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地点：海南省儋州市

（二）项目名称：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5）

（三）服务期（工期）：300 个日历天。

二、规划背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扎实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并落实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及儋州市总

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的相关要求，主动对接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战略，科学指导儋州城市发展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能力，特此启动新一轮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工作。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涵盖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儋州市全域，

其中规划陆域面积 3288.77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155.72（1133.05）平方公里。编

制范围包含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

四、规划期限

现状基准年为 2018 年，规划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五、规划依据和参考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建设部令第 146 号）

《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6）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

（2）政策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1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2018]12 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已建》（琼

府[2018]3 号）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

（2017）

《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6）

（3）相关规划

《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

《儋州市申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2014）

《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六、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实施的《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开展上一轮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二是结合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最新政策开展儋州产业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化快速

发展、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及总体城市设计等专题研究；三是按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成果，研究

落实“多规合一”后的儋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内容。

（一）上一轮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针对上一轮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分析其各项内容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客

观评估规划实施的效果。同时，针对规划预计之外的、影响城乡规划与建设的重大

项目或事件，评估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儋州市面临的重大政策导向特

别是自贸区建设的目标体系和具体要求，明确现阶段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新

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建议。



（二）专题研究

1、自贸区（港）背景下的儋州市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重点研究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背景下，儋州市的产业发展

策略，主动对接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结合儋州市产业基础、“多规合一”及“十

三五”规划发展思路，在政府甲方提供的有效数据基础上，运用大数据量化手段，

研究儋州市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空间布局等。

2、 儋州市人口转移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策略研究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才”重要指示，海南正实施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以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扎实推进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规划应结合儋州市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研

究儋州市未来人口转移方式和人才引进策略，以及儋州市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策略及

实现路径。

3、 自贸区（港）背景下的儋州市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一体化发展研究

重点研究在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背景下，儋州市如何利用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港口经济延伸，促进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一体化协调发展，包含产

业、空间、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体现资源共享、优劣势互补，实现一体

化发展的布局、策略及路径。

4、 总体城市设计研究

根据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快推

进城市设计，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同步开展总体城市设计要求和住建部《城市

设计管理办法》，按照城市设计编制办法，主要针对儋州市城市集中建设区进行系统

专项研究，指出城市风貌特色方向、自然山水格局，城市形态格局，空间秩序品质，

明确公共空间体系，并划定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总体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纳入总

体规划，作为有关空间景观章节的依据。



（三）新一轮儋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城市发展目标与战略

借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研究方式，参考国内外同类城市案例发展经验，研

究确定儋州市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确定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生态

文明等方面的指标体系。

2、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1）研究确定市域人口发展规模和市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2）研究确定市域城镇规模结构、城镇职能结构及城市空间结构，确定城镇建

设用地控制指标。

（3）依据“多规合一”形成的“一张蓝图”，强化市域空间管制，完善土地利

用布局。

（4）研究确定市域产业选择及布局，确定市域内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及生活

空间的空间分布，同时对城市、镇、乡村及产业园区等建设空间关系进行梳理。

（5）研究确定市域旅游发展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6）研究确定市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综合防灾及服务设施等空间布局。

（7）研究确定市域内特色产业小镇及美丽村庄建设指引。

3、城市性质与城市规模

明确城市性质和职能，城市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规模，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4、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明确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包括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用地、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及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各

类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并提出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

5、中心城区综合交通规划

在政府甲方提供的有效数据基础上，运用大数据量化分析技术，研究中心城区

交通发展现状问题、总体策略、提升措施，明确快速路、主次干道、大运量交通等

重要交通设施的规模、布局和建设要求；明确对外交通廊道、枢纽等重大交通设施



的规模、空间分布和建设要求，明确公共交通发展策略和设施布局。

6、 中心城区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确定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划定各种功能绿地的保护范围

（绿线），划定河湖水面的保护范围（蓝线），确定岸线使用原则。

系统梳理中心城区景观风貌空间格局，明确景观风貌重点建设区域、景观廊道、

重要节点位置和建设要求。

7、 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确定市政基础设施发展策略、现状问题和提升措施。确定给排水、电力、电信、

燃气、通信、环卫等设施的空间分布、规模和建设要求。结合综合管廊建设规划，

落实综合管廊建设区域、规模和建设要求。

8、 中心城区环境保护和综合防灾规划

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提出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确定城市抗震设防、防洪、消防、人防保护标准，明确各类防灾设施空间分布、

规模和建设要求，结合地下空间利用规划人防工程布局。划定涉及城市安全的重要

设施、通道、危险品生产和仓储用地的防护范围。

9、 历史文化保护和旧区更新规划

确定历史文化保护及地方传统特色保护的内容和要求，划定历史街区、历史建

筑保护范围(紫线)，确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

划定旧区范围，确定旧区有机更新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改善旧区生产、生活、

环境的标准和要求。

11、分期建设规划

确定空间发展时序，提出近期建设规划任务、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及建议。

七、规划主要图纸

1、市域层面现状及规划图

包括市域城镇体系现状图、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市域城镇职能类型规划

图、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图、市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图、市域空间管制规划图。



2、中心城区层面现状及规划图

包括用地布局规划图（含用地现状图、用地规划图、规划结构图等）、综合交通

规划图、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居住用地规划图、绿地系统规划图、历史文化保护

规划图、景观风貌规划图、近期建设规划图、五线控制规划图、其他各专项规划图

（给水工程规划图、排水工程规划图、供电工程规划图、电信工程规划图、燃气工

程规划图、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图、环境保护规划图、综合防灾规划图等）。

3、总体城市设计研究相关图纸

八、成果提交要求

中标人提交最终规划成果时，应向采购人提供下列技术资料：

1、纸质文件

包括城市总体规划的文本、图纸、说明及附件（含基础资料汇编、专题研究等），

总体城市设计研究的图文成果。

2、电子文件

成果数据应符合省、市规划主管部门有关规划成果数据标准的规定（文字为 doc

格式，图纸为 jpg 格式、dwg 格式和 gis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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