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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草
案研讨献策要点总结

李承政 张思思

2018 年 2 月 24 日，广州市国规委公示了《广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草案。3 月 9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

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草案内部研讨会，来自学术界、产业界

的专家和学者纷纷建言献策，对草案内容提出了一系列修改

意见。冯帅章教授认为，规划草案既要准确预测人口规模，

又要精准把握人口结构，否则可能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供给过剩或出现错配；刘云刚教授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广州

的城市定位，把南沙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中心；梁平汉教

授认为，广州应该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性、成为岭南文化的引

领者，以岭南文化增强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和区域文化认

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王雨副教

授认为，规划应进一步突出广州的山水特色，让美丽乡村和

生态建设紧密相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

张莉副教授认为，宜居要充分考虑人性需要，广州的规划应

重新审视番禺的功能定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

长谷一桢副教授认为，规划草案应该增添一系列度量指标，

确保定量目标与定性目标的有机结合。新世界中国地产（华

南-广州）副总经理张三宝认为，广州的城市规划既要有硬

件性的规划，又要有软件性的规划。此外，与会专家学者和

业界人士也对规划草案的其他细节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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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冯帅章教授：既要准确预测人口规模，又要精准把握人口结

构，否则可能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过剩或错配。

1、人口规模方面：规划草案中提出“到 2035 年广州的

常住人口要达到 2000 万，按照 2500 万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的配套”，规划草案对广州市常住人口数量的预测

是否准确，是否存在理论依据和预测模型？据世界银行统计

的报告，中国人口数量总体的趋势，2015 年应该是达到一

个最高点，后面是朝下走的。而且全国二胎放开后，生育水

平并未出现大幅增长，也就是就说人口增长的速度可能比某

一些机构的一些乐观的预测还要低一些。此外，其它城市也

会出台相应措施吸引人才，到 2035 年广州的人口能否达到

2000 万值得推究。前些年，中国城市面临各种“城市病”，

比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等，主

要是因为以前城市的城市规划没有预想到人口转移规模的

迅猛膨胀，所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增加跟不上需

求的增长。如今在总体规划中，广州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按照 2500 万人口规模来配套，如果未来人口规模的增长不

如预期，则会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配套过多，造成公

共资源的浪费。

2、人口结构方面：规划草案只提及未来广州市人口规

模，并没有涉及到未来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构成情况。不同年

龄层的人口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需求不一样，比如，儿

童和老年人对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就存在明显差



3

异。而且，针对引进的劳动力，要明确其职业分布、教育水

平、行业分布，这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布局很重要。比如说广

州市要建设创新中心、航空枢纽，规划草案需要预测潜在的

流动人口构成，进一步明确配套设施与服务的供给计划。

3、公共服务与配套设施方面：规划草案笼统地谈到了

幼儿园、小学、初中要实现全面就近入学，并未涉及实施方

法。此外，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投资越早，这个回报便越大。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小学、初中义务教育已经实现，那么高

中实行义务教育或者说免费教育是否也会实现？实现幼儿

园的免费教育、高中义务教育，或许是民众更加期待的。最

后，广州市既然要吸引外来人口，就应该进一步保障外来人

口的受教育权利，规划草案对这方面须进一步明确。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刘云

刚教授：明确广州的城市定位，把南沙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协

调中心。

1、广州城市定位方面：广州在地理上靠近深圳与香港，

广州是准备发展为与香港并行的经济中心，还是与香港协调

互补，应该进一步在规划中阐释清楚。在大湾区新战略背景

下，建议更加强调广州的省会城市和枢纽地位。

2、区域一体化方面：按照粤港澳大湾区的版图，建议

加快在南沙建设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中心，突破以往

的区域间的壁垒，形成一体化的区域，提高华南地区整体的

竞争力。在一体化区域内，广州要发挥在区域中心的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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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甚至考虑把省政府迁往南沙。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王雨副

教授：突出广州的山水特色，美丽乡村和生态建设紧密相连。

1、在主题上，规划草案中关于广州市“美丽宜居花城、

活力全球城市”的基本定位值得认可，但建议还可以在广州

规划草案中突出广州的山水特色。和其他的三个一线城市比

起来，广州是唯一一个既有山又有水的最宜居的城市，其在

自然环境和工作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平衡得最好。在规划中，

虽然提到广州有很多有水的地方，但却缺乏集中论述，没有

突出水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水体能够对一个城市的空间组

织和空间形态进行串联，比如说沿珠江形成创新带，东江、

汾江也都有产业带。此外，水对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也很重

要。广州的河涌、河网非常密集，围绕“水”有很大的建设

空间。

2、建议可以把乡村的建设和生态廊道的建设联系起来，

而非孤立地谈建设生态片区、生态廊道和建设美丽乡村。通

过绿道将乡村连接，美丽乡村是点，生态廊道是线，生态片

区是面，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谷一桢副教授：规划

草案应该增添一系列度量指标，确保定量目标与定性目标的

有机结合。

草案提及了很多目标，但却未提及利用何种指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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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实现程度。

