聚力，全面融入湾区“1小时”交通圈。

• 积极融入区域高快速交通网络，完善“9高14快4通道”的对外道路系统，

打通连接广州主城区及湾区其他重要城市的交通瓶颈，提高对外联系效率。

完善内部交通网络体系

• 优化与城市发展结构及用地布局相适应的内部道路网络，推动科学城、知

识城、海丝城实现30分钟快连快通。

• 积极推进5号线东延线、7号线二期等地铁线路建设，完善有轨电车服务体

系，加快实现全区17个镇街全覆盖的轨道交通网络。

22

黄埔 2035

香雪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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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供应保障能力，推进基础市政设施体系建设

完善重大市政基础设施

• 强化供应保障能力，重点保障给排水、电力、电信、环卫设施等建设。

• 推动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

• 推进市政设施城乡一体化，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机制。

完善重大市政基
础设施

至2035年

供水

排水

燃气

电力

电信

环卫

消防

形成东江、西江为主，流溪河、增江、
北江作为重要补充水源的供水格局

实现流域环境
综合治理，构
建差异化的区
域排水制度

加强天然气供
气系统建设，
提高供气站点
效率

提升电力系统供应，
构建安全可靠的城市
电网

系统规划数字
机检体系，加
快5G无线基站
布局

推进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设
施建设，发展
循环经济

健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
提高消防保障力度

23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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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魅力的人文城区

传承海丝文化、革命文化、工业文化、岭南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塑造高品质多

样化的公共空间，充分展现山水生态天人合一、人文风物多彩体验的魅力黄埔。

24



完善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与合理利用

25

完善以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

为主体和依托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文化

名村、传统村落、传统街巷、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改革开放优

秀建筑、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与工业遗产、海丝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

灌溉遗产、海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共同构成的有机

整体。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

〖传统村落〗

〖历史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州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保护体系的搭建落实保护传承 面向实施管理

价值保护传承 保护对象管理
讲述好城乡历史文化的故事 落实好各类对象的系统保护

黄埔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

风貌区 历史风貌区

村落

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

保护性
建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树
大树

非物
质文
化遗
产

古树名木

后续资源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区级

其他

工业遗产

海丝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

水利灌溉遗产

海防文化遗产

地名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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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与合理利用

燕塘村 莲塘村 深井村

南海神庙 玉岩书院与萝峰寺 长洲曾氏宗祠

文物保护单位：南海神庙、黄埔军校旧址、外国人公墓、玉岩书院与萝峰寺等。

历史建筑：黄埔老港（钢板桩码头、6号仓） 、文冲船厂（1号船坞、2号船坞）等。

传统风貌建筑：黄船八区宿舍建筑、翠喦公祠、道敬何公祠建筑群、广仪家塾等。

长洲金花古庙 黄埔军校 长洲 白鹤岗炮台

26

历史文化街区：长洲岛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横沙书香街历史风貌区。

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利用

黄埔 2035

历史文化名村：莲塘村。传统村落：深井村、燕塘村、上庄村、埔心村等。

统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加大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开放力度



传承以海丝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根脉

根植源远流长的历史资源，打造通山达海的文化游径

27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图 例

海丝文化：黄埔港是千余年海丝的重要起点。发挥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历史地

位，建设海丝商贸文化标识地。

岭南文化：加强传统岭南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保护以玉嵒书院为核心，代表岭南尊师

重教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充分展示岭南文化精神。

红色文化：黄埔军校是民主革命的“将帅摇篮”。加强对近代革命及红色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

工业文化：推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迹、遗存、工业文化资源纳入遗产保护体系。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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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区：突出山体森林连绵起伏的生态风貌

中部地区：突出传统现代碰撞交融的都市风貌

南部地区：突出港口城市融合发展的滨江风貌

“北部山水新城、中部创新科城、南部人文港城” 特色风貌

秉承传统山水城市格局，塑造依山、沿江、滨海的风貌特色

28

森林生态风貌

港城融合风貌 都市现代风貌

• 重点引导山边、水边、林边、田边、海边等生态景观区域周边的建设高度控

制，形成与城市生态本底呼应的城市高度控制。

• 严控生态景观区域周边建筑退距，形成“前低后高”的建筑高度控制。

• 预留更多的公共通道，塑造与自然环境融合协调的建筑风貌。

黄埔港夜景

水声晨光

科学城

黄埔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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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贯通的实施机制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协同，建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分解落实的路径机

制，探索超大城市治理“黄埔路径”，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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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的战略定位、核心支撑功能等向下位规划逐级落实。

功能传导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总体规划

区级

• 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 控制性详细规划

• 村庄规划

专项规划

国土空间保护类

公共服务配套类

• 土地整治、耕地保护等

• 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

市政交通设施类

• 市政、交通、环卫等。

明确规划传导内容

规划总体格局、城乡体系、发展格局、产业格局等向下位规划传导。

规划确定的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城市七线及用途管制规则向下位规划传导
落实。

规划确定的指标在下位规划体现，包括耕地保有量、建设用地面积等。

开发边界内结合详细规划单元进行管控，开发边界外结合村庄规划进行管控。

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名录、重大工程项目等向下位规划传导。

01

02

03

04

05

06

格局传导

用途传导

指标传导

单元传导

清单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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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以单元为单位管控规模、设施配置、强度
等指标

三区三线、战略格局、省市重
要设施等

空间格局、人口、指标、底线
控制、用途分区、项目清单

功能定位

市层面

黄埔区
层面

片区层面

地块层面 地块控制图则 地块细分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底线管控

空间格局

用途指标

设施配套

公共空间

单元层面

以街道为单位，管控人口、功能、设施

近期行动计划

产业聚能计划 品质聚人计划 绿美黄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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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电子邮箱：byzhx312@163.com

邮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汇星路81号人防大楼C栋405

邮政编码：510530

公示时间：2023年6月6日-7月5日

（信封封面或邮件请标注“黄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图片来源：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

未来黄埔，共绘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