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2020年南昌城市总体规划获原则通过(图)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2003_EF_BD

_9E202_c57_615579.htm 记者9日从南昌市规划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上获悉，《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获原则通

过，“规划”对南昌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市域城镇体系、城

市交通、旧城改造等诸方面描绘了宏伟蓝图，在城市整体发

展思路上提出“西进、东拓、北控、南延”原则。此外，南

昌市首次在专题规划会议上提出要兴建城市轻轨。 “一城两

核”发展新南昌 到2020年，南昌市域即行政辖区范围面积将

达到7402平方公里，其中城市规划区900平方公里，中心城

区236平方公里，全市人口达到600万人。在城市整体发展思

路上提出“西进、东拓、北控、南延”原则。其规划总体空

间格局为“一江两岸，一核五片，沿着赣江两端延伸，多点

、多组团推进”的总体发展思路，并将“依山傍水，两核拥

江”列入城市核心区域的规划中，即以赣江为分隔，两岸分

别按照功能自我完善、自成体系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城区即昌

南、昌北进行布局，形成一江两岸即“一城两核”城市新格

局。 中心城带动重点镇 南昌市至2020年城镇体系发展的基本

方针：做强做大中心城，适度拓展中心城用地，发挥次中心

城镇各自特色职能，促进小城镇发挥。提高城市化水平，形

成以中心城为核心，次中心城为主体，重点建制镇为基础，

并辐射到广大农村居民点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城镇体系。 中

心城：由昌南城、昌北城构成，范围约300平方公里，人口规

模255万人，包括昌东组团、莲塘组团、望城组团、湾里组团

、乐化组团；次中心城镇：向塘、民和、龙津等三座城镇，



是市域城镇群的二级中心城镇。人口规模10万至25万人； 重

点建制镇：文港、温圳、西山、石岗、万埠、象山、塘南、

三里、梅庄、新祺周、三江等十一个城镇为各自城乡经济片

区的中心，各城镇人口规模在两万人以上； 一般建制镇：是

建制镇政府所在地，是城镇体系最基本的单元，数量达34个

，人口规模为1万人。 各片区功能独特 昌南城：城市适度发

展，重点是疏散旧城人口，降低人口密度，改善环境质量，

理顺交通体系，调整用地结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城

市建设用地。其中旧城中心区将不再安排工业项目，实行用

地置换，逐步外迁旧城区的污染扰民工厂，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居住环境质量，保护“四湖”等历史人文景观与环境；

城东片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区，依托现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的科技优势，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龙头，发展技

术密集型，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建设好青山湖、艾溪湖

风景区，使城东片区成为集科技文教、高新技术产业、商贸

物流、生活居住为一体的生态环境良好的综合新区；城南片

区以提高内涵发展为主，形成上规模上等级的主导产业，使

该片区发展成为以汽车、飞机、摩托车等行业机械制造为主

的工业、物流、仓储、居住综合区；朝阳片区充分利用赣江

、抚河、象湖等自然风景资源优势，形成条件舒适、环境优

美的集居住、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城市新区，提升

并强化其生态旅游功能，打造文化品牌。 昌北城：作为城市

重点发展新区，将高标准、高起点地进行建设，保证设施配

套，城市功能自我完善，自成体系，集中建设，开发一片，

建成一片，形成规模。吸引和疏散旧城人口和产业，发展外

向型工业，保护昌北整体环境。将充分保护和利用昌北现有



良好的山水自然条件，空间布局上重点突出与“山”、“水

”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使昌北城成为有独特风貌的现代化

新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110平方公里，人口100万。红

谷滩中心区集商务、办公、信息、商业、文化、旅游、居住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市中心区CBD中心；红角洲片

区是以高等教育、体育产业为主导的，集高等教育、运动休

闲、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科技新城；长片区规划依托县

城现有基础，大力发展商贸和文教，改善居住环境，加强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搞好工业小区的规划建设，严格控制

片区内监狱及劳改工厂的发展，远期全部迁出，形成相对独

立的生产、生活综合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昌九工业走廊发

展重点之一。搞好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发展综

合外向型工业，重点发展机构制造、轻工食品、电子仪表、

新型材料和高新技术产业，配套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形成

昌北城重要的现代工业、文教科研和生活综合区。 打造半小

时经济圈 以公路、铁路为发展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在建设好现代化的铁路、公路客运和货运站场的同时，处

理好对外运输与城市内部交通之间的关系，建设各枢纽间相

互联系的交通走廊。 城市交通按照“102030”目标，形成以

“三环十一射”为骨架，方格网为基本形式的“蛛网”网络

结构。“三环”即城市中环(由洪都大道、解放西路、洪城路

、南昌大桥、麦庐大街、新赣江公路桥组成)、城市外环(由

昌东大道、昌南大道、生米大桥、西环路、北环路组成)、高

速外环(由乐温高速、乐生高速、南外环高速公路组成)，十

一条放射路为北京路、解放路、昌南大道、南莲路、迎宾大

道、桃花路、昌九南大道、长征路、昌湾大道、昌九北大道



、机场路等。实现在市区任何位置，10分钟能上快速路，20

分钟能上高速路，30分钟能出城，即到达县城。 南昌将建城

市轻轨 南昌将在城区兴建5条交错的轻轨线。轻轨线将采用

双轨架设，全电气化，其中首期一号线全长约13公里，线路

规划跨过赣江。城区轻轨将在近年内开始建设。届时，将协

调公交与轻轨等交通方式之间的方便换乘和合理收费，建立

一套完整的交通策略计划，同时做好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

式的结合。 据悉，为了促进昌南、昌北交通，在本规划区内

将完成生米大桥、新赣江公路大桥和红谷大桥，届时，南昌

中心城跨赣江桥梁达到6座。 历史文化名城风格凸现 未来南

昌市在城市发展中将始终贯彻名城保护意识，将城市发展、

旧城改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结合，延续“南昌故郡”历

史文脉，弘扬英雄城革命传统，保持古城特色。在城市总体

规划中，严格控制旧城人口增长，限定其建设容量和密度，

置换旧城部分功能，提高居住环境质量。加强对绳金塔传统

街区、万寿宫历史街区和佑民寺周边及四湖风貌区等旧城街

区的保护。划定滕王阁、梅湖两处为历史名胜风貌区。加强

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朱德旧居、贺龙指挥部、叶挺指挥部和

军官教导团等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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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