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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居中、两带联动、十字交
叉、米字交汇、左右逢源。”市规划设
计院院长张福林表示，“常州区位优
势显著，充分具备争取战略资源、构
建南北大通道的优势条件，具有打
造长三角交通中轴的基础与潜质。”
为提升中轴交通枢纽能级，《规划》
提出了“强干线、优枢纽、重联通”多
项措施。

“强干线”方面。补短板，打通
南北干线，规划提出推动淮泰常等
多条高铁建设，加快推进丹金高速
等南北向高速公路建设；锻长板，提
升东西向通道运输能力，加快推进
苏锡常城际铁路建设，新建或拓宽
多条高速。

“优枢纽”方面。系统优化布
局，结合常州“双芯联动、双星闪耀”
的空间格局，构建以常州南站、常州
站等为中心的铁路客运枢纽体系；
加快推进客货运枢纽多式联运，客
运方面围绕高铁站和机场等枢纽引
入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货运
方面重点提升沿江港口和铁路货场
等高等级物流节点运转能力。

“重联通”方面。提出以常州南
站为中心，构建多向辐射、联动周边
的城际铁路网络，加强城市快速路
网络对外无缝衔接，推进常泰镇城
市组群跨江融合发展，形成以常州
为中心的“半小时交通圈”。

为支撑发展，《规划》突出交通

骨架引导作用，打造“六横八纵两联”
快速路系统，以骨干交通廊道引导城
镇体系和产业布局。在公共交通方
面，规划构建以多层次、一体融合的轨
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特殊
公交为补充的多模式、立体化的公共
交通出行体系，充分保障公交优先路
权，城市轨道交通将整体形成“双心双
十双才”的线网格局，引导公众绿色出
行。

“通过多种方式和多个层次的交
通系统优化，切实加强常州枢纽能级，
逐步将区位优势转变为交通优势，进
而提升为发展优势，进一步强化常州
对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优质生产
要素的集聚能力。”张福林说。

“这份面向 2035 年的发展蓝图，
在空间上叠加考虑中央、区域、城市
战略，在时间上关联过去、现在与未
来。”在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
长孙秀峰看来，本次《规划》从更长远
的时间坐标、更广阔的空间视野、更
人本的价值认知出发，回答时代之
问、常州之问。

《规划》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面向
区域一体化发展形势，力争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形成“一主一区、一极
三轴”的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主”为常州中心城区，包括金
坛区、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
的城市集中建设地区，是常州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是城市综合服务职能的
主要承载地区。

“一区”为“两湖”创新区，包括滆
湖和长荡湖周边地区，以“生态创新
区、最美湖湾城”为目标引育高端化产
业、高能级平台和高层次人才，打造提
升城市能级的主引擎和城市新中心，
营造生态之城、秀美之城、科技之城、
创新之城、青年之城、未来之城。

“一极”为溧阳中心城区，是常州
中心城区外相对独立的发展区域，打

造成为长三角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宁杭
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常州市重要
生态创新极核。

“三轴”包括东西向、南北向的中轴
和西南向的生态创新轴。中轴是区域
发展的交通中轴、创新中轴、产业中轴、
生态中轴、文旅中轴，其中，东西向中轴
是融合沪宁城市发展带、大运河文化带
形成的复合发展轴，衔接上海大都市
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南北
向中轴是联系京杭、支撑江苏跨江融合
发展的主要通道，是强化城市功能复合
发展的主要轴线；生态创新轴是串联常
州主城区、金坛和溧阳的高品质生态空
间与创新空间的集聚轴带。

