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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产城融合模式及规划对策研究
——以北流市工业园区为例
□   陈真钰 _ Chen Zhenyu

[摘  要] “产城融合”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必然选

择，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从空间、交通、设

施和生态四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总结了“产城融合”发展模式的特

点。在此基础上，以北流市工业园区为例，综合分析其在空间、交

通、设施和生态建设的现状，判断其适应于“产城融合”的发展模

式，并对北流市工业园区提出其发展模式的规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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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project case of Beiliu industrial park, this 
paper discusses on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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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出现了许多产

城分离的现象，部分新区在建设过程中，仅考虑人们的居住

环境而忽略了产业发展，从而出现了大批只有建筑没有产业

的“睡城”或者是只有产业没有居住、商业和配套的“空

城”，最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在此背景下，“产城融合”应运而生。产业及其所形成

的园区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产业，就没有经济和城

市的发展；而城市是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没有城市的各种

配套设施和人们的辛勤劳动，产业是很难前进的。因此，两

者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2  “产城融合”发展模式的空间特点

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位于主城区的内部或者边缘，这种

园区空间特点是可以充分利用主城区居住、消费性服务等基

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提供园区缺乏的住宅、商业、医疗

等，节约工人的交通成本和时间。它的空间发展纳入主城区

的空间发展轴线上，和主城区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并将贯穿

产业发展带纳入整体空间格局。但这种空间模式对城市空间

及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要实现真正的产城融合，关键

在于解决它的环境及产业选择问题。

另一种空间模式是工业或产业园位于主城区的远郊，或

者和主城区外的城镇形成相对明确的组团，相当于主城区附

近子城的作用，这种空间特点是主城区和子城是相

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主城区的发展可带动子城的发

展，子城可借助交通与主城区联系，成为主城区新

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发展轴上，子城除了有自身的

一套相对独立的空间和产业发展轴，也要纳入和主

城区融为一体的空间体系上。这类型空间模式的关

键在于处理好主城区和子城的空间联系。

3  “产城融合”模式的交通组织特点

“产城融合”从对外交通设施上充分与主城

区、周边区域形成通达流畅的交通系统，为产城空

间融合提供前提保证，促进市域内外交通设施的融

合发展。具体而言，包括货运系统和客运系统。综

合处理和完善对外交通联系，建立起集约、共享和

绿色的货客运系统，积极推进、完善对外的交通基

础设施，形成一个产城一体化的外向型道路交通网

络，并为区域集聚高端产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

能创造可能。

关注园区内各功能组团之间的联系，构建顺

畅便捷的交通系统，为产城空间的融合发展奠定基

础。具体包括构建面向城市居民通勤、商务活动的

便捷和公平的客运集散系统；根据园区企业规模，

构建统一、高效的货运系统。合理制定道路等级、

功能及路网密度，协调好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区

分生活性道路与交通性道路。根据各类交通的自身

特点，尽量减少交通冲突，力求形成便捷、有序、

安全、高效的产城互动交通体系。

4  “产城融合”模式的设施配套统筹

“产城融合”与城市空间配套应遵循资源共享

的原则。工业园区和城市的设施配套应同步进行，

统筹规划，同步衔接，要注重生活设施、教育、医

疗等功能的配套建设，这样的工业园区才有活力、

吸引力。

加快基础建设，夯实产业发展载体。围绕加

快区域城市化进程，着力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城镇形象和品位，完善城镇服务体系，为产业

