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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涌路以东、横门水道以南的区域，总面积约5.85km²

山水交融的无界城境 高效创新的创享智谷 烙印人心的园区形象

无 界 城 境 · 开 源 智 谷
人与自然相融、智创企业高效协作、充满机遇与活力的

意见反馈说明 设计范围

总平面图

目标愿景

中山市构建“3+4”重大产业平台，打造环湾产业承接战略要地

火炬平台、翠亨新区、

岐江新城

3个核心平台

中山科学城、南部新城

北部产业园、西部产业园

4个万亩级产业平台

创新发展“主引擎”

前瞻布局科技创新资源、创

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

产业集群“领头羊”

推动先进装备制造、健康医

药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延伸

为山水绿廊赋能，营造亲山近水

的自然体验，提供可观、可亲近、

可体验的公共空间产品

置身于自然之中的办公环境和高

品质的产业配套，创造共享交流、

全时活力的工作环境

疏朗大气、错落有致的一江两岸

城景，塑造山-水-城交相辉映、

独树一帜的智谷形象

由“产城人”到“人城产”，营造功能更完善、更生态、更具特色与智能的产城社区

从中山市视野看火炬（湾西智谷）的责任

设计策略

策略一：韧性 · 蓝绿生境
联通山水，重点打造1条滨江景观带+1条山脊公园带+6条河涌生态水廊，构建显山露水的蓝

绿生态骨架

策略二：生长 · 产城单元
产城融合，重点打造2个服务核心+4个产业邻里中心+N个特色产品，提供高品质的产业服务

策略三：多维 · 空间形象
多维形象，重点塑造2条景观大道+2条特色街道，结合人的行走路径，营造不同的空间体验

策略四：无界 · 通达交通
快慢结合，创新以人为本、高效高质的交通组织模式，实现快速到达，慢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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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城市设计导则

该部分是对整体导则的继续深

化,对单元的功能及规模、开放

空间、综合交通和建筑设计等

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引。

该部分是对整体城市设计的构

思与核心策略的归纳与提炼。

提供总的导控要求，避免各单

元导则各自为战。

核心区导控
体系化、统筹化

街坊管理导控
要素落地

核心区系统导控 街坊地块导控

结合规划布局和现状生态资源，构建“两带、六廊、多节点”的公共空间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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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尖峰为视线中心，依托各个河涌形成五条视线通廊；打造TOD城市地标和滨江码头主要观景点，增强

与大尖峰的视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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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界面引导

滨江建筑形态：临横门水道一侧的建筑应以低、多

层为主；营造开敞、通透的视线景观，预留多条向

江廊道，将滨江景观引入产业院坊内部，形成连续、

多样的滨水开放空间系统。

滨江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宜向江边逐级下降，形成

“前低后高”空间形态。滨江可建设标志性建筑，

以形成富于变化的建筑形态和天际轮廓线。

临山界面引导

临山建筑形态：宜采用围合式建筑形态，由山体边

界向外依次增高；通过设置内部庭院或公共步行通

道，搭建高度聚合、紧凑的研发、创意空间，激发

产业之间的交流。

临山建筑高度：山边地区应保证景观开敞性，临山

方向宜采用退台处理控制山前建筑高度，同时预留

山体与周边主要公共空间、观景点之间的视线通廊。

视线通廊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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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导控

功能与规模

• 用地性质

• 主导及兼容功能

• 建筑总量

• 技术指标

• 配套服务设施

公共空间

• 滨水公园绿地

• 社区公园绿地

• 滨水驳岸

• 内部公共空间

• 街道空间

• 慢行系统

综合交通

• 道路断面形式

• 地块出入口组织

• 停车设施布局

• 地下空间

建筑形态

• 裙楼退线

• 塔楼布点及控制

• 连续商业界面

• 公共通道

• 立面色彩与材质

导控单元划分：划分为7个用地规模为50公顷-

80公顷的导控单元。

街坊开发导控内容包含功能与规模、公共空间、

综合交通、建筑形态四大部分。

• 两带

一条滨江活力景观带

一条山城生态景观带

• 六廊

依托各个河涌打造六条滨

水生态绿廊

• 多节点

结合公共空间和特色建筑，

形成6处公共空间节点

公共空间体系规划图

项目背景

在此背景下开展本次城市设计，旨在通过精细化、高品质的空间营造

适应创新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搭建兼具前瞻性和面向实施的整体空

间框架，形成湾西智谷核心区开发建设的综合解决方案及实施路径，

指引片区具体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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