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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的地域性规划设计研究
——以赣州市定南临港产业园规划设计为例

周炜洁　刘安琪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摘　要】我国城市更新与建设步入减量提质新阶段。产业园区这一类型的规划设计广泛存在着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园区

建设模式化等问题。本文基于地域性设计视角，以赣州市定南临港产业园项目实践为例，从地形环境、功能植入、区域协

同、建筑符号等方面探讨产业园区的地域性设计策略，形成规划设计实践中地域设计与地形、生态、功能、文化本底的协

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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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定南县是江西省南大门，位于赣粤两省交汇的咽

喉要地、商贾要道，是赣粤产业合作最前沿的阵地、红色

文化和客家文化的聚集地、赣粤边际全域旅游示范县。定

南临港产业园位于定南城西，是定南县向西发展的重要组

团，场地内通过了京九铁路和赣深高铁。十四五期间，定

南临港产业园作为定南加速融湾、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

将延续“西部轴线物流发展带”的发展格局，科学谋划，

构建创新、融合、活力、生态的现代临港产业园区。基地

山地丘陵居多，地形地貌复杂，同时建筑文化底蕴深厚，

区域交通环境优越。因此，在本次规划设计实践中，格外

注重从在地禀赋出发，探索产业园区的地域性设计要点与

思路。

1　地域性设计的定位研究与前期分析

1.1　定位思路研究

定南临港产业园是依托定南铁路货场和定南公路港发

展的专业性产业园区，铁路货场与公路港同位于县城西侧

交通物流组团，具有公铁联运发展潜力。通过对两港协同

的临港产业园进行地域性规划设计，制定“将通道转化为

流量，资源转化为产业”的两大策略，将园区规划为公铁

互补融合，产业用地合理的赣粤合作门户港、现代物流新

棋眼。

1.2　规划前期分析

识别生态安全格局，划清生态底线。基地受到风频风

向、水域保护、用地指标、建设条件等限制性因素影响，

因此本项目需规避污染、因地制宜建设。从高程评价、坡

度评价、交通通达性评价、水域条件评价4个因素进行综合

评价，得到最适宜、适宜、比较适宜建设用地合计约占63%

，有条件限制建设用地约占21%。本次规划设计中严格遵从

地域地形地貌特点。

通过分析产业关联性，梳理功能组团间的协同联系。项

目处于中心城区西部轴线物流发展带，是定南对外形象展

示窗口和物流商贸产业功能区。基地内部现状以商贸业态

为主，分布少量加工和物流项目，产业项目呈点状布局，

临港产业链未形成、产业关联性不足、用地集约性不高，

亟需进行功能完善和提升。本次规划重点梳理现有港区联

系，建立产业体系，再形成产业和适宜建设用地拟合。

2　地域性设计的总体策略

本方案遵循生态为基、创新为魂、融合发展、活力绽放

为规划策略。生态为基，形成景廊绿脉契入，打造多彩绿

廊；创新为魂，搭建智慧创新平台，形成智慧链串联功能

平台；融合发展，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港产、港城、产

城两两联动；活力绽放，全时活力平衡，打造全天候活力

新城。

2.1　生态为基的地形整理策略

识别生态安全格局，坚持生态底线，保护山水生态格

局。对场地内四种典型地貌分类施策。场地内平地地区设

计标高280m，可以集中建设；台地地区设计标高320m，进

行梯级建设；多丘地区设计平均标高350m，应当进行综合

优化；浅山地区标高380m，主要进行生态保育。

明确生态框架，尊重并结合场地地形，于南侧形成一条

山体绿脉，作为生态主干。实施分区控制，不同标高梯度

建设。保护山水资源，最大程度上保留现有绿色开敞空间

和水资源，还结合微地形，形成多层级连接的廊道系统，

并划定前置条件指引生态产业园建设。

2.2　创新为魂的产业植入策略

依托升级后的定南铁路港，聚焦适港产业，全力构建2

主2辅产业体系。做强现代物流和临港加工主导产业，培育

临港服务和临港商贸辅助产业。以智慧枢纽、智慧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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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冷链、智慧仓储项目为抓手，打造智慧高效现代化陆

