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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发展面临着转型，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和提升，在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

背景下，急需思考和实践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设计理念。同时，作为中国区域转型升级和

城市功能提升重要手段的新区建设，成为尝试和实践新的发展模式和设计理念的重要平台。南沙新区规划

设计实践探讨生态、智慧和休闲等城市发展理念，在不同空间尺度中落实这些理念指导下的空间范式，并

在各种城市系统中如何进行系统导控，形成功能集—空间集—系统集三大集合相互匹配的新型发展范式的

规划实践。其中功能集明确区域性和国际性功能，空间集强调功能与空间相互匹配，从两大层面进行落实，

第一个层面在南沙新区整体规划范围内予以落实，第二个层面在单元-社区-街区-城市四个尺度予以落实，

系统集从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方面对空间集予以具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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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意义 

中国城市历经 30 年的高速度、扩张式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

急需思考和实践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设计理念。同时，作为中国区域转型升

级和城市功能提升重要手段的新区建设，成为尝试和实践新的发展模式和设计理念的重要平

台。作为中国政府支持粤港澳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南沙新区的设置和规划建设，具有巨

大的政策驱动力和社会影响力。南沙新区的规划设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新的尝试，

探索具备生命力和时代精神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设计理念。 

南沙新区的规划设计，从追求数量扩张到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理念的应用，强调

自然、和谐、共生；从关注物质空间建设到关注提高城市运营管理效率和智慧城市理念的应

用，强调互联、共享、协同；从关注宏大场景到关注生活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和休闲城市理念



的应用，强调创造、文化、生活；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效便捷的、具备休闲

品质的生态智慧休闲新城（ESRC, Eco Smart Recreational City）。 

2新型模式内涵 

2.1 RES 城市 

南沙要走出一条以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作为出发点的城市发展新道路，建设人与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 高 效 便 捷 的 、 具 备 休 闲 品 质 的 生 态 智 慧 新 城 （ RES City, 

Recreational-Eco-Smart  City）。 

致力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谐社会的培育，同时创造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模式，

让城市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态巨系统；倡导一种互联、共享、协同的社会运行模式来开发

每个居民无限的思考潜能，并依托新的信息技术让城市运行地更加智能化，使城市变得更加

智慧；追求创造性、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市民在富有文化内涵的环境中去品味休闲

幸福的生活。 

2.1 实现框架 

从功能组织、空间组织、系统组织等三个方面进行融合。首先，将 RES-city 新型理念

落实为具体功能集合，同时从空间集合上落实在城市整体层面和单元—社区—街区—城市 4

个分解层面，并且从系统集合上落实在生态、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等系统，搭建系统和要

素交织的理想城市实现框架。 

从研究方法上集合场地认知、空间设计手法、各功能尺度形态、文化地域特色等多元方

法实现上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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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想城市实现框架 

3功能集：理想城市的功能内涵 

3.1 功能内涵 

南沙新区是广州走向世界、服务珠三角的关键节点，未来有望承担广州的新兴高端职能，

支撑广州市的城市功能升级，在落实生态、智慧、休闲新型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成为服务内

地、连接港澳、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具体功能包括： 

表 1  区域性职能（服务内地、连接港澳）细分 



一类职能 二类职能 三类职能 

区域生产组织运营平台 

企业总部 国内企业总部基地 

研发创新 
研发转化平台 

自主创新平台 

组织运营 

采购中心 

运营中心 

技术支持中心 

售后服务中心 

销售中心 

结算中心 

国际商贸服务平台 

商贸企业总部 国际机构、国内机构 

商业贸易 

国际贸易 

高档商业 

一般商业 

商贸中介服务 

金融中介服务 

法律咨询、保险 

信息咨询 

会议会展 

人才培训 

广告与传媒业 

会计、法律 

投资咨询、管理咨询 

翻译 

休闲旅游 

体育休闲 

商务休闲 

健康养生 

南方地区的国际航运平台 

航运物流 

国际中转 

保税物流 

国际贸易 

国际展示 

航运中介服务 

金融中介服务 

法律、保险、会计 

信息服务 

会议会展 

人才培训 

广告与传媒业、翻译 

会计、法律 

航运维修 
造船业 

船舶维修 

战略产业及先进制造基地 

研发创新 国家创新研发基地 

装备制造 
造船 

汽车制造 

战略产业及先进制造基地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新材料 

生物技术 

新能源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表 2  国际性职能（面向国内、融入国际）细分 



一类职能 二类职能 三类职能 

国家科技创新及转化中心 

信息港 信息服务中心 

技术转化及孵化平台 
技术转化平台 

中试平台 

基础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科研院所研究机构 

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 

环境设计 

商业设计 

企业形象设计 

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和创意

产业基地 

国际教育培训 

国际大学城 

国际培训基地 

珠三角职业教育基地 

文化创意 
动漫游戏、出版创意、新媒体产业、数字电影制

作  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时尚设计等 

文化服务 

演艺演出 

文化展示 

休闲文化体验 

区域金融中心 

总部办公 金融总部 

金融服务 

风险投资 

航运金融 

离岸金融 

后台服务 

中国南方重要的国际交往

中心 

企业总部 国内及国际企业总部办公 

会议会展及国际博览 

国际会议中心 

文化展示窗口 

产品展示窗口 

国际休闲旅游中心 

特色旅游：水上游艇、高尔夫、滑翔伞综合体 

主题式高星级酒店 

商务会议活动中心 

独立式修养场所 

国际健康养生中心 

基因俱乐部：基因检测/健康管理/个性健康管理服

务 康体活动基地：运动/美容/SPA/桑拿按摩等综合服

务 健康培训基地：体能测试/生态采摘露营/素质训练 

  

