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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二期局部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                              

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内，由梅江、跨江大桥

快速路、三角大道、传祺大道、绿园大道和汕昆高速围合而成，占地

约 287公顷，现状主要为山体、村庄、未利用地及滩涂等。 

 

图 1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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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调整必要性 

广梅园现有的产业以生产制造为主，缺乏科研众创、商服办公等

高端商务研发功能，且教育医疗、人才公寓等高品质生活配套严重不

足，园区发展进入瓶颈。 

随着广梅园发展新区 2.48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的调出，园区迎

来新的发展空间，可与周边产业用地整合，形成规模达到 4平方公里

以上的发展新区，统筹打造滨江中心。 

本次规划调整的用地位于已批复的《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

园·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二期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规

划上为产业功能为主，兼具居住配套功能。 

本次规划调整在原控规的基础上，重新谋划规划区 287公顷的功

能配置和规划布局，打造园区亟需的高端商务区（城市客厅），从发

展科技研发、商务办公、市民广场、人才居住等核心功能，推动广梅

园的转型发展与提升。 

三、本次规划调整内容 

（1）道路系统的调整完善：本次规划在原有总规、控规路网的基础

上，对主要道路的线位、道路等级、道路宽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具体如下： 

①对跨江大桥快速路线位进行调整，增强道路可实施性。 

②保持绿园大道、传祺大道、三角大道线位与原控规一致，提升道路

等级为城市主干道；滨江路由主干道降为次干道，城市广场区段取

消，让出连贯完整的滨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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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规划区现状高差，调整城市支路线位，完善城市毛细血管。 

（2）用地功能的进一步优化：原有总规、控规确定的用地性质主要

为工业用地，土地利用率较为低下。本次规划将对标雄安新区、深圳

科技园等国际先进案例，利用紧邻梅江的地理优势，将本项目调整为

功能完善、配套齐全、品质高端的城市典型城区以及集研发、教育、

商务、会议展览、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研发教育核心区。 

 

四、与相关上层次规划的关系 

（1）《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总

体规划修编（2015-2035）》 

    本项目以《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总体规划修编（2015-2035）》为基础，充分对接总规对项目区

的定位与要求，并结合场地发展趋势及现状条件，将原有功能单一、

配套不足的用地布局调整为功能多样、品质高端的滨江中心启动区。

本次规划主要涉及 287公顷总规用地功能的调整以及部分滨江路、跨

江大桥快速路、绿园大道、传祺大道和三角大道道路等级、宽度的变

化，不涉及《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

园总体规划修编（2015-2035）》强制性内容的修改。 

（2）《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 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二

期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项目位于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内，共涉及原控规 287

公顷用地功能的调整。本次规划充分采纳了原控规的道路线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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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并进行了局部优化，同时为打破片区发展瓶颈，对原控规用地

功能进行了大胆创新，商住比例明显增加，广场绿化用地明显提高。 

 

五、发展目标与规划定位 

发展目标：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全面建设梅州“三宜”城市

创建新区，以点带面，通过本次规划 287 公顷城区的建设，带动广梅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全面提升，打造产业集聚、山水优美、城区高端的

区域性新航标。 

规划定位：以推动园区全面提升为核心，以打造产业新城滨江中

心为抓手，展现独特的人文气质，提供舒适的城市服务，营造优美的

人居环境，全面建设“滨江智谷，客韵新都”。 

 

六、空间结构 

规划构筑“一芯两带六片区”的整体空间结构。 

一芯：健康绿芯，以龟背广场为景观核心，依托梅江，构建功能

分区。 

两带：（1）市民广场景观带—以规划市民广场为骨架，聚合起

教育、商服、研发等片区，为本项目发展的核心动力区；（2）沿江

生态景观带—依托梅江，构建服务于市民的滨水景观，并新建滨水绿

道等设施。 

六片区：包括教育片区、市民广场、商服片区、研发片区、城市

绿芯和产业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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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功能结构图 

七、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 

人口规模：规划区人口规模约为 4.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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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136.3 公顷。 

八、用地规划 

在对规划区内地形高程、坡度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保留北侧

较高山体，充分利用中部低丘缓坡用地。规划道路顺应地形，将片区

以绿创大道为界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侧主要围绕市民广场布局居

住、商业和中小学用地等，打造高品质生活圈，南侧围绕城市绿芯布

局科研、居住、工业和商业用地，合理增加居住量的同时，维持一定

的工业保有量。本次规划在职住平衡的基础上充分协调周边山体，营

造“江山互融、市民共享”的蓝绿景观格局，构建生态城市客厅，构

建产城融合的协调发展格局。 

规划总用地面积 287 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200.8 公顷、占比

47.41%，水域、农林用地等非建设用地 86.7 公顷，占比 52.59%。 

城市建设用地中，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5.3 公顷，占

城市建设用地的 12.6%；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5.5 公顷，占城市

建设用地的 7.7%；规划工业用地约 41.0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20.4%；规划交通设施用地约 0.9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4%；规

划公用设施用地约 0.8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4%；规划绿地与广

场用地约 64.5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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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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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衔接 

本项目西侧设有梅汕高速与汕昆高速出入口，通过梅汕高速可快

速到达梅州市区、揭阳潮州等地。伴随 2019 年梅汕高铁的开通，本

项目据畲江北站仅 15km，极大缩短了本项目与周边主要城市的距离，

提高了对外交通便利性。 

（2）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区内各等级道路规划要求如下： 

城市主干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30m，设计时速 40~60km/小

时，双向 4车道设置。 

城市次干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20-25m，市民广场部分区段放

宽至 40米，设计时速 30~40km/小时。 

城市支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15-25m，设计时速 20-30km/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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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道路交通规划图 

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依托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公共服务中心，构建自身的

配套服务体系，提升规划区服务功能，高标准配置配套服务设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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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位于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核心区南侧，其公共服务规划

中配置的设施大部分可以覆盖到本区域。 

规划区内配套服务设施布点充分考虑片区居民及商服产业用地的

使用需求，配置了小型体育活动场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居委

会、垃圾集散点、公共厕所等服务设施。 

（1）体育设施：规划结合市民广场设置健体育场地，包括篮球

场、网球场等。 

（2）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结合商业用地设置社区健康服务中

心。 

（3）商业服务业设施：片区配置加油站 1 座，规划结合商业用

地设置 ATM营业网点、零售商店等。 

（4）文化设施：规划市民广场用地设置文化活动室和文化活动

场地。 

（5）教育设施：片区北部广梅园小学已批准建设，另设置 1所

完全中学和 2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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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图 

十一、道路竖向规划 

根据《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充分衔接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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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路，绿园大道，传祺大道、三角大道、绿创大道。原蓝天一路、

传祺大道、布心二路已建道路标高及沿河道路防洪标高未调整，滨江

路防洪标高大概在103.5米左右，小河流沿线同样保证防洪标高 ，整

个场地标高南北方向，中间高，两头低，市政管线分南北方向设置。

东西方向，中间高，两侧低，市政管线也朝两侧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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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道路竖向规划图 

 

十二、绿地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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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遵循自然，保护好原有的自然景观。规划绿地与广场

用地约 64.5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32.1%，主要为公园绿地与城市

广场。 

 

图 7 绿地系统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