港，形成多条智慧链。智慧创新链串联有商业服务、绿地

景观、生活区等，形成活力的功能平台。

2.3　融合发展的用地规划策略

园区通过“一体，两翼，四区”的功能分区，实现港

产城联动。“一体”为定南港核心区；“两翼”为物流商

贸和加工制造，依托铁路形成产业集聚，关联产业圈层布

局；“四区”为定南港区、物流商贸区、加工制造区、临

港新城区。其中临港新城区与定南港和两翼产业互动，形

成港城联动，人流商流集聚，提供临港商务服务；产城联

动，完善生活配套，倡导低碳出行模式。

制定交通畅达的客货分离策略，划分客货通道类型，实

现客货有效集散、有序流通，整体交通组织呈现为“西货

东客”，临港一路作为物流主干路，控制客流进入时间和

方向，以保障交通安全。制定韧性保障策略，构建的“安

全、高效、绿色、智慧”的市政支撑系统，推动建设全域

覆盖、动静结合、三维立体的园区智慧化基础设施和感知

体系，协同城市安全运营、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提高智

慧防灾救灾能力。

2.4　活力绽放的形态设计策略

形成空间山水体现客家文化的新时代表达。园区地形

选址符合前抱水、后枕山、侧环砂、面屏山的山水理论，

形成了龙真、砂环、水抱、屏护、穴的空间环境，构建了

人文和谐、包容开放的园区空间。龙真是生气流动着的山

脉，以起伏绵延、逶迤曲折的山势为背景，符合前面视野

开阔、背后有所依托的构图法则；砂环是大山脉之下，

建筑选址背后及两侧重叠环抱的山势，“砂”与“龙”的

关系隐喻着一种秩序关系；水抱是建筑选址前面的水面，

尤其是临近礼亨水库，强调了水势“聚”的意境；屏护指

建筑朝向的景观以远山为屏，既可完善自然空间的呼应关

系，又可增加建筑景观的层次，起着护卫建筑的作用；穴

的指建筑的具体择址地点，由龙砂环抱、水面围合的是大

自然景观之核心，所谓阴阳之交、藏风聚气所在。

方案坚持各组团的建筑特色，产业功能与生活功能有

效融合。各聚落组团吸收虎形围、明远第围、太公八角围

等客家围屋建筑形制。参考以堂为中心，围合而建，前有

禾坪月塘，背靠高山山岗，外观庄重的建筑特点进行综合

设计。木材交易中心参考明远第围，建于坡地，横屋可分

级而建，屋顶逐级升高；前有月塘，背靠高山山岗；以解

决通风为主，形成以厅堂与廊巷组合的通风体系。供应链

金融大厦参考车步虎形围，四水归堂，宅屋环建，多层房

屋，中轴对称。供销商贸参考太公八角围，以方或圆为一

组合单元，可多个方楼或方组合，也可相邻结合，方围内

带堂屋廊屋组合体，厚墙包围，周有碉楼。陆港中学和赣

粤商贸物流综合体参考方围、围拢屋，点线演绎、内有天

井。各聚落组团各有地域特色又差异性互补融合。

3　产业园区地域性设计的要点提炼

3.1　顺应城市生态自然环境

将城市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提高生态环境利用价值，

在不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生

态环境资源。本方案注重生态保护，最大限度保护原有山

体，积极寻求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的和谐共处。

3.2　增强功能空间双向赋能

产业功能与空间规划共生的技术路线。产业功能中明确

背景市场、功能定位、产业体系、开发模式等内容，规划

设计包含设计理念、总体布局、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交

通组织、景观体系、生态格局、基础设施等内容。只有产

业思维下的空间规划才可以更符合当地特征。

3.3　推动空间地域整体融合

产业园区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有较高的协调度，甚至成

为城市形象代表。本方案中除港区功能外，还依托原有地

形塑造了大量开敞绿色空间，充分发挥其自然环境优势，

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让定南临港产业园不仅具备现代物

流与港口功能，还配套产城融合的临港新城，为周边居民

提供新的公共服务中心。

3.4　表达当地特色建筑符号

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元素，并将其运用到建筑规划

设计当中，确保现代城市规划具有地域性特色。本方案注

重体现江西客家建筑特色，各个聚落组团的建筑形式以客

家传统建筑聚落形式为变体，继承和发扬客家地域特色的

文化。

4　结语

城市的多样性则得益于地域性规划设计。在定南临港产

业园的项目中，地域性设计的要点包含地形整理、产业植

入、用地规划、形态设计。综上所述，地域性设计应当顺

应生态自然环境，推动功能空间双向赋能，形成空间地域

整体融合，表达当地特色建筑符号，打造生态、创新、融

合、活力的特色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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