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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设计是塑造特色城市风貌，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

段和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提出运用城市设计等手段，改进规划方法，提高规划编制

水平。国务院关于《秦皇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的批复中强调要加强城市设计方法运用，建立国土空间相关专项规划统

筹管理制度，强化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

按照有关要求，我区开展了《秦皇岛经济开发区总体设计（2021-

2035年）》的编制工作。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衔接，以秦

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和东区城镇开发边界及周边重要山水空间、景观要

素为研究范围。

考虑产业发展是秦皇岛经济开发区城市主旋律，本次总体城市设计

以产业为核心，从产、城、人三个角度，旨在以整体视野寻求未来城市

空间发展方向，构建与确立城市空间特色和空间秩序框架，系统性搭建

高质量空间格局。



发展历程回顾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秦皇岛市成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至今，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已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历程。

从获批建区以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走“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滚动发展”和“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的开

发道路，经历了起步阶段、快速发展、全面发展、转型发展四个发

展阶段。



现状特征与优势

◼ 极具优势的自然生态本底；

◼ 极具潜力的城市发展空间；

◼ 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体系；

◼ 相对清晰的城市空间形态；

◼ 浅色明快的城市风貌特征；

◼ 融合一体发展的产城格局。



总体城市设计愿景

极具魅力的生态园区

极具实力的制造名城

极具潜力的创新都会

极具活力的人才高地

立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城市性质与定位，结合秦皇岛经济

开发区现状特征与优势，提出总体城市设计愿景：



总体城市设计目标

聚焦“产、城、人”



总体城市设计策略

以产促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产。

 修山水，织蓝绿，巩固绿色生态优势；

 聚活力，优结构，增强创新驱动动能；

 促更新，夯基础，强化产城融合格局；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修山水，织蓝绿，巩固绿色生态优势；

修复

⚫ 栖云山山体有关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工作；

⚫ 戴河、小汤河河道治理与滨水景观提升工作；

⚫ 东区滨海景观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工作；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修山水，织蓝绿，巩固绿色生态优势；

连接

山水绿地为脉络，道路绿带为骨架，防护绿地为基础，绿带织

网，连山通水，构建蓝绿交融城市绿地系统。

以滨河绿地、主要道路带状公园为基础，策划连续碧道、绿道

系统，融入秦皇岛市域山海连城绿道体系。

西区绿带体系

东区绿带体系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修山水，织蓝绿，巩固绿色生态优势；

生长

基于绿地绿道网络体系，结合功能布局，重点针对居民生活区，

完善生活圈绿地及口袋公园体系，点、线、面相连，实现市民家门

口慢行五分钟即可“入园亲水上山”，满足市民亲自然、健康幸福

生活需求。

西区生活圈绿地与口袋公园体系

东区生活圈绿地与口袋公园体系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西区：延续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建筑高度布局，明确建

筑基准高度和标识高度。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 严格管控栖云山周边地块新建建

筑高度。

◼ 严格管控大汤河、戴河、小汤河

通风廊道建筑高度，合理引导滨

水区域新建建筑群高度轮廓。

◼ 确定城市地标节点，鼓励和引导

100m及以上高层建筑向部分城

市地标区域聚集。

◼ 合理管控和引导重要观景节点见

山望海观景视廊范围内建筑群体

高度。

景观视廊

通风廊道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东区：严格执行保护规划高度要求，中东部高、西部长城

沿线及临海区域低的建筑高度布局。

◼ 严格管控小潮河等河流通风廊道建筑高度，合理引导滨水区域

新建建筑群高度轮廓。

◼ 按照保护规划要求，重点管控东区长城沿线区域建筑高度。

保护规划高度控制图通风廊道



产城相依展秦韵 海纳百川耀港城

根植本土、秦韵特色

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风貌目标与定位

秦韵风采

本土风情

现代风尚

田园风境

沉 厚 雅
端庄沉稳
内敛庄重

色彩淡雅
装饰点缀

文化底蕴
现代古典

合 本 真
多元融合
更新置换

根植现状
开放务实

立足本土
文化为本

透 谐 新
化整为零
内外联通

多元发展
开拓创新

新旧和谐
与时俱进

绿 融 情
绿色生态
生态材料

情景营造
休闲惬意

城园融合
景物融合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总体风貌管控原则

建筑布局——主次分明、开放适度、结合功能

建筑形体——形态规整、化整为零、注重细节

建筑高度——控制限高、高低搭配、层次分明

建筑材质——因地制宜、讲究质感、虚实有度

建筑色彩——色彩柔和、分类指引、分层引导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立秩序，塑风貌，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划定建筑风貌分区，促进城市空间多元融合。

◼ 西区划分为港城融合风貌区和产城融合风貌区。

◼ 东区划分为长城融合风貌区和

现代产业风貌区。

——港城融合风貌区突显老城特色，焕发老城新魅力。

——产城融合风貌区塑造新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新质产业风貌形象。

——长城融合风貌区改善老城品

质，塑造现代新城。

——现代产业风貌区塑造现代化、

时代感、科技感的城市产业风貌。

东区

西区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优结构，聚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动能；

西区： “一轴双核”，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引领全局发展。

以秦皇西大街为轴线，围绕栖云山、森林体育公园两个绿核，

打造东西两处智慧创新核心。

以优越自然景观资源和完善的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吸引各类创

新企业及人才进驻，引领全局发展。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优结构，聚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动能；

东区：“一轴双核”，汇聚各类创新资源，引领全局发展。

充分利用各类政策机遇，推动姜庄滨海活力社区、秦皇岛综合

保税区、山海关港区三个重点节点建设，强化对外交通能力，提升

功能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夯基础，促更新，强化产城融合格局；

职住平衡为原则，结合产业布局，围绕山体、河流、

滨海景观带等自然景观，完善生活区布局。完善住房体系，

满足不同人群住房需求。

西区：北产南城格局基础

上，优化东部主要生活区，结

合产业布局，以职住平衡为原

则，围绕栖云山、戴河规划新

型居住社区。

东区：在现状生活区基础，

完善沿海、沿长城居住社区布

局，满足不同人群生活需求。

西区

东区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夯基础，促更新，强化产城融合格局；

创新·生产·生活·旅游多方需求对标，“生产服务体系

+生活服务体系”，产城联动，满足各类需求。

围绕各类新质产业，完善生产服务设施体系。

按照15分钟-10分钟-5分钟生活圈完善生活服务设施。

西区

东区



空间布局与总体城市设计

 夯基础，促更新，强化产城融合格局；

因地制宜，找准切口，全方位推动城市更新，打造

“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厂区、城中村等区域改造；

推动城市小微空间改造提升，提升空间品质；

推动城市老旧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厂房与低效用地改造

城中村改造



实施传导

 重点地区划定

划定五个城市设计重点地区

1.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核心区

2.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栖云山东麓片区

3.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老管委会周边地区

4.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东区姜庄片区

5.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东区综合保税区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核心区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栖云山东麓片区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西区老管委会周边地区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东区姜庄片区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东区综合保税区

西区

东区



实施传导

 实施保障

机制保障：

⚫ 规划编制衔接

承上启下，衔接现有规划体系与项目审批环节。

⚫ 政策机制保障

协调与相关政策的关系，完善城市设计实施流程。

总体城市设计

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

总体风貌定位、形态格局

风貌引导要求

形成引导原则和技术要点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城市、区段、地段城市设计引导要求 详细规划

部分内容纳入总体规划法定化

对接河北省地方管理文
件

形成

附加

土地出让

建设许可
（方案审查）

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