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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州科学城在用地布局及道路规划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塑造独特的景观；二是充分重视

产业园区的独特需求；三是重视人文关怀。 

关键字：广州科学城；用地布局；道路规划；产业园区规划 

Harmonious Integrity of Planning of Industrial Parks,Nature and Society—On the Land Use Arrangement and Road 

Planning for Guangzhou City of Science/Xiao Gang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ey points in the experience of Guangzhou City of Science in land use arrangement and 

road planning: first,full use is made of the natural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to create unique 

landscape;second,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industrial park and third,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huma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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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科学城概况  

  广州科学城位于广州市的东北部，规划用地面积为37km2，是以高科技制造业为基础，以形成科学研究综合体

为目标，具有高质量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高效率投资服务软环境的多功能现代新型产业区(图1)。  

  广州科学城的地形主要分为丘陵台地和河涌冲积谷地。其中大部分丘陵台地高程在50m～120m，北部最高的迁

岗大山为288m，其地质构成以花岗岩、混合岩为主；河涌谷地则地势平缓，高程一般为15m～20m，其地质主要为

第四纪松散堆积浅覆盖区，基岩地基和硬塑粘土地基的强度和埋藏条件相对稳定。科学城中的丘陵山地生态绿化

环境良好，树木茂密，枝繁叶茂，以荔枝、橄榄等果树为主，谷地以农田为主。  

2、广州科学城用地布局  

  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布局都是核心内容之一，是关系着全局性的工作。用地布局是否

合理，直接决定着一个城市或园区的环境、开发成本、效率，决定着一个地区的风格和魅力，也决定着其与城市

或园区其他组成元素的和谐。总体上说，广州科学城在用地布局方面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图2)。  

2.1 与自然和谐统一  

  为了充分利用科学城现状的地形、地貌和良好的生态、自然资源，规划项目组与重庆建筑大学黄光宇教授合

作进行了以“广州科学城生态规划与建设研究”为课题的研究。根据研究成果，科学城总体规划对用地进行了适

宜性分析，并以现状山体和河涌为生态系统骨架，充分尊重和利用现状山脉和谷地的走向，把建设用地安排在平

坦的谷地上，并按谷地走向进行拓展形成纵向发展轴，横向拓展形成功能组团，各功能组团相对集中且有机疏

散。这样的布局结构能充分利用自然山体资源形成较好的城市景观，真正做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图3)。  

2.2 开发的经济性  

  在园区开发建设中，对大部分地区或城市的政府来讲，资金缺乏是制约园区开发和建设的最主要因素。因

此，产业园区规划要把降低投资、提高资金的效益作为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并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加以体现。  

  广州科学城用地规划充分尊重现状山体和生态环境，利用谷地进行开发建设，避免了对山体的大开大挖，大

大降低了土石方量，减少了投资，充分体现了开发的经济性(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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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充分利用现有河涌，注重对景观的塑造  

  科学城的山体较多，但水资源相对缺乏。有山无水，似乎少了一点灵性。在科学城中心区的南部有一条常年

流量仅为十几个立方米的小河涌，用土将其填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这样一来中心区就会少了生机。在科学

城的规划中不仅保留了小河涌，还结合道路和用地对小河涌进行了景观设计，并采用叠水的方式保证了中心区河

涌能常年有水。如此一来，科学城内鱼儿戏水，游人散步，科学城中心区因此成为了不少广州市民周末的休闲

地。规划从生态角度着手，河涌的底部采用自然河床处理，这样既使地下水能得到较好的补充，又保留了地表

水，进而使投资得以减少(图5，图6)。  

2.4 利用功能组团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小区  

  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规划把相辅相成或相类似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对集中，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小区。

科学城的高新技术产业小区有四个：微电子信息科技园、生物产业科技园、新材料新能源科技园和其他高技术科

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小区的创立，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较好的空间基础，对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

减少信息失真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按照组团式布局的要求，科学城的四个产业科技园分布在科学城中心区的四周。微电子信息科技园位于科学