发展提供生活、居住、商业等配套。一是加快功能

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克服功能区“底子薄、基础

差、起步晚”等困难，加大功能区基础设施开发建

设力度，加大资金的投入，形成工业园区和城区之

间的道路骨架，使其有较强的承载能力，为项目落

地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二是加快城镇生活性

配套设施建设。突破原有工业园区小规模、小等级

的配套模式，以新城为理念，配套规模大、功能复

合、等级多元化的居住用地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

如商贸、市场、学校、医院、就业服务等，同步完

善广场、公园等公用设施，确保市民既能享有城市

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又能就近方便就业。

5  “产城融合”模式的生态规划统筹

生态统筹，即统筹规划建设产业园区的园林

绿地、生态景观系统，保障工业园区与居住组团统

一、协调、多园化的生态网络格局，建设生态型的

工业园区。

要优先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资源的节

约与有效利用，实现园区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

要融合园区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保持并合理利用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打造园区的公共

中心和形象地区，彰显工业的理性、繁荣和自然的

感性、清新的“刚中带柔”的“生态园区”的景观

风貌特色，形成园区独特的形象。用科学发展观统

领工业建设，切实做到高效、节能、环保、生态，

实现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经济。产业集

约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

合，形成工业增长极，发挥规模效应。

6  “产城融合”模式实例研究——以北

流市工业园区为例

北流市要建立“产城融合，区城同建”模式，

内涵可以定义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同时考虑区城统筹，即建设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

现代产业体系为驱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融合、

多元功能复合共生的新型工业园区。

6.1 现状概况

规划北流市工业园区位于北流市中心城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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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广高速北流出口以南，北流连接线两侧地

域，距离北流城区约5km，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地

处西江谷地与北部湾海滨的通道上，福州经广州、

南宁至昆明的324国道（玉容—级公路）沿东西向穿

过境内，并同南北向的北流至宝圩的201省道公路构

成“丁”字形交通骨架，交通便利，自古就有“粤

桂通衢”的美称。（见图1）

6.2  发展定位

发展定位从大区域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北流市产

业格局中的作用两个角度切入。

6.2.1  性质定位

北流工业园区的性质定位是玉林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门户、北流实现工业跨越发展的主阵地和主

引擎，集工业生产、生活居住、社会服务等于一体

的城市综合功能区。

6.2.2  职能定位

北流工业园区的职能定位是以陶瓷、水泥、建

材等资源型产业，以服装、电子、家具制品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和东部转移产业为主导，融轻工制造、