3.2 功能布局 

从两个方面入手落实功能内涵，一是针对功能的区位偏好进行布局；二是围绕主导功能

进行配套功能的完善，强调功能的相对完整性。形成以 CBD&RBD、商贸门户、综合服务、高

新技术综合区、港口功能区等五大功能分区，同时配套一系列相关功能。 

 

图 2 功能结构规划图 



 

4空间集：理想城市的空间落实 

强调功能与空间相互匹配，将功能布局具体落实在南沙新区空间范围内，并从两大层面

进行落实，第一个层面在南沙新区整体规划范围内予以落实，构筑生态城、智慧城、休闲城；

第二个层面在单元-社区-街区-城市四个尺度落实新型理念和功能布局。 

4.1 整体层面落实 

4.1.1生态城建设内涵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追求绿色的生活方式，并塑造生态型城市。需要强

调三个方面： 

一是处理好大生态环境和小生态环境的关系。大-中-小不同空间尺度区别对待；在全国

和区域范围内，人口向珠三角这类重点城市群地区集中，在珠三角城市内部适当分散人口，

在城市新区和组团尺度又进行适当集聚，进而保护整体生态环境。 

 

图 3 生态城之土地开发强度分析图 

 

二是构建绿色生产生活体系。尽最大可能，建设和发展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

设施、绿色小区、绿色产业等。 

三是实现融于自然的设计。首先需要发现并展现城市的自然之美，如南沙的湿地、水网、

环山、湾区等；其次是通过各类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廊道预控，建设一个生长在生态基底之



上的城市；最后需要让人能很容易的亲近自然，如滨水空间、绿色廊道、郊野公园的设置等。 

 

图 4 生态城之非建设用地规划图 

4.1.2智慧城建设内涵 

为了实现人在城市的生活能够更加高效便捷，需要追求精明增长，并建设智慧城市。需

要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混合使用。土地的混合开发使用具有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社会融合，减少交通

距离，提升环境质量等重要作用。需要在不同尺度里面进行混合，首先是组团尺度的功能相

对完善，其次是街区尺度的用地相对混合。 

 

图 5 智慧城之智慧交通组织规划图 

二是建设 TOD引导的高密度地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珠三角等城市密集地区需要建设

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但是这种高密度应该是一种高效益的、舒适的高密度，其基础是以地铁

和轻轨为主的公共交通网的完善。 



 

图 6 智慧城之公共交通规划图 

三是实现智慧管理。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及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将是解

决城市化问题的技术前提。集个人社会事务和城市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市民卡，智能交通、智

能电网、城市应急指挥系统，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节能高效、使城市处于最低成本运营，

还可以预防和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 

 

图 7 智慧城之智慧基础设施规划图 

 

4.1.3休闲城建设内涵 

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需要建设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城市；为了体现归属感、

增强幸福感，需要建设具备特色文化和休闲品质的城市。需要强调四个方面： 

一是开放包容和充分就业。从一开始就需要赋予南沙开放包容的城市个性，对本地居民、

城市建设者、游客、商务人士，对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同样尊重，对所谓的“农民工”尤



其应该尊重，并将其融入城市。同时，更多的关注就业，提供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等。 

 

图 8 休闲城之休闲设施配置标准规划图 

 

二是融古推新，营造人文氛围。一方面加强对传统岭南文化丰富内容的传承和展示，对

地方社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应对新时代下全球城市文明与城市休闲的浪

潮，推进新的岭南精神的发展与升华——以海洋文化为代表的尊重自然、求新探知；以商贸

文化为特色的多元开放、以人为本。 

 

图 9 休闲城之休闲空间体系规划图 

 

三是打造钻石水乡，深化城市营销。展示钻石水乡特质：强调品质、效率和效益的城市

形态，并传承和重塑“因水而生、因水而活”的文化传统和空间记忆。 

四是多元文化，塑造特色休闲公共空间。未来城市是多元文化并存、信息交往高度密集

的社会；结合水网绿道，再造拥有丰富城市生活内容的线形城市街道和水乡网络，并营造具



有舒适性、交流性和人文性的公共空间体系。 

 

