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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8_B3_E5_B8_82_E6_c61_339823.htm 一、项目概况 浑南新

区位于沈阳老城区以南。本规划设计的产业区位于浑南新区

南部，西侧是已开发的产业西区，北邻浑南新区起步区，东

接大学区，地理位置适中，交通设施条件较完善。 二、高新

技术园区的用地模式研究 在规划方案之前，本项目对高新技

术园区的用地模式进行了研究归纳。得出以下结论： 高新技

术园区的用地构成可分为主体功能部分和服务功能部分。 主

体功能部分完善的高新技术园区应以教育、研究与开发、规

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的连续过程为其主体功能。 服务功能

部分高新技术园区应满足服务功能的需求。这些功能包括行

政管理、社会服务(金融、信息、科技贸易、房地产等)、文

化娱乐、市政配套等方面。服务功能的布局应遵循便捷、高

效的原则。 科研生产人员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优美舒适的

生活环境和多样化的非正式交流空间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因此应提供多种形式的公共娱乐休闲空间。 三、规划构思 

知识转化为财富功能体高新技术园区的主要功能是将知识与

资本结合，实现知识向财富的转化，其功能性和目的性十分

明显。因此，与一般城市空间布局相比，高新技术园区应当

具有更明析的功能结构布局。本规划包括教学区、科研开发

（科学研究）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科技创业园区等主体功

能区，布局上相互衔接；同时提供完善的服务功能，包括行

政、商业、文化、居住、基础设施等部分。 思维碰撞与交融

的场所，科技人员创新的摇篮经济发展源于技术创新，交流



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要素，由各种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

场所成为创新活动重要的载体。本规划在空间结构上体现“

知识”和“资本”之间产生的碰撞和交融。代表知识和资本

的两大“陆地”板块在交汇处被消解，融为绿色的“海洋”

， 形成以生态绿地为底、以步行道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公共

活动空间，为科技人员提供思维碰撞与交融的场所。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田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规划将田园

式的绿色空间“嵌入”城市肌理中，将产业区的“灵魂”-科

研与技术人员带入令人向往的自然环境，创造人际交流的公

共活动场所，并以居住-工作混合的功能布局为科研技术人员

提供便利的生活环境，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四、功能布局 依据各主体功能可将规划区域自东向西划

分为：A-教学区、B-科学研究园区、C-科技产业园区、D-公

共服务及科技创业园区。从行政管理上看，前两区和后两区

分别为两个独立实体。但本规划力图打破这种布局和功能上

的僵硬边界，使整个地区成为具有高新技术园区一系列连续

功能的整体，体现校园的开放性和生产部门与教育科研部门

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交流。因此，规划里将本区域内的沈丹公

路部分高架，在核心地区创造大片生态绿地，将B区和C区融

于自然中，使规划区内的各个部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五、

创新与特色 1.体现了技术园区两大基本要素-知识与资本的结

合。 2.在用地功能的布局上将教育、研究与开发、规模化生

产、市场化运作的连续过程串联起来，使科技园区的主体功

能得以实现。 3.通过对两种城市肌理的碰撞与消解营造了开

阔的公共活动空间，为科研技术人员提供了交流与碰撞的场

所。 4.将田园空间嵌入城市肌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5.用地功能一定程度的混合，

以适应科技人员对便捷生活的需求。 经评审, 本方案评为一

级设计方案，并随后接受委托编制了该地区的分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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