机械制造、现代物流于一体的新型产业新城。

6.3  空间发展策略

组团生长，绿化分隔。以路网、水网、山体、

村庄密集地带为骨架划分组团，组团与组团之间用

大片绿带分隔。

受洛湛铁路的分割，民安片区与工业园区其

他三个片区的东西向联系受到很大制约，加上高车

河、圭江对民安片区的分割，使民安片区形成民

安、高车两个相对独立的组团；受田心片区与鑫

山—民乐片区、十字铺片区与鑫山—民乐片区之间

存在的纵向村庄密集地带的分隔，客观上形成了相

对独立的田心组团和十字铺组团；鑫山—民乐片区

则因现状工业发展基础和工业发展定位差异而形成

功能上相对独立的鑫山组团、民乐组团；南广高

速、民乐—新圩公路、新圩—山围公路则界定了工

业园区各组团的外围界线。由此，形成了工业园区

的六大组团，客观上为连接工业园区各组团的骨架

提供了明确的指向，即贯通整个工业园区的东西向

干道是联系各组团的主轴。

工业园区六大组团之间利用大片绿带分隔，这

些绿带既可以是铁路、河流两侧的防护绿带，也可

以是村庄密集地带的生态绿带，还可以是人工规划

的景观绿带，形成组团与组团之间的过渡，并起到

保护生态、美化环境的作用，为工业园区塑造良好

的景观与形象。

6.4  交通组织策略

内外衔接，客货分流。园区内部交通与对外交

通无缝对接，呈立体化、网络化格局，客运与货运

交通分流布置。

6.4.1  园区外部交通组织

工业园区北部有南广高速经过，并在园区范围

内有北流引道、山围引道与之相连；中部有洛湛铁

路穿过，并在园区范围内设有货运站场；东部有玉

容一级公路贯穿民安组团；南部有民乐、西埌、新

圩至北流的3条公路对接北流城区；园区内部还有民

图1  北流市工业园区位图

乐至西埌的公路联通，对外交通十分便捷。在园区

道路系统规划时，内部利用工业大道串联各组团，

打通整个园区东西向的联系，并在工业大道南北两

侧各设一条主干道，形成三条东西向平行的干道；

整治容县至北流的公路，形成与玉容一级公路并

驾齐驱之势。园区外部则打通新圩至山围的60m大

道，最终形成内外高效衔接的立体化道路网系统。

此外，在十字铺物流园区、高车组团物流区等

货运交通流量较大的局部区域，需对货运流线进行

合理组织，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货运交通流线，与客

运交通分流，货运、客运交通各行其道，减少相互

间的干扰，提高通行效率。

6.4.2  园区内部交通组织

（1）主干路 

规划工业园区主干路的道路红线宽度为40m

和30m两类，其中，40m主干路采用三块板的断面

形式；30m主干路采用一块板和二块板两种断面形

式，通常交通性主干路采用二块板的断面形式，生

活性主干路则采用一块板的断面形式。在空间布局

上，主干路强调与外部交通的无缝对接，并与次干

路有便捷的联系；在功能上，主干路起到交通骨架

的作用，主要功能是将园区内部的交通流迅速引

导、疏散给外部交通，并将外界交通流高效地分流

给园区内部众多的次干路，突出其高效、便捷的中

转和集散特点。

园区内最重要的主干路为工业大道，由东至

西串联了民安、十字铺、民乐、鑫山和田心五大组

团，其道路红线宽度为40m，采用三块板的断面形

式，规划将其打造为未来最重要、最能体现工业园

区文化的景观大道。

（2）次干路

规划工业园区次干路的道路红线宽度为25m和

20m两类，均采用一块板的断面形式，在空间局部

上强调与主干路相连，主要负责对主干路的分流和

组团内部交通的组织，兼有一定的服务功能。

（3）支路

规划工业园区支路的道路红线宽度为15m、

12m和10m三类，均采用一块板的断面形式，是次

干路与街坊路最重要的连接线，主要负责解决组团

内局部区域、地块的交通，以服务功能为主。

（4）公交线路

按照“分层布设、逐步成网”的总体思路，规

划将工业园区的城市公交线划分为快速线路、骨干

线路、集散线路三个层级，并利用长途客运站、公

交首末站等综合性交通枢纽作为重要站点布设线路，

组团内部则依托枢纽和主要客源点布设集散线路。

6.5  设施统筹策略

分级配套，区域共享。公共服务设施逐级配

套，层次分明，既能满足工业园区内部需求，又能

兼顾周边地区，实现区域共建共享。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是工业园区规划的核心内容

之一，本次规划按照“园区级—组团级—邻里级”

三个层级，对工业园区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套和

布局。其中，“园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布置在工业

园区的核心区，规划打造为园区综合服务中心，既

有高档商业、办公、居住设施，又有完善的文化、

娱乐、休闲场所，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工业园区和周

边地区，是未来工业园区的形象和标志性区域；

“组团级”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布置在各组团的核

心区，包括居住、商业、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

施，以组团居民为服务对象，形成组团配套服务中

心；“邻里级”公共服务设施则是以500m的服务半

径为标准，均衡布局于大片工业集中区，设施类型

包括超市、小型商业、小型文化活动设施、小型卫

生站等，主要为该工业集中区的居住人口和产业人

口服务，形成邻里配套服务节点。

根据公共服务设施的设施配置、服务范围、

服务对象的差异，形成园区综合服务中心、组团配

套服务中心、邻里配套服务节点三个层级，工业园

区按照这三个层级逐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层次分

明，既能满足工业集中区居住人口和产业人口、各

组团居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又能服务于整个工业园

区，还能覆盖工业园区周边镇区、村庄，甚至北流

城区，使各项公共服务设施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

区域共建共享。

6.6  生态统筹策略

生态本底，肌理延续。合理继承工业园区基本

格局，引进先进理念，围绕生态工业园区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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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对山水生态环境基底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还