《规划》整体上呈现三大转变：一是贯
彻“多规合一”改革精神，从以城镇空间规
划为主转向农业、生态、城镇空间融合规
划，统筹配置全域全要素空间资源。二是
注重国家战略落实，从以解决城市自身发
展需求为主转向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格局，
以区域中轴为支撑促进区域一体化发
展。三是突出规划战略引领作用，从以建
设用地安排为主转向构建服务城市战略
的新发展格局，科学谋划全域国土空间总
体格局和重大功能布局。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是美
丽中国建设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科学
划定三条控制线，优化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空间，是顺应生态文明建设
客观规律的举措。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
授李满春表示，此次《规划》将三条控制
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着眼
推动经济和环境可持续与均衡发展，旨
在夯实国土空间永续发展基础。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红
线。《规划》致力构建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建立健
全永久基本农田“划、建、管、补、护”长
效机制。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26.0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不低于 114.96 万亩。全面实施耕地
用途管制，严格实施永久基本农田特
殊保护。积极稳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有效补充耕地数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切实提升耕地质量。

全面锚固生态安全格局。依照“规模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功能不改变”原则，
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区域以及
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346.10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太湖、滆湖、
长荡湖、天目湖、茅山、小黄山等地区。生
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
则上禁止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
区外，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综合考虑资源
承载能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城乡统
筹、城镇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避让地质
灾害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等不适宜城
镇建设区域，划定城镇开发边界925.06
平方千米。明确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空
间资源配置，加大存量用地挖潜力度，构
建组团布局、紧凑集约的城镇空间结构，
推动城市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发展。

为彰显特色魅力、塑造“运河情”
城市 IP，常州将以大运河文化带（常
州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常州
段）、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常州段）建设
为核心，构建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
空间体系，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常州老城厢及周边地区是常州城
市的起源地，自古以来一直是城市的
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核心，历史文
化、商业服务空间等特色资源丰富。
其中，环城河（古运河-关河）地区是
常州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
承载空间，更是常州推动老城厢整体
复兴、促进城市功能品质升级、构建百
姓宜居生活场景的关键战略抓手。中
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段进对记者说：“经过多轮规划设计

和更新改造，老城厢的复兴发展已经取得
了显著进展。下一步应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系统梳理整合文化资源，特别是环城
河两岸滨水地区，形成具有整体性和连贯
性的文化展示体系；更注重空间品质和城
市肌理的保护，通过微更新、微改造的方
式，提升公共空间的舒适性和美观性；推
动文商旅居融合发展，划分更新空间单
元，满足居民和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将常
州老城厢打造成真正具有文化底蕴、富有
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会客厅’。”

“常州老城厢是城市主中心之一，也
是城市更新的主战场，承担城市会客厅
的职能，更是常州实践探索‘两山理论’
的重要空间载体。”市规划设计院城乡发
展所规划师虞雯表示，规划确定“潮流漫
享之都”的主题，有利于城市更新项目有
序推进。

常州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苏南模式发源地，改革开
放以来，始终坚持工业立市发展方
针，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走在全国
前列，积极探索科技自立自强道
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
蒋丙南介绍，此次国务院批复常州
核心功能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业
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

围绕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功能
定位，《规划》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聚焦新
能源之都建设，加快新质生产力培
育，着力壮大 10 个先进制造业集
群，重点打造28条重点产业链。

《规划》确定了北部、南部、东部、
西部、中部、西南部六个制造业发展
片区，以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主体，以
工业发展为主导功能，划定工业区块

线，推进工业空间集聚布局，推进工
业用地提质增效，保障产业发展空
间。

围绕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功能
定位，《规划》提出以“两湖”创新区、
常州科教城、高铁新城为核心，以各
级开发区为重点，以打造长三角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推进科技创新
要素集聚发展，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

其中，“两湖”创新区坚持“科产城
人”融合，引育高端化产业、高能级平
台、高层次人才，打造前沿技术创新策
源地。常州科教城强化人才链、产业
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全方位推动
产学研深度融合，建好东部“科创走
廊”，打造融入全国乃至全球创新网
络的前沿窗口。高铁新城加快建设