城的西部；生物工程科技园位于首期产业发展轴的北端；新材料新能源科技园位于科学城中心区的东部；广深高

速公路以南的大部分地段位于乙烯工厂1 700 m卫生防护距离内，因此该组团只能规划布置一些对环境质量要求

不高的高科技产业。  

2.5 注重人文关怀  

  (1)充分重视农村的生活和生产用地，妥善处理“三农”问题。  

  科学城规划范围面积为37.47km2，覆盖了9个大大小小的村落，人口达六千多。因此，处理好农村问题是征地

和建设能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各个村对科学城规划的影响程度和村的建设规模、人口规模，规划对农

村居民点采用了三种规划处理方案。第一种：对规模较小的农村居民点进行拆迁重建，在其所辖的行政村附近，

按照城市居住小区的标准建设新村，直接实现城市化，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第二种：对于规模较大，对总

体规划有局部影响的农村居民点，进行局部搬迁；对保留村庄的建设，按照有关政策，进行严格控制，确保不再

无序扩大并进行环境整治。第三种：对于规模较大，对总体规划布局影响较小或者没有影响的农村居民点，规划

予以保留，并按照有关政策进行严格控制，逐步改造。为了使逐步改造的策略能够实现，规划在旧村附近预留了

一块置换用地，对于新增加住户的需求，如因结婚、离婚等导致的户数增加而产生的居住需求，按居住小区的标

准，在置换用地内统一解决，不在旧村内进行扩建，为旧村的改造创造条件(图7)。  

  (2)按照社会不同阶层的支付能力，进行居住用地布局，满足不同阶层人们的居住需求。  

  首先，针对大部分工薪阶层或者刚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还不具备购房

的资金条件，政府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需求，进行了集体宿舍(集体公寓)的建设。原则上这部分集体宿舍布置在村

经济发展用地内，这样村集体一方面可以通过收取房租，保证村民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组建物业管理公

司，可以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这对于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减少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针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白领阶层，科学城在北部山脉南部布置了一些居住用地，一方面可以解决大

部分白领阶层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原有工业园区的单一功能经济区性质，促进科学城向多功能综合产

业区转变。  

  最后，针对企业主或者高级白领阶层，考虑到他们的居住要求标准较高，从提高产业园区的品位和增强吸引

力的角度出发，科学城在北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规划布置了别墅用地以满足这一阶层的需求。  

  这样，具有不同支付能力的各个阶层的居住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同时，他们在附近上下班，交通距离较近，

可以减少出行成本，并且由于就近工作和居住，对于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也具有重要意义(图8)。  

3、道路系统规划设计  



3.1 宏观方面  

  从宏观上讲，道路系统规划设计既是城市产业园区中各种用地要素关系的纽带和城市产业园区的骨架，也是

城市产业园区中各种活动的组织方式。作为投资最大的主要城市基础设施，道路布局的合理性，对城市产业园区

的开发成本、交通运输、信息流通、城市环境及其他基础设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即道路布局产生的效益对城市

或园区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另外，城市产业园区的道路系统建设是动态的和变化的，道路系统规划设计必

须满足这种动态的要求，避免终极式规划存在的缺陷。城市产业园区的道路系统规划设计可以借鉴树木生长过程

原理。  

  首先，树木要想健康生长、枝繁叶茂，就要选择适合种植的地点，因为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大树的生长。同样

的道理，道路系统规划设计也要选择最好的道路起点。道路起点的选择应方便与城市发展方向的对接，这样，产

业园区就可以充分借助城市发展的推力加快产业园区的开发；另外与城市发展方向的对接也有利于与现状基础设

施的衔接，降低园区前期的开发成本，利于园区建设的启动。  

  其次，受空间和阳光的影响，树木的生长方向是有选择的，树木会向空间开阔、受制约条件少、阳光充足的

方向生长。同样，道路布局也具有方向性。与用地布局相协调，道路纵向拓展应选择用地范围广、受制约条件

少、容易开发的地区。  

  借鉴树木生长过程原理是广州科学城道路系统规划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其核心思想是先确定起点，按照建设

的时序由起点推出终点，而传统的终极式规划则是先确定终点目标。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科学城的道路系统在宏

观层面具有以下特点。  

  (1)选择道路规划和建设的最优起点。  

  广州市战略规划提出了“东进、西联、北优、南拓”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东进”是广州市主要的发展方