要结合北流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目标要求，注

重产业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坚决按照宜

工则工，宜农则农的思路，以工业上山和低丘缓

坡利用为突破口，加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少开

山、少填水、少占良田，切实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

坏，实现北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永续和谐发展。

工业园区的东部有清秀的圭江和幽静的高车

河、民乐河环绕，西部有蜿蜒的林陂河涓涓而流，

南部有连绵的浅丘林带，北部有挺拔俏丽的大容

山，园区内部还有秀丽平缓的大岭、大牛岭……这

些自然条件为高品质园区的设计与营建提供了极佳

的本底：贯穿工业园区的河流、沟渠可以结合绿地

构建优美的水系和绿带，既可作为组团分割带，也

可作为组团、居住区的景观轴线；北部山体和南部

浅丘林带可以作为工业园区的天然屏障，为园区提

供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园区内部的山体和水体可

以作为公园、景观设计，为工业园区和各组团提供

优美的景观核心。（见图2）

7  结语

城市化与产业化要有对应的匹配度，不能一快

一慢，脱节分离。产城融合就是要同时激活产业和

城市的活力，使其相互融合，相互发展。本文从影

响产城融合的空间、交通、设施和生态四个因素进

行分析，思考并得出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引导北流

市工业园区实现“产城融合、区城同建”等要求，

制定出相应的规划对策，统筹解决其在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配套、项目落地等方面遇到的诸多问

题，对规划思路和方法转型也是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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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流工业园绿地系统分析图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Ecological Culture

基于生态文化构建的景观规划设计
——以黄姚古镇相思林、荷塘景区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   冯光澍 _ Feng Guangshu

[摘  要] 黄姚古镇亦诗亦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古镇旅游日

益发展的今天，古镇的很多旅游景观节点在一步步的开发。景观设

计中，任何形式的、概念的东西在这里都行不通，构建一个生态

的、文化的、极具乡土气息的旅游景观节点，与黄姚的自然环境和

历史文化相得益彰，是黄姚旅游业健康发展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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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gether with project cases in Huangyao Town, 
this paper introduces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ecological culture.

Keywords：Huangyao Town; ecological cultur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黄姚古镇位于昭平县东北部，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

古镇内清流蜿蜒、景石嶙峋、古树秀竹遍布、民居古祠点

缀、石板小巷穿绕，自然风光旖旎、历史遗存丰富、地方文

化特色浓郁，是贺州市及桂东北重要的核心旅游景区。

1  项目概况

相思林位于黄姚古镇主入口牌坊的酒壶山下，呈不规则

形状，面积约8000m2，地势由西向东逐步降低，整个用地遍

生台湾相思树，间有竹林。林下局部有空地，呈台地形。设

计地块与主路相衔接的地方有0.8m～1.2m的高差，其间设有

人行道。

荷塘景区是古镇核心地段，以荷塘为中心，兴宁河自

西北流过，另外三侧均为民居或宗祠，设计面积3905m2。

该组团建筑多，虽有空间围合但视感好，已建双层亭、曲

廊，使水景空间层次更加丰满，空间组织更为理想。道路系

统依水成环状铺设，荷池用水经由兴宁河小围堰引入，水

量不大；古镇生活污水从郭家大院处通过管网导向荷池内排

水沟，再用PUC管进入滤清池，然后排进兴宁河。大水塘

（即瑶池）池沿已施工成混凝土直壁驳岸，常水位至压顶高

30m～40m，需要工程润色，减弱硬质直壁观感。

池周有古榕、桂花、杨梅、桃花、加拿利杨、细竹等少

量植物，除古榕处用地较大外，其余用地面积都不大，多成

线状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