图 10 休闲城之公共空间体系规划图 

4.2 分解层面落实 

按照空间尺度和功能，RES 城市的空间形式有四个等级的单元，低一级单元经过空间组

合和功能叠加形成高一级单元，最终形成 RES城市。 

RES 城市的建设是一项非常综合性的工程，其核心的目标在于城市不同尺度空间都具备

休闲、生态与智慧的特征，为推进这一目标，需要将 RES特征的指标进行层层分解，在不同

层面的空间尺度上对这些指标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RES 单元从休闲、生态与智慧对空间的本质要求入手，各自形成一套休闲单元、生态单

元、智慧单元，明确刚性控制要素和弹性控制要素，优先满足刚性控制要素，适当融合弹性

控制要素的原则入手，对三类单元进行综合，形成 RES 单元。 

RES 单元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进行叠加形成 RES 社区，同时明确 RES 社区的控制要素和功

能内涵，进而叠加形成 RES 街区和 RES城市。 



 

图 11 RES城市单元模式结构 

4.2.1第一层级——RESU：休闲-生态-智慧单元（RES Unit） 

根据次干道围合单元，开发主体较为单一的空间单元，利于规划引导和城市设计控制为

原则，以 400-500m × 400-500m为 RES城市基本单元。 

 

图 12 RESU 空间模式图 

构建便捷步行尺度的基层服务中心+智能建筑+小区物联网系统，建设重点包括小区会

所、商务会所、小区商业休闲设施、智慧管理、智慧资讯、智慧服务、小型生态斑块、廊道

与社区生态廊道相贯通、建筑中水回用系统、太阳能屋顶、风光互补路灯、透水路面等。 

4.2.2第二层级——RESC：休闲-生态-智慧社区（RES Community） 

以城市主干道、水涌、绿廊作为边界，构建功能完善的生活、工作单元，以 800-1000m × 

800-1000m构建 RES城市社区。 



 

图 13 RESC 空间模式图 

构建社区服务中心+公交支线+通风生态廊道，功能涵盖日常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

生活服务、步行街、滨水空间、文化长廊等休闲娱乐服务、咨询中心、电子商务，物流配送、

智慧流通，构建社区级生态斑块与廊道。 

4.2.3第三层级——RESD：休闲-生态-智慧街区（RES District） 

以轨道交通服务半径作为街区划分依据，以城市绿廊作为街区边界，构建 2-3km × 

2-3km尺度的 RES城市街区。 

 

图 14 RESD 空间模式图 

强调土地混合使用与“短出行”+均质化公交网络+生物多样性生态廊道，功能涵盖包括游

憩商业区、主题游乐区、休闲文化聚集区等城市次中心级别的公共服务；全域交通流诱导下

形成的两级路网；轨道交通站点与街区职能物流配送中心；组团间开放式生态廊道和滨河地

带的半开放涵养绿地。 

4.2.4第四层级——RES City：休闲-生态-智慧城市 

依托高速信息网络和快速交通走廊构建网络化城市，具备弹性和生长性。核心要素强调多



组团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中心+高效客运系统+自然生态廊道。功能涵盖包括城市或区域级

别的大型公共服务；城市休闲空间体系，休闲职能与城市功能高度融合；城市级交通、能源

等各领域智慧管理；城市与区域生态体系之间的缓冲空间和缓释系统。 

 

图 15 RES 城市空间模式图 

5系统集：理想城市支撑系统 

5.1 系统支撑 

通过交通系统规划形成 RES城市的网络骨架，打破传统以效率优先为主要的考虑目标，

综合考虑安全、便捷、舒适、绿色的要求，建设高效便捷、绿色节能、智慧开放的新型城市

交通体系。 

通过生态型基础设施和综合防灾规划形成 RES城市的支撑保障，在传统城市的基础设施

模式上增加了更多生态性与智慧性的内涵，充分体现以人为本、高效便捷、环境友好、资源

节约的特点，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图 16 RES城市支撑体系规划图 

 



5.2 指标体系 

根据控制要求，分为六大类指标进行控制。指标涵盖人居空间、交通系统、基础设施、

资源管理、公共空间、生态安全和修复等六个核心体系，每一大类指标分为生态型、智慧型、

休闲型三个中类，并根据各中类指标的不用要求分为若干小类指标。 

针对每一中类指标提出规划关键策略和相应的核心指标，尽可能使核心指标定量化，分

别与四个 RESU 控制层级进行挂钩对接，并分解在总体规划层面和控制性规划层面，形成控

制指标矩阵。 

城市指标体系如下： 

 

图 17 指标体系 

注：以人居空间大类指标生态型中类指标为例说明 

5结论 

南沙新区规划设计实践探讨生态、智慧和休闲等城市发展理念，在不同空间尺度中落实

这些理念指导下的空间范式，并在各种城市系统中如何进行系统导控，形成功能集—空间集

—系统集三大集合相互匹配的新型发展范式的规划实践。其中功能集明确发展理念的具体功

能内涵，空间集强调功能与空间相互匹配，系统集从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方面

对空间集予以具体支撑。 

 

 



 

图 18 RES 城市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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