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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调”战略的具体实施●“中调”战略研究背景广州

市2006年提出城市发展在原八字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中调”

战略以来，规划部门本着“调优、调高、调强、调活”的目

的，将中调战略的研究，作为全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有机

组成部分，进一步对中心城区的功能进行优化、提高和完善

，逐步强化广州作为国际性区域综合服务中心的作用，全面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此，规划部门已经完成了“中调”

战略的初步研究工作，主要为现状调研成果，通过人口、生

态、交通、产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现状调研和分析，为

中调战略提出实施策略建议。今年重点开展白云新城地区、

琶洲－员村地区、白鹅潭周边地区、新轴线南段地区的四大

地区城市设计研究。这四个地区是研究和实施中调战略的重

要空间载体，通过四个地区的规划建设，为有效改善中心城

区人居环境、实现产业优化和转型、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保

护城市历史文化提供实践经验。●“中调”战略的原则和目

标调优：即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在老

城区继续推进“退二进三”产业调整战略，加快发展第三产

业；合理调控老城区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营造良好的绿色

人居环境；进一步完善城区公共服务功能。调高：即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实行以质取胜，靠高质量

、高效率的服务功能，集聚高级化的生产力要素，集中发展

总部经济和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打造精品城区。 调强



：即强化对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城市管理的

控制能力。 调活：即增创体制机制优势，激发发展生机和活

力。不断深化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使老城区发展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

同时“中调”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与原有的“八字方针”

空间发展战略充分结合，形成互动，从而实现全市建设发展

的全面优化与提升。目前规划部门正在对“中调”战略的具

体问题进行详细的调研和提出优化发展策略，如人口和居住

用地供应的空间分布策略、城市公共中心布局策略、生态环

境优化策略、加强历史文化特色风貌营造、产业结构调整空

间布局优化策略、综合交通改善优化策略等。今年广州市对

四个重点地区的规划建设，就是落实“中调”战略的工作之

一，由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的四个地区的城市设计竞赛

正在有序开展。本次竞赛的核心目的就是就城市中调战略的

实施进行策略性研究和咨询，重点围绕特定发展地区的功能

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系统重构、交通组织、城市风貌

景观控制、历史文脉延续等重要问题进行多方案比较论证，

为进一步深化综合形成科学合理的地区发展策略提供良好的

技术基础。规划设计范围：白云新城地区北至黄石路，东至

白云大道、西至机场高速路，南至北环高速路，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9.22平方公里，包括西部地区、核心区和东部地区三部

