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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一座2300多年未曾更改过

城名的城市，自灿烂的古蜀文明起，历经秦汉“列备五都”、隋唐“扬一益二”

的繁华，直至今天成为对标世界、领跑西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成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与时俱进、拔节生长。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千年蓉城焕发新颜，需要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来引

领，明确战略定位、空间布局和产业规划。近日，《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送审稿）》提交成都市两会审议。从总规内容看，成都的发

展定位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站位高，包容性强，凸显全球领先理念。

总规充满国际视野

当前，成都正从区域中心城市走向国家中心城市，而新一轮的城市能

级竞争也日趋激烈。如何放大能级、拥有更高的站位和开阔的视野？这

就需要规划先行。

规划中明确提到，成都将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奋力

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文化名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这

样的定位有特色、内涵广，极大地丰富了成都的城市功能。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目标，至2020年，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

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2035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本世纪

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从具体指标来看，新一轮的规划提出，到 2035 年成都市常住人口规

模控制在 2300万，为城市人口发展与吸引人才落户预留出约 700万人口

增量指标，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看齐。

在面积方面，成都的市域面积相对于上一轮规划，增加了 2214 平方

公里，总计为1.43万平方公里。总体规划修编之后成都的市域面积已经

跻身世界超级都市的范畴。

因为有世界级城市的定位和城市指标的增容，成都的未来发展将带

给市民更高的幸福感与对生活的更美好憧憬。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将带

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超级城市圈。

好的规划离不开科学的制定方式。本次总规编制充分借鉴了北京、

上海等总规的编制经验，采用“党委政府抓总、部门横向联合、市区上下互

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方联动模式。成都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先

后20多次实地踏勘调研，专题研究重点区域、重点工程，10多次专题研究

总规方案；召开10余次专家咨询会，邀请了92人次的国际国内知名专家

和院士；开展“总规四进”活动，包括进社区、进高校、进企业、进机关，充分

吸纳公众的意见，体现民主决策，科学规划。

公园城市定位世界领先

在成都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将要突出公园城

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这是一个彰显国际先进理念的定位。

从格局上看，公园城市是一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都

市形态。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这是一种对标世界顶级城市的眼光。

城市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美丽宜

居”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在城市人才争夺战的当下，成都拿出建

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决心，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这座城市的发展雄心。

这一点要如何推进？按照“生态投资是城市最优质资产”的理念，成

都将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以天府绿道串联生态区、公园、小游园、微绿

地，构建五级绿化体系，建设公园城市。

打造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正是成都践行绿色发展，建设公园城市的

重要举措。

总规提出，将龙泉山提升为总面积 1275 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品质的

城市绿心和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并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为中央绿

心，实现城市空间格局从“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翼”转变，既推动成渝

相向发展和成都平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又契合成都的资源禀赋，保护了

都江堰精华灌区良田沃土，实现可持续发展。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全面建成以后，将对城市的生态、生产、生活产

生明显影响。在生态方面，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70%，全市人均将增加10平方米净森林，每年将提升8.4亿立方米蓄水能

力（相当于3.6个三岔湖的容量）、固碳31万吨、释放23万吨氧气（可供84

万人一年呼吸），同时将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生态环境系统。在生活方面，

将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城市休闲服务，有效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生产方

面，将与周边城区形成产业互动，提供高端产业服务，支撑成都的对外交

往中心职能，大力提升现代化新天府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总长16930公里的三级天府绿道体系，同样是成都建设公园城

市的重点举措，这也是目前全国规划最长的绿道系统。根据天府绿道规

划方案，未来，成都将打造覆盖成都全域的区域、城区、社区三级绿道体

系，全域将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带”的区域级绿道1920公里，以及城区级

绿道5000公里以上、社区级绿道1万公里以上。到2025年，初步建成1920

公里长的区域主干绿道体系，2040年全市市域绿道体系全面成网。

高水平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青白江铁路口岸，伴随着火车的鸣笛声，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蓉欧

快铁从这里出发，途径陕西、甘肃、新疆，出阿拉山口后前往波兰、德国、

荷兰、土耳其等地，迄今为止已开行千余列。截至目前，蓉欧快铁中线

已拓展至罗兹、纽伦堡、汉堡等地，北线至俄罗斯，南向通道“厦蓉欧”

“深蓉欧”“昆蓉欧”等班列相继运行，辐射东盟的“蓉贵马”测试班列也

已经运行。

来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往来法兰克福、旧金山、伦敦、莫斯科等国际

大都市的飞机起飞又降落，串联起成都与世界的联系。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未来将让成都成为“一市两场”的航空枢纽城市，

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线在这里开通运行。

这座原来的西南内陆城市早已经在航空通道和铁路通道的拓展下，

成为连接欧亚的枢纽。坚持空铁并重、两港联动、多式联网，实施门户枢

纽建设工程，强化口岸功能，发展流量经济，打造联通亚欧、畅达全球的枢

纽体系，正是这次总规描绘的发展蓝图。

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成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开通到达更多世界各目

的地、更多班次的班列，开通更多国内外航线是对外联结的基础，但只是

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例如拥有国际铁路港的青白江区，正要借用港口的

资源，依托物流把商贸做起来，让更多企业落户在这片土地上。在聚集产

业方面和城市品质建设方面，青白江为成都国际铁路港还配套规划了欧

洲产业城、智慧产业城和凤凰新城。

这样的规划，也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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