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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E6_97_A5_E5_c57_612659.htm 经过不断完善和修订，我市

第四次总体规划日前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今年起至２０２

０年，我市将在《总体规划》确定的１０１０８平方公里的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进一步优化主

城区“九宫格局、棋盘路网”等传统布局。以调整、改造、

挖潜为主，逐步完善主城区功能，强化主城区与周边城镇的

经济联系。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根据市域内不同地

区的条件，有重点地发展县城和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

建制镇，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明确、结构完善的市域城

镇体系，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得到国务院

批复后，我市还将对已完成的第四次总体规划进行进一步修

订和调整。 城市规划区范围 本次规划涉及的城市规划区范围

为西安市行政辖区，总面积为１０１０８平方千米。 城镇空

间布局 规划在西安市域范围内，构建“一城、一轴、一环、

多中心”的市域城镇空间布局，其中： “一城”为主城区； 

“一轴”为以陇海线为主轴的城镇经济发展轴； “一环”为

以关中环线为纽带的城镇经济发展集群带； “多中心”为主

城区外围的四个组团、三个新城和四个县城。四个组团指六

村堡、常宁、新筑、洪庆；三个新城指临潼、阎良、泾渭；

四个县城指户县、高陵、周至、蓝田。 主城区范围 以唐长安

城为中心，以绕城高速为基本轮廓，东至灞河，西到绕城高

速路，南至长安（河），北到渭河。 主城区总体布局 凸显“

九宫格局，棋盘路网，轴线突出，一城多心”的布局特色，



以二环内区域为核心发展成商贸旅游服务区；东部依托现状

发展成国防军工产业区；东南部结合曲江新城和杜陵保护区

发展成旅游生态度假区；南部为文教科研区；西南部拓展成

高新技术产业区；西部发展成居住和无污染产业的综合新区

；西北部为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北部形成装备制造业区；

东北部结合灞河道整治建设成居住、旅游生态区。 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 规划目标 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为核心，以城市

协调发展为目标，坚持保护优先，有机更新的原则，强调注

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点保护传统空间格局与风貌、文物

古迹、大遗址、河湖水系等，体现西安古都特色，妥善处理

好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在老（明）城内，

保护历史街区、人文遗存，形成“一环（城墙）、三片（北

院门、三学街和七贤庄历史文化街区）、三街（湘子庙街、

德福巷、竹笆市）和文保单位、传统民居、近现代优秀建筑

、古树名木”等组成的保护体系，合理调整用地结构，改善

老城的城市功能，增强老城活力，通过一系列保护措施，彻

底改变西安老（明）城“有古城墙而无古城”的局面，构建

具有古城特色的和谐西安。 “老（明）城”保护规划 西安“

老（明）城”是在唐长安皇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加强老城

的整体保护，制定老城保护规划，重点保护传统空间格局与

风貌。 １．保护和延续老城传统空间格局：即城市的平面形

状、方位轴线、均衡对称的路网格局、方正完整的城墙、城

河系统以及由街、巷、院构成的空间层次体系。 ２．延续历

史文脉：通过保护有形及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展现西安地

区独特的文化特色及内涵。 ３．控制建筑高度及建筑风貌：



老城内严格实行建筑高度分区控制，逐步改造现有超高建筑

。城墙内、外侧的建筑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城墙内侧１０

０米以内建筑高度不得超过９米，１００米以外，以梯级形

式过渡；以东、西、南、北城楼内沿线中心为点，半径１０

０米范围内为广场、绿地和道路；钟楼至东、西、南、北城

楼划定为文物古迹通视走廊。 城墙外侧风貌协调区，做好城

市设计，建筑高度、色彩、风格符合老城的整体保护要求。 

４．保护措施：实行“新旧分治”，逐渐弱化和分离老城的

行政、交通、居住等功能，强化其旅游观光、文化交流功能

。行政办公、居住社区逐步外迁，老城内严格控制居住建筑

建设，降低老城内的人口密度，人口由４２万降低到３０万

，行政中心迁出后，恢复原用地内有历史价值建筑的风貌和

格局；增加绿化用地，改善老城的生态环境，提升老城的环

境品质；老城内以公共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自行车和步行

交通为辅助，进一步完善老城的路网结构体系；改造老城的

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行 建成面向国际的中

国西部航空枢纽，国内重要的公路、铁路交通枢纽，西部最

大的物流中心。 航空港 １．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规划为国内大

型航空枢纽。２０２０年旅客吞吐量３５００万人次，适时

建设第二民用机场。 ２．为适应机场客货流增大的需求，加

强主城区与机场的交通联系，规划建设第二条机场高速公路

，并与城市快速路体系形成网络。规划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远

期延伸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３．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周边

的用地、净空、噪声进行严格控制。 铁路 西安将建设成为全

国六大客运中心、十一大编组站和十八大集装箱运输中心之

一。 １．建设货运北环线、陇海线扩能改造、西安－平凉线



及郑州－西安－宝鸡客运专线，增建西安至安康、西安至包

头、西安－合肥－南京铁路二线，远期规划建设西安－兰州

铁路客运专线，使西安成为辐射全国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 

２．规划三主一辅客运站：对既有西安火车站进行扩能改造

，新建西安北客站，完善西安长安站，远景规划建设西安南

站。 ３．实现客货分流，扩建新丰街道为大型枢纽编组站，

建设新筑集装箱中心站。 公路 １．加快西安境内国家高速公

路建设，与陕西省“三纵四横五射线”高速公路网共同形成

高速、便捷的干线交通骨架，满足西安作为东连西进、辐射

南北的交通枢纽的需要。 国家高速公路网在西安境内规划路

线有五条：北京至昆明高速公路（临汾－西安－汉中段）；

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铜川－西安－安康段）；连云港至霍

尔果斯高速公路（洛阳－西安－宝鸡段）；上海至西安高速

公路（南阳－商州－西安段）；福州至银川高速公路（商州

－西安－平凉段）。 ２．注重城市快速路体系与周边高等级

公路网的合理衔接，加强枢纽建设，加快城市无阻碍通道建

设，实现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３．加强西安主城区

与周边各新城的交通联系，形成以高速公路为主骨架，与其

他国、省干线公路、地方道路共同组成的层次分明、功能明

确的道路交通网络。 住 主城区控制居住用地总量，规划期末

居住用地总面积１４８．１１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３０．２３％，人均用地２８．０３平方米。 １．按照居住

片区划分居住空间，每个居住片区人口在１５万～２５万人

，含３～５个居住区或居住小区。 ２．居住片区须配置大型

商业设施、社区文化中心、综合运动场、中小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各项服务设施。每个居住片区、居住区，根据居



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配置相应的老年、青少年服务设

施。 ３．主城区居住区绿地率不低于３５％，其他地区新建

居住区绿地率不低于４０％。合理安排道路、停车场及各项

城市基础设施。 水 新建东南郊水厂、子午水厂、东郊水厂、

周至水厂、长安三水厂、蓝田水厂、户县水厂、高陵配水厂

、阎良配水厂、临潼配水厂等１０个水厂和配水厂，实现水

厂总供水能力４６６．９万立方米／日，城镇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９８．７％。 气 以天然气作为城市燃气主导气源，煤制

气和液化石油气为辅助气源。规划至２０２０年主城区天然

气年用气总量１５．１５亿立方米，主城区居民燃气气化率

达到９５％。 暖 至２０２０年，使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５０％以上。合理布置热源和热网，各区域内的供热中心间

考虑热网联网，提高供热的安全性、可靠性。在现状管网的

基础上，将规划范围内的蒸汽管网和热水管网完善覆盖整个

区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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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