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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5/2021_2022__E8_8B_8F_

E5_B7_9E_E5_9F_8E_E5_c67_275578.htm 昨天，省建设厅组

织12位国内著名专家对《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进

行了专门论证。专家们认为《规划》体现了节约资源、集约

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城市总体规划编

制的规定。由于《规划》对苏州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纲领性

的指导作用，因此，现把《规划》作一解读，让读者对《规

划》有个基本了解。 中心城区面积599.2平方公里 《规划》对

苏州城市作了四个层次划分。即市域、城市规划区、中心城

区和古城地区。 其中，市域面积为8488平方公里，包括市区

和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和吴江5个县级市。 城市规划

区面积为2597平方公里，包括苏州市区(沧浪、平江、金阊、

吴中、相城、工业园区和高新区)，以及昆山市的巴城、张浦

、锦溪、周庄镇；吴江市的松陵镇、同里镇、横扇镇部分地

区(仅包括原菀坪镇，下同)；常熟市的辛庄镇部分地区(不包

括原练塘镇，下同)。 中心城区面积为599.2平方公里，包括

平江区、沧浪区、金阊区；工业园区部分地区(中新合作区、

唯亭镇沪宁高速公路以南地区、胜浦镇、娄葑镇新华路以北

地区)；虎丘区部分地区(枫桥街道、狮山街道、横塘街道、

浒关新区、浒墅关镇通浒路以南地区)；吴中区部分地区(苏

苑街道、龙西街道、长桥街道、郭巷街道和苏嘉杭高速公路

以西、苏州绕城高速公路以北地区，越溪街道、木渎镇、(不

包括原藏书镇)；相城区部分地区(相城经济开发区、元和街

道、黄桥街道、太平街道太阳路以南，苏嘉杭高速公路以西



地区。 古城地区面积为22.63平方公里。 常熟、昆山、张家港

、吴江跃升大城市 根据《规划》，到2010年时，全市市域总

人口为980万人，市域城镇化水平为70%，城镇人口为690万人

；2020年时市域总人口为1100万人，城镇化水平为80%，城镇

人口为880万人。同时，到2020年时，全市将形成“特大城市

、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四个城市规模等级。 其中特大

城市1个，即苏州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为360万人；大城

市4个，即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吴江市，城市人口规

模都在65万人至70万人左右；中等城市1个，即太仓市，城市

人口规模为40万至45万人；小城镇49个。其中一类小城镇2个

，包括渭塘和辛庄镇，人口规模约10万至15万人。二类小城

镇18个，包括直、阳澄湖、黄埭、望亭、胥口、沙家浜、支

塘、海虞、震泽、芦墟、同里、张浦、周庄、沙溪、浏河、

锦丰、塘桥和乐余，城镇人口在5万至10万人。三类小城镇29

个，包括东渚、通安、临湖、东山、金庭(西山)、光福、北

桥、梅李、尚湖、古里、董浜、锦溪、千灯、巴城、花桥、

周市、陆家、淀山湖、大新、凤凰、南丰、璜泾、双凤、陆

渡、平望、桃源、黎里、横扇、七都，城镇人口规模约在2万

至5万人。 建设五条城际轨道铁路 《规划》制订了市域综合

交通规划。包括市域公路网络规划、国铁线网规划、市域轨

道线网规划、水运系统规划、市域航空通道规划、市域客运

枢纽和市域货运枢纽7个方面。其中市域公路网络规划将形成

“一环一联二射、三纵四横”的高速公路网络，“四纵五横

”的一级公路联络干线网络和县乡路网三个层次组成的市域

公路网络。 国铁线网规划，建设京沪高速铁路，其线位推荐

在现有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公路间走廓范围内的南线方案，



以东西斜穿相城和阳澄湖的北线方案为备选线路。普速铁路

，规划建设沪通铁路、镇南铁路和苏嘉杭铁路苏州段。 市域

轨道线网规划，规划建设沪宁、苏嘉、苏常、苏通和沪锡苏

州段等5条城际轨道铁路。城市轨道市域线，规划建设硕放机

场专线和城市轨道3号线的昆山、太仓延长线。 市域水运系

统规划，构建“两纵四横”骨干航道网。 市域客运枢纽，一

级大型换乘枢纽，即京沪高铁苏州站；二级换乘枢纽，即沪

宁城际铁路苏州站、园区站、新区站、唯亭站等；三级换乘

枢纽，即苏州火车站和京沪高铁昆山站等。 市域货运枢纽，

规划形成了四个物流节点，即区域物流中心、太仓港物流枢

纽、张家港物流枢纽和常熟物流枢纽。 市域航空通道规划，

即到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有沪宁城际轨道及京沪高铁；到硕

放机场有沪宁高速公路和硕放机场专线轨道交通等。 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要达6万 构建以名城保护为基础，以和

谐苏州为主题的“青山清水新天堂”。从追求简单的经济增

长转变为追求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将苏州建设成为“文化名城、高新基地、宜居城市、江南

水乡。”这就是《规划》中对苏州这座2500多年古城确定的

发展新目标。 根据这一发展新目标，《规划》又制订了16项

具体的发展目标体系。主要有：常住人口总规模，由2005年

的889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100万人；城镇化水平，由2005年

的63.5%提高到2020年的8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2005年的16275元增加到2020年的60000元；农民人均收入，

由2005年的8393元增加到2020年的35000元；平均预期寿命，

由2005年的78岁提高到2020年的81岁等。 在16项发展目标体

系中，大多数为指导性目标体系，一部分为强制性目标体系



。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到2020年时必须达到100%；每

千人图书馆建筑面积到2020年时必须达到3.2平方米；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到2020年时必须达到15平方米；单位GDP能源消

耗(吨标煤/万元)到2020年时必须下降到0.59吨；单位产值节能

率到2020年时必须下降到40%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