分；其中，核心区范围：东至机场东路，南至广园路，西北

至纵一路、横三路，西南至机场高速路，北至黄石路，面积

约为4.33平方公里。本次竞赛为城市设计公开竞赛，今年一月

份发布竞赛公告后，由业主组织成立资格预审委员会对所有

报名单位进行参赛资格评选，并分两阶段，以记名投票方式



从中评选出6家设计单位（联合体）参加竞赛。白云新城地区

城市设计包括以下两个层次：白云新城地区整体城市设计、

白云新城核心区城市设计。相关部门将在近期整合6方案特点

，综合研究确定该地区的具体发展方向和规划方案。二、竞

赛方案介绍方案一：方案1-地区整体鸟瞰方案1-中部节点方

案1-总平面图一、规划结构与功能布局依托地铁站点的公共

交通主导型空间结构，以“一个主中心加两个副中心”的空

间模式在南北向形成空间主体轴线。主中心依托地铁换乘点

建设机场交通枢纽中心区域，结合现有大型公共设施功能区

域与商业中心形成区域心脏。北侧与南侧的副中心依托另外

两处轨道站点，与较大规模的交通聚散广场，形成北侧与南

侧两处商务区的核心功能。1、 核心区中心区域：最大程度

地利用现有资源，成为整体白云新城的先导区。城市航站楼

位于先导区中心，同时解决地铁换乘，城市航站楼，公共交

通枢纽与机动车换乘中心这一综合功能要求。现有航站楼改

造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交通枢纽区南侧作为酒店公寓餐饮

娱乐服务设施中心区域，整体形成一个高密度的城市核心功

能区。2、商业服务轴线：核心区的东西向为商业服务轴线，

原有机场建筑改造为高档零售业Shoppingmall ，成为本区域的

旗舰性作用；吸取沿机场高速路沿线的商业建筑进入本功能

区域，集中形成内向型商业中心，降低机场路沿线交通负担

的同时，提高商业空间品质。三、交通规划在现有轨道交通

基础上，增设机场专线，一站式穿梭于国际机场与白云新城

核心区。对区域交通采取下述措施：1、增加道路出口，提高

道路级别：主要措施：（1）强化轨道交通作用；（2）增强

东西向次干道与支路的联系性，利用低级路网疏导交通；（3



）优化高速路与快速路的驳接状况，降低地面路网负担；（4

）建议考虑建设黄石路东侧隧道，提供广州东侧区域与国际

机场的第二条通道，这一通道也提供了白云新城与东侧广州

城区在内环之外的第二条非常理想的通道。2、节流：有意识

分流交通流量：（1）高速公路收费口北移，提早疏散车流，

将机场高速公路华南路以南纳入城市道路体系之中，提高机

场路的通行能力；（2）建议推移广园长途车站；（3）提高

交通沿线的土地使用效率。四、城市设计与形象特色城市高

度和建筑体量集中在在南北向延伸线的轴线上，通过标志性

的现状或规划特殊建筑与高层建筑被标志出来，形成了一座

城市皇冠，核心区在南北向上呈现有坡度的山麓状。形成纵

深方向由各个城市入口向城市核心区逐层跃进的形态。机场

高速公路是白云新城重要的动态视线通廊，在东西走向上从

外部、尤其是从高速路看去，白云新城所呈现出的未来形象

是：大型绿地、建筑体，山地轮廓线所形成的整体和谐景观

风貌。方 案 二 方案2-城市设计总平面图方案2-整体鸟瞰图方

案2-整体鸟瞰图2一、 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生态绿带 三轴四

“核”三“街”构造 城市文化休闲带。将原白云机场跑道所

在的中心轴线定位为白云新城的城市文化休闲带，生态水系

与绿化和人们的活动在此交融。结合地铁站和公交总站等交

通节点打造商业、办公和文化集聚核心地段，形成集约型的

城市构造。另外结合地块划分与土地利用规划打造三条各有

特色的大道。（一）生态走廊：由白云山谷的生态绿带向城

市延伸，构成整体生态网络构架。（二）城市文化休闲带：1

、结合公共交通节点的建设，充分利用被公园包围的绝好位

置条件，开发各类便利设施为一体的居住区核心区。2、以白



云国际会议中心和广州体育馆运动公园为基础开发文化设施

集聚的城市交流核心。3、利用地铁站周边绝好的区位条件开

发商业、酒店、娱乐为一体的商业服务核心。4、通过连通绿

化等手法使基地东西两侧形成一体化的空间。5、确保周边市

民也能利用的生活支援功能以及步行流线，集中布局健康休

闲和文化教育功能。（三）新建居住区：1、北部高尚生态居

住区。在地铁江夏站周边步行可达的范围内，以高层点式住

宅为主。2、西南部高尚居住区。拆迁原机场配套区的设施与

住宅，新建大规模居住社区，以多层为主。3、东北部高尚文

化居住区。将白云大道和云城东路之间现状较为集中的汽车

市场搬迁至黄石路沿线统一安置，改建大规模文化居住社区

，以板式小高层为主。二、 道路交通规划路网改善方案：立

交改善方案：改良匝道曲线半径（现状50m→100m）、增加