以创新交流、金融商务、总部经济功能
为主的创智商务中心，打造创新智造的
前沿产业高地。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苏省
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兴平对记者
说，常州规划的三个创新核、六个制造
业发展片区和四个现代服务业核心，
产业基础好、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设施
配套全，后续可通过编制工业空间布
局专项规划和划定全市工业区块线等
举措，深入落实批复文件对产业和创
新空间的保障要求。他说：“相信在国
务院批复指引下、随着常州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实施，常州的产业发展和
产业空间利用一定会产业业态更实、
产业技术更高、产业赛道更新、产业空
间更绿、产业设施更智能。到 2035
年，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全新常
州会展现在全球产业地图上。”

本版撰稿：周洁 唐文竹 资规宣
本版供图：夏晨希

作为东西向沿江生态涵养带、
南北向丘陵湖荡生态屏障和大运
河文化带的交汇节点，常州是区域
生态保护与共治共建的关键城
市。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王建国介绍，《规划》提
出了打造“江湖汇秀、城河相依”的
美丽常州，以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
圈、大运河文化带（常州段）、太湖
丘陵生态绿心、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常州段）等建设为契机，持续放大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打造长三角生
态中轴，使绿色成为常州城市发展
最鲜明的底色。

常州具有良好的生态本底，也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具备形
成特色城市风貌的优质基础条件。

《规划》提出在市域范围内形成三大
特色空间：依托北部滨江、南部临
湖、山脉拱卫、水网密布的自然资源
禀赋，彰显“江湖汇秀、山水环绕”的
自然山水景观风貌格局；延续江南
水乡格局，传承千年历史文脉，突出
城镇发展区“江南风、中吴韵、现代
城”的地域特色定位；结合自然地理
环境与乡土文化特征，形成沿山地
区、滨水地区、田园地区等特色鲜明
的乡村风貌分区，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下一阶段，在上兴镇、天目湖

镇、嘉泽镇、孟河镇等江南山水名镇，
应以江南水路棋盘格局为本底，延续
依山而建、临水而居的山镇风貌与水
乡生活，在空间尺度与建筑风貌等方
面体现清新素雅的江南风情。在常州
老城厢、溧阳团城、金坛金沙老城、孟
河历史文化名镇、焦溪历史文化名村
等名城名镇名村，应保持核心风貌区
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加
强对建筑风貌、体量与高度等方面的
管控，展现历史韵味、地方特色与文化
魅力。在“两湖”创新区、高铁新城等
新城区，应着重体现时代特征和现代
气息，以形成统一、有序并能展现现代
文化特征的整体城市风貌。

科学划定，统筹布局，节约高效

传承历史，老城复兴，运河焕新

生态优先，江湖汇秀，城河相依

贯通南北，联动东西，通达全国

优化格局，集约集聚，创新高地

11月月1313日日，《，《常州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1——20352035年年）》（）》（以以

下简称下简称《《规划规划》）》）获国务院批复获国务院批复。。常州作为普通地级市常州作为普通地级市，，与省会城与省会城

市市、、计划单列市一起计划单列市一起，，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国务院批复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国务院批复，，充分彰充分彰

显了常州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显了常州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国家给予常州的荣也是国家给予常州的荣

誉和使命誉和使命。。

聚焦中轴枢纽培育聚焦中轴枢纽培育、、区域地位提升区域地位提升、、全域高质量发展等发展全域高质量发展等发展

愿景和要求愿景和要求，《，《规划规划》》整体谋划面向整体谋划面向20352035年中长期发展的空间战略年中长期发展的空间战略

蓝图蓝图，，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

间体系间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重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重要

的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中心城市引领作用，，助力常州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助力常州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

列的城市列的城市。。

为此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长期参与常州规划工作的专家学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长期参与常州规划工作的专家学

者者，，细致深入解读细致深入解读《《规划规划》，》，详详细描绘常州未来十年的发展图景细描绘常州未来十年的发展图景。。

战略引领，时空交叠，高能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