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四川天府新区总体方案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成渝经济

区区域规划》和《新区设立审核办法》等要求，为扎实稳妥推进

四川天府新区（以下简称天府新区）建设发展，积极探索西部地

区开发开放新路子，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重要高地，特制订本方

案。 

    一、设立天府新区的重要意义 

天府新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主城区南偏东方向，区域范围涉

及成都、眉山、资阳 3 市 7 县（市、区），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

划确定的重点开发区。建设天府新区，要围绕服务于成都经济区

建设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商贸

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基地、科技创新产业化基

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的功能定位，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西部地区转型升级、完善国家区

域发展格局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一）有利于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

高地。建设天府新区，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优势，面向欧亚扩大

对外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四川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

水平。同时，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促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二）有利于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统筹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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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体化。建设天府新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推广成

都在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有益经验，创新以人为本、集

约高效、智能低碳、生态良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快形成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探

索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新路子。 

（三）有利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建设天府新区，有利于发挥成都创新要素聚集、创新

能力较强的优势，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区域竞争能

力，加快西部地区转型升级。 

（四）有利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拓展新的经济发展

空间。天府新区是西部地区发展基础最好、发展环境最优、发展

潜力最大的区域之一。建设天府新区，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成都经

济区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与重庆两江新区和重庆经济区联动

发展，推动成渝经济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辐射

西南、带动西部加快发展，对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

新的发展支撑带、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天府新区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

抓住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机遇，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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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国际综合竞争能

力；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注重河湖保护和合理利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

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推动四川由

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辐射带动西部开发开放，促进全国区

域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科学规划

城市和产业布局，严格保护耕地、林地，合理设置开发强度，促

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建设宜居城市和人文城市。 

——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先行先

试，创新新区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 

——城乡统筹，一体发展。坚持以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

为重点，构建城乡功能互补相融、城乡设施均等共享、城乡风貌

交相辉映、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形态，为全

国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示范。 

——扩大开放，合作发展。坚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

放战略，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在更高层次、更广

领域、更大范围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交流，完善互利共赢、多

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三）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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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努力探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

途径，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格局，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参与

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

点、以及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 

——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突出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立足实

际，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创新。推动产业布局、人文居住、生

态文明、公共服务等城市功能有机融合，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

设，努力打造国际化现代新区，实现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

都市协调发展。 

——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积极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

展的政策措施，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力，大力推

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以及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建设

国家重要的自主创新示范窗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基

地，以金融商务、商贸物流、文化创意、会议博览等为重点的高

端服务业中心。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向纵深拓展，努力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

配置，构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形态，在建

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上积累更多经验。 

（四）发展目标 

到 2018 年，基础设施网络框架基本形成，重点功能区初具

规模，一批国际国内知名企业成功入驻，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

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集聚效益明显。单位面积产出高于成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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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到 2025 年，综合经济实力、创新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城乡一体化关系更加和谐，

基本建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

国际化现代新区。  

 三、天府新区的总体布局 

（一）规划范围 

天府新区规划范围包括成都、眉山、资阳 3 市的 7 个县（市、

区）、37 个乡（镇、街道），规划面积 1578 平方公里，其中丘陵

占 65%，山地占 20%，平原占 15%，现有人口 205 万人。规划

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和布局，依据已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天府新区规划范围 

县（市、区） 涉及乡、镇、街道 面积(km2)

高新区南区 石羊街道、桂溪街道、中和街道 35 

双流县 

东升街道、西航港街道、华阳街道、黄甲街道、

公兴街道、太平镇、永兴镇、籍田镇、正兴镇、

大林镇、煎茶镇、黄龙溪镇、永安镇、胜利镇、

新兴镇、兴隆镇、万安镇、白沙镇、三星镇、

合江镇 

905 

新津县 金华镇、普兴镇 76 

成都市 

龙泉驿区 
龙泉街道、大面街道、柏合镇、茶店镇、山泉

镇 
277 

彭山县 青龙镇 44 
眉山市 

仁寿县 视高镇 50 

资阳市 简阳市 老君井乡、五指乡、武庙乡、丹景乡、新民乡 191 

总计 7 个县（市、区）37 个乡、镇、街道 1578 

（二）功能分区及发展重点 

根据区域自然特点、资源环境承载力、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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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产业发展定位等，天府新区以成都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为前提，以自然山水和生态空间为本底，构建

“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空间布局。 

——一带两翼 

一带：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带。天府新区中轴线向南延续，并

向东延伸至龙泉山边，沿线主要布局金融商务、科技研发、行政

文化等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带。 

两翼：东西两翼产业功能带。以成（都）眉（山）乐（山）

产业走廊为基础，打造成（都）眉（山）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带；以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基础，打造现代制造产业功

能带。 

——一城六区 

天府新城。集聚发展中央商务、总部办公、文化行政等高端

服务功能，建设区域生产组织和生活服务主中心，为专业功能区

提供完善的生产生活配套服务。 

成（都）眉（山）战略性新兴产业功能区。依托成都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成（都）眉（山）合作工业园区，形成以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利

用彭祖山、黄龙溪和锦江等资源布局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健康

养生等现代服务业。 

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区。依托双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西

航港产业区等，形成以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产业等为代表的

高技术产业集聚区。 

龙泉现代制造产业功能区。依托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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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老城区布局，支撑跨龙泉山联动发展格局，形成以汽车制造、

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集聚区。 

创新研发产业功能区。在天府新区铁路新客站以南、第二绕

城高速公路以北，重点布局企业创新总部，吸引科技成果转化、

孵化中试等集聚发展。 

南部现代农业科技功能区。在天府新区南部重点发展都市现

代农业，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布局农产品深加工、现代种

业等项目，形成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基地。 

两湖一山国际旅游文化功能区。深入发掘优秀的人居文化传

统，突出生态田园城市新区特色，利用龙泉湖、三岔湖、龙泉山

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重点发展休闲度假、会议展览、文化交流

等。 

    四、政策支持 

    （一）金融投资政策。国家通过中央基建投资等有关专项资

金，对天府新区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城乡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项目给予支持。支持天府新区加快金融改革创新。鼓励

成都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符合条件

的机构在天府新区设立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支

持境内外金融机构在天府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运营中心。研究推

进在天府新区发展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政

策。支持在天府新区开展保险业创新发展试验。 

（二）产业政策。支持天府新区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高技术产业，鼓励在天府新区设立的企业按程序申报国家有

关专项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支持。支持以现有开发区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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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按程序申请设立成都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等。涉及的

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三）土地政策。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计划时，充分考虑天

府新区规划建设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四川省用地年度计划指标，

保障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必要用地。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

有提高、不涉及基本农田、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允许

规范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并依法按程序报批。确保

林地保有量和湿地总面积，保证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用地。支持

开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充分盘活存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支

持开展国土资源管理制度配套改革，探索保护耕地、林地，建立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保护农民权益的新机制。 

五、组织实施 

天府新区建设管理，要采取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筹协调、

分区实施的管理模式，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指导四川省做好天府新区的规划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加大

支持力度，并加强天府新区周边地区的规划监督检查。四川省人

民政府要把规划建设天府新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体制机制，落实支持政策，统筹规划实施，确保天府新

区建设发展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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