合流车道长度（现状200m→250m），确保合流部分与分流部

分的间距（现状100m→200m以上）公共交通规划：1、地铁

：二号线贯穿中央景观休闲带下方。2、公交系统：结合现有

公交路线进行扩展和延伸，将地铁作为主线运送，公交车作

为支线运送。在地铁覆盖不到的间隙区域，将公交线路也分

为主线和支线，实现合理而高效的交通分工。3、公交专用道

及新型公交车辆：实现安全便捷舒适的真正人性化的公交车

运送系统。方案三：方案3-城市设计总平面方案3-节点鸟瞰

方案3-夜景鸟瞰一、 规划结构与功能布局用地功能以文化、

办公、商业和居住四种功能为主。1、十字双轴，多廊绿脉：

景观环境的塑造围绕白云山展开，通过拉伸多条城市主干道

，引白云山景入城，建筑形态与空间环境的塑造注重看山轮

廓以及生态廊道的契合，使处于此地的人们能处处见山。2、



艺术项链：在五个主题艺术园中，每个艺术园都有一个公园

、广场和水面，围绕着这些的，则是与每个公园主题相关的

艺术文化设施。二、 综合交通规划构建“一环，一纵，二横

”的快速干道网络系统。以白云高速，北二环高速作为高速

路，白云大道作为快速路，黄石路作为主干道，其共同构成

白云新城地区外围的“一环”快速干道网络系统。以机场西

路，白云一线，白云二线及作为主干道，其共同构成内部“

一纵两横”的快速干道网络系统。三、开敞空间设计景观环

境的塑造围绕白云山展开，通过拉伸多条城市主干道，引白

云山景入城，建筑形态与空间环境的塑造注重看山轮廓以及

生态廊道的契合，使处于此地的人们能处处见山。方案四：

方案4-地区整体鸟瞰图方案4-地区整体鸟瞰图2方案4-总平面

图一、发展策略1、城市发展轴、历史文化轴、生态轴、功能

轴多轴合一。2、采用集中高密度、土地混合使用等方式实现

单位土地综合效益最大化。3、带状空间轴向拓展方式与分散

型多组团共生发展模式相结合：形成“一轴五带多绿心”的

整体规划格局。4、沿原机场跑道设置珠串式绿地开敞空间，

以此为轴，从南到北布置生长单元。5、都市庭园、生态优先

：传承历史广州城“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空间格局

，形成新时代“花城”印象。二、城市设计手法：1、强化视

线通廊与开敞空间。2、显山露水，突出自然与人文景观。3

、在核心区边缘地带设置协调区域。4、可体验的生态绿轴步

行体系。5、在城市节点处设置地标建筑。6、富有特色的建

筑形象。三、功能分区1、整体功能分区：按照区域现状及未

来城市发展要求，白云新城整体功能大体分为：专业市场提

升区、现状居住提升区、生态广场、商务办公金融区、商住



混合协调带、时尚商品集散区、生态办公及休闲商业区、行

政及公共服务区、既有公共建筑提升区、新建居住区、科研

区。2、核心区功能分区：中心区由南往北，依次划分为生态

运动休闲公园--金融商贸核心服务区--时尚及创意产品园区--

商贸休闲区--文化及公共行政服务区--生态小区，各个功能区

之间以大尺度的生态绿地为过渡，并以此形成引向白云山的

绿化视线走廊。四、交通体系南北向快速路和交通干道应在

道路断面上将通过性交通和出入性交通进行分离，改变目前

大量通过性交通与进出白云新城的交通冲突的状况。结合新

城建设，增设出入性交通和公交使用的辅道。核心区结合地

铁，形成轴向开敞空间，组织公共人流，结合步行系统和地

下空间，形成机动性低而可达性和生活性高的休闲交通体系

。五、整体城市设计特点设计延续了广州“山水城市”的格

局，并吸取岭南园林、岭南建筑的空间特色，形成以生态绿

轴为“脊”、各个集约化的功能单元串联并行的空间结构，

并通过各种尺度的绿化走廊及视线通廊，把白云山自然景观

引入到中心区的每一个角落，让整个新城成为一个现代的“

都市庭园”。方 案 五方案5-城市设计总平面方案5-日景鸟瞰

图方案5-中央公园透视图一、城市设计方案1、城市设计的核

心思想是白云山的生态景观共享、休闲活动共享。2、总体构

思：“北商南居”：北商：商务中心。拥有较好的区域交通

设施支撑，拥有较为宽松的用地空间拓展，拥有有利的公共

服务设施启动。南居：商住中心。拥有良好的商贸基础，周

边居住社区已经基本成型。3、功能结构：“一带、两轴、四

片区”一带：中央景观带，沿机场南北向跑道，由南部跑道

公园起，经中央公园至北部商务步行街区的带状区域；两轴



：商贸服务轴线：依托机场西路，两侧布置商贸、服务等功

能；居住文化轴线:依托机场东路，两侧布置居住、文化等功

能；“五片区”分别为商住混合区、商贸展览区、中央文化

公园区、办公商务区和高尚居住区。整体用地布局以 “北商

、南居”为原则，中部结合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布置开放性空