1、建议规划中添加关于交通方面的指标。比如主干道

拥堵指标、主干道速度指标、各种交通方式分担率（如百分

之多少人坐公交，百分之多少的人坐地铁）等等。以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为例，其指出“到 2020 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

车均出行强度降幅力争达到 10%—15%，到 2035 年降幅不小

于 30%”。

2、建议添加空气质量的目标。相较其他几个一线城市，

广州空气质量存在一定的优势，雾霾天气相对较少。建议草

案应该设定空气质量目标，将其作为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3、建议强调建设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以北京为例，

其规划紧跟中央的政策，提到要建设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

对广州来说，建议参考 2017 年 7 月公布的《广州市加快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我们建议，在租赁市场方面，

结合现有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及租售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现

状，对广州的城市房屋租赁（长租公寓）布局进行规划。在

优化广州购房政策方面，规划共有产权房试点区域。

新世界中国地产（华南-广州）副总经理张三宝：既要

有硬件性的规划，又要有软件性的规划，好比一个完整的人，

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思想和灵魂。

首先，从城市的整体发展来看，城市的发展应该是软硬

件的结合。目前该规划更多地是从实体建设的角度来规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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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发展，然而从城市全面发展的角度，广州既要有硬件性

的规划，也要有软件性的规划，好比一个完整的人，既要有

身体也要有思想和灵魂。

其次，每一份新规划都应该在充分吸取上一份规划经验

的基础上制定，要充分分析上一份规划落实的得与失，更重

要的是要深入了解还需完善的地方，这样才能避免重复性失

误，防止因规划不足导致事后再三改正时造成施工上的资源

浪费。

再次，从乡村振兴方面看，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乡村的基

础服务与设施，比如环境方面的垃圾处理，河涌治理，民生

方面的公共医疗服务、楼宇规划。城市规划应提升乡村宜居

性。

最后，规划落实之后，应该借鉴国内外城市高水平治理

的经验，提升城市治理和管理水平。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张莉副教授：宜

居要充分考虑人性需要；应重新审视番禺的功能定位。

首先应明确“宜居”的定义，“宜居”是指一个城市的

生活方式要跟人性需要保持一致。广州提出要建美丽宜居城

市，则须充分考虑人性需要这一层面，既要提供充足的就业

机会，更要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建议广州在中

心城区建设公共交通无缝接驳体系，即地铁站与公共汽车站

之间实现无缝隙接驳，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比如，深圳东

莞一体化建设方案中，深圳地铁 6、11、12、18 号线计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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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和东莞的轨道交通 1、2、3 号线连通，在深莞两市边界

规划接驳换乘，实现无缝对接。同时，建议部分城区规划时，

考虑将各区域建筑实现无缝链接。比如广州老城区传统的骑

楼建筑之间有连廊，行人在连廊中无须担心淋雨或晒太阳，

方便居民步行购物或就餐。

规划中提升南沙的定位，将其作为城市副中心重点建

设。然而，处在中间的番禺的定位显得比较模糊，广州市的

城市规划应该要重新审视一下番禺在其中的功能定位。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梁平汉

教授：广州应该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性、成为岭南文化的引领

者，以岭南文化增强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和区域文化认同。

规划草案关于城市未来的定位以及人口结构应该要阐

释清楚，与深圳相比，广州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所以社保

问题更加严峻。广州在规划时谈到吸引人才，应该主要是吸

引青年人、中年人，那么未来这一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以

及其未来的发展和就业结构都应该有一个清楚规划。同时，

吸引人才的配套措施如流动儿童教育提供等，在规划中应该

明确。

广州的发展应该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性。广州是历史文化

名城，岭南文化是城市的名片之一。文化传承不仅是通过继

承，更应不断发展和再生产。文化的再生产不仅仅意味着要

保护好以前的遗迹，比如陈家祠，还意味着进行文化创造及

文化的传播，将广州的文化输出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比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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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中心的建设等。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协同中，广州应

作为这样一个岭南文化的引领者，以增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

和区域文化认同。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宝

剑：广州应该发挥联动港澳的作用，力争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发展极。

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在城市群中，广

州应该发挥联动东西的作用。如何在区域格局上实现联动协

同，规划里表述得不够不清晰，广州的国际定位也不够清

2、建议将“增长极”修改为“发展极”：关于“粤港

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的提法，建议将“增长极”修改为“发

展极”。“增长极”仅仅代表某一经济或人口指标的变化，

“发展极”则意味着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上：发挥省会城市的文化功

能，增强广州的岭南文化特色，以广州最鲜明的岭南文化去

引领区域发展，增强港澳居民国家、区域的认同。

4、在公共设施方面，建议广州在中心城区建设无缝接

驳体系，比如，建立城市交通无缝接驳系统，方便广州市居

民出行。

5、建议在南沙试点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

及全面开放新格局改革，可以借助南沙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

的优势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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