向之一。另外，科学城西部地势平坦，开发限制条件较少，临近西部已经建成了交通条件较好的大观路，且水电

基础设施齐备，因此科学城的道路规划起点选择在了科学城的西南角。  

  (2)结合地形，塑造独特的道路景观。①对于完整的谷地，科学城内的道路走向尽量与谷地走向一致，并沿山

脚布局，使道路一侧为厂区，另一侧为自然山体，充分体现“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空间架构。这样既保护了

生态资源，也创造了较好的道路景观(图9)。②科学城的中心主干道—科学大道，由于其线路较长，贯穿区域较

广，遇到山体的情况较为复杂。因此，规划确定了科学城主干道与沿路山体和建设用地交替楔入的方式，使

“山—城—山”的景观相互交替。  

  (3)道路两侧全部采用绿化护坡代替挡土墙。  

  挡土墙在山地城市(地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科学城全部采用绿化护坡代替挡土墙，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

科学城的绿化景观，而且降低了投资成本。以科学城西部的尖岗山为例，科学大道通过此位置，原设计挡土墙招

标价为二百多万元，但通过计算确定安全坡度后，改为绿化护坡，则招标价仅为五十多万元(图10)。  

3.2 微观方面  

  从微观上讲，由于产业园区以发展产业为主，其道路系统与城市一般道路是有区别的，因此，它应具有自己

的特点和风格。在产业园区中，以步行为出行方式的比例相对较小，以汽车为出行方式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

产业园区的道路横断面中的人行道的宽度可以相对减小，以提高其经济性。其纵断面由于以满足车行需求为主，

故其纵坡根据地形可以适当提高，并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另外，为控制因行人较少而可能引起的汽车行驶速度

较快的现象，运用城市设计手段进行车速控制设计，这样既丰富了道路景观，也避免了一般城市道路由于缺少变

化而形成的单调。  

  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科学城内的道路设计在微观层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减小人行道宽度，增加绿化。  

  按照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的一般规定，红线为50 m以上城市道路的人行道为10 m，红线为40 m城市道路的



人行道为8 m，红线为20 m～30 m城市道路的人行道为5 m。作为国家高新区的科学城，由于行人较城市其他

地区少，人行道宽度若采用广州市的标准，就会造成浪费，因此科学城将红线为40 m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宽度调整

为5 m，红线为20 m～30 m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宽度调整为2 m～3 m，多出的部分改做绿化，这样不仅可节省

投资，还可以优化道路景观。  

  (2)重视道路景观与功能的协调。  

  产业园区的道路按功能分为交通性道路和生活性道路，这样划分往往忽略了道路在城市中的美学价值和景观

价值。根据所处地区或地段的不同，道路应扮演不同的角色和体现不同的风格。城市一般地段的道路以功能需求

为主，若在中心区或核心区，道路设计应体现该地区的独特风格，使它具有明显的地理属性。  

  在编制科学城中心区规划时，选择中心区环路作为设计重点，突破了原有道路断面设计缺少变化的传统，结

合地形设计纵坡，顺应地形的变化使纵坡随之变化；对于条件允许的地段，尽量设置路心生态绿岛，体现园区的

生态化要求，使道路和景观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路在林中，林在路中”，使它们相映生辉，多姿多彩；

对于地形坡度较大的地段，充分考虑用地的需求，采用高低路，使高路幅可以服务上面的地块，低路幅可以服务

下面的地块，并且对道路中间的高差进行绿化护坡处理，这样既丰富了道路的景观，保护了原有生态，也保证了

地块的使用效率，满足了投资经济性的要求(图11)。  

  尽量保留道路中遇到的具有景观价值的石头，这样既利用了天然景观，增添了情趣，又可以减少投资，真正

做到生态与经济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图12～图14)。  

4、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介绍，广州科学城在用地布局及道路规划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充

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塑造独特的景观，二是充分重视产业园区的独特需求，三是重视人文关怀。按照生态化要求

建设的广州科学城，既重视人，又注重自然，并寻求到了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这不仅加快了园区的开发速

度，降低了开发成本，还使园区景观独具特色。在这里，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政府高兴，人民满意，真正实现

了人与自然的双赢式发展。  

[注 释]  

①《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获2001年度全国城乡规划设计三等奖。 

作者简介：肖刚,男,广州市科城规划勘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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