间；东、西两侧用地充分结合现状布局。4、具体设计手法规

划一条南北向贯穿核心区的观光缆车线，入口设置在规划区

南部“飞翔的记忆”公园，从跑道公园和中央公园往周边用

地延伸多条绿脉与地块内部庭院绿地相连。南部为生态型社

区与商业购物中心，为广州旧城区和新建楼盘提供地区性的

综合服务功能。旧航站楼形成的商贸展览区，完善此地区的

商贸、物流等功能。北部的总部经济区以250m超高层地标作

为空间序列的开始，并以跑道轴线尽头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作

为结束。二、综合交通规划1、过境通道：确立华南快速路（

三期）、环城高速、广园中路、机场高速、白云大道为主要

过境通道，白云一线为核心区内主要过境通道。2、综合交通

枢纽：规划在北部设置一处综合交通枢纽，同时作为覆盖珠

三角和广东地区的长途客运站；高架路直接接入建筑内部；

交通枢纽内设置地铁、轻轨和公交巴士的换乘站，实现便捷

的交通换乘。3、内外交通衔接：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加强几

条主要干道与周边高速公路的接驳关系。4、内部交通：四纵

四横的道路结构，规划区内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

干道、支路四个等级。5、步行系统设计：包括中央景观漫步

区、商务步行街区、情景商业步行街区，通过立体步行系统

设计整体形成一条连续、独立的步行景观体系。五、生态绿

地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凭借生态环境良好的白云山山体，中部



机场跑道的开放式空间，天然形成的山水格局，结合人工绿

化，组织多处绿化渗透，打造自然生态的绿色网络“一核、

两轴、多廊”的“指状“绿化结构。六、视线通廊与景观界

面严格控制靠近白云山山体的建筑的高度，避免给山体造成

压抑和景观视线的阻挡。方 案 六方案6-地区整体鸟瞰图方

案6-地区整体鸟瞰图2方案6-总平面图一、发展策略1、改造现

状候机楼，打造人流集散港，安排新机场的一部分候机功能

，同时设置商业购物等功能。2、运用先进的交通模式、交通

技术、交通理念，完善道路交通体系，解决地区发展的核心

矛盾。3、调整生态格局，人工恢复生物链，确定空间生态廊

道，努力保护现状水系提倡环保出行方式。4、建设先进完善

的信息服务系统。二、规划功能规划从人的需求出发，确定

未来白云新城的主要服务人群为与交通换乘相关人群、参加

大型公共活动人群、商务人群、商业娱乐人群、居民5 大类

。针对五类人群对居住、工作、游憩、交通4 大城市功能需

求的明确划分，确定白云新城的城市主要功能。⑴ 主导功能

：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商务金融，会展体育。⑵ 互补功能

：交通枢纽，行政办公。⑶ 支撑功能：生活居住。三、城市

设计概念⑴ 重构机场南北空间主轴线，重新塑造广州新的北

方门户。⑵依山构筑东西生态性廊道，营造全新、宜人、生

态的白云新城。⑶构建区域级交通型综合体，打造以多样交

通功能为主，服务功能为辅的交通综合体。⑷完善区域级文

化服务功能，打造区域级综合的文化中心。⑸建全信息服务

系统、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立起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管理体系。四、规划结构：一轴、两带、五心、十片一轴：

南北向空间主轴线。两带：北部与文化娱乐区结合的东西向



生态绿带，南部与花卉展览区结合的东西向生态绿带。五心

：商业商务中心、花卉展销中心、SOHO商住中心、会议中

心、体育中心。十片：核心商业商务中心区、文娱活动片区

、花卉游乐片区、SOHO商住片区、综合服务片区、OUTLET

片区以及4个居住片区。五、交通规划以公共交通为主体，配

合地面交通及高架人行平台，形成立体模式的交通系统。在

保留现状及原规划路网的同时，实现了人车分流和交通的有

效集散。道路交通系统主要由四横四纵的机动车交通系统、

一条环状的高架轻轨系统、一个平台步行系统构成。为缓解

核心商业商务区的机动车交通压力，将部分机动车道路引入

核心区地下，结合停车场统一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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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