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注：直接填写地块或单元编号表示该设施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单元编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关于《大铲湾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大铲湾北部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详见附件）进行公开展示，现公示如下：

大铲湾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本)

1. 总则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

例》《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大铲湾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以下简称本规划)。本规划适

用范围为：沿江高速、纬一路、金湾大道、金港大道、2022年海岸线所围合的区域，总用地面积135.3公顷（以

下简称规划区）。

1.2 本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为《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在编）及其他经批准的专项规划。

1.3 本规划采用标准单元管控，为推进规划实施，在符合标准单元规划控制要求前提下，规划实施方案可结合

下一步规划实施需要和相关政策要求，对地块层面规划控制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

1.4 本片区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1.5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深

标》）确定。

1.6 本规划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负责解释；若须修改，

应按相关程序报批。

1.7 本规划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开始实施。

2. 发展目标

2.1 规划区的发展目标：落实前海打造大铲湾深港数字经济组团的战略要求，依托大铲湾临港产业和深圳“互

联网+”未来科技城科技产业优势，大铲湾北部片区和南侧“互联网+”未来科技城片区联动发展，共同建设成

为数字经济服务创新区。

2.2 规划区的产业导向：聚焦“数字经济”和“航运物流”两大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和航运服务

产业集群。

2.3 规划区规划人口规模为指引性指标，规划就业人口约4.3万人，规划居住人口约1.81-2.9万人。

3. 土地利用

3.1 依据上位规划、结合片区具体情况，本片区划分为一个标准单元，标准单元具体控制要求详见“图表”。

3.2 规划区的用地性质及相关控制要求详见“图表”中“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

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土地的混合使用应依据《深标》相关规定执行。

3.3 规划区的地块界线，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对地块进行

合并或细分。

3.4 本规划将04-05地块规划为发展备用地，未来主导功能为绿地与水域，若未来凸堤开槽无法实施，可结合需

求用于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未来开发建设时具体的规划指标需报前海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3.5 本图则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利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

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利用权。

4. 蓝绿空间

4.1 规划区蓝绿空间体系的构成：前海湾滨海岸线、凸堤开槽水廊道、共乐涌及沿线绿带等。

4.2 规划区的水系、公园绿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应按照相应的政策法规进行保护、利用和生态修复。

4.3 规划区的公园绿地构成为：城市公园、社区公园、沿街绿带等。城市公园为前海湾沿线绿地空间。社

区公园为结合凸堤开槽水廊道和共乐涌两侧设置的公园绿地等。沿街绿带为结合道路设置的线型绿地。

4.4 规划区的水系网络构成为：前海湾水系、凸堤开槽水廊道及共乐涌。水系利用应在满足防洪规范要求

的前提下，遵循宜水则水、宜林则林的原则。

4.5 规划区需要重点保护与修复的自然资源为：前海湾滨海岸线、共乐涌。

4.6 规划区的海岸带应保证有公共、连贯的滨海公共空间与慢行通道。

5.开发管控

5.1 本片区规划容积总量为211.8万平方米，增量约165.1万平方米，居住增量约51.6万平方米（不含公共

服务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科研设施等建筑面积以及规划为公园绿地、发展备用地等用地

的现状建筑面积）。容积增量包括自本规划批准之日起，国有未出让用地或未明确规划指标的非农建设用

地、征地返还用地上的容积增量，已批未建用地因本规划或今后规划调整产生的容积增量，以及已建成地

块因新批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实施方案或规划调整产生的容积增量。

5.2 根据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传导要求，本规划确定标准单元的规划容积增量及相关控制要求，详见“图表”

中“标准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其中，标准单元的规划容积增量为刚性控制内容。

5.3 本规划仅确定地块容积中工业、物流仓储、居住用地的规定建筑面积（不含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

设施等的建筑面积）。地块容积确定还应满足公共服务设施承载力、交通市政设施承载力、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地质条件、生态保护等要求，并满足日照、消防等规范要求。在特殊地区，还应满足文物保护、机

场净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微波通道、油气管线防护、危险品仓库、核电站防护等相关控制要求。

5.4 本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机场、港口、核电站等用地的地块容积不作规定，其开发强

度和建设规模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确定。

6. 公共设施

6.1 本规划的标准单元按照《深标》、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要求，均衡布局各类公共设施，规划公共设施

的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本规划未涉及的其他公共设施按《深标》及相

关标准规范予以落实。

6.2 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的类型、等级与规模为刚性控制内容，不得减少或取消。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

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的，应按相关程序进行确定。

6.3 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以保障规模、满足社区生活圈要求、确保实施为前提，可在标准单元范围内

适当调整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的地块边界和位置。

7. 综合交通

7.1 本片区综合交通的规划目标是构建规模合理、功能完善、内外畅达、高品质的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以公共

交通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建立“轨道+慢行”为主，各类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综合交通系统，支撑大

铲湾片区高标准建设。片区综合交通规划策略为：强化轨道支撑，提升公交服务能力；完善周边路网，疏通交

通瓶颈；打造立体慢行系统，提升片区慢行交通品质；严格停车控制，鼓励智慧共享。

7.2 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的类型、规模等为刚性控制内容。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7.3 本片区道路系统的等级、位置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主干道及以

上道路的等级、主要交叉口位置为刚性控制内容。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等级、线型、功能与本规划基本相

符的，仅局部路段（含局部拓宽占用两侧规划用地的）、横纵断面和交通节点与本规划不完全一致且属于微调

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7.4 规划区内规划有轨道交通15号线和9号线，规划轨道具体线位及站点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7.5 本规划应构建便利的自行车系统，新建次干路及以上级别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鼓励按照《深圳市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要求设置自行车道。

7.6 本规划在05-01地块内设置了1处东西向8米的非机动交通（慢行）通道，串联凸堤开槽水廊道及滨水、商业

活动节点等公共空间。非机动交通（慢行）通道是片区慢行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内容，应全天候对公众保持畅

通开放，紧急情况下可通行救援车辆。非机动交通（慢行）通道不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无需建筑退线，用地权

属无需移交政府，通道具体线位可在下阶段详细设计中优化，但不得取消及降低规划宽度、不得随意变更为机

动交通道路。

7.7 规划区建议性支路的位置以虚线表示，在规划实施中，其线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规范要求、保证有

效衔接的前提下适当调整。

7.8 规划区沿辅八路规划有一处轨道交通站点，宜结合站点定位、具体地块规划条件等进行地上地下一体化开

发，集聚城市公共空间与综合服务功能，鼓励地下空间互联互通。

7.9 规划区教育设施用地宜结合地块规划条件进行地下停车设施一体化开发，归并机动车出入口，减少对周边

街区的干扰。

8. 市政工程

8.1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配置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

套设施。市政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8.2 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类型、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

表”。 在规划实施中，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规范要求、保证有效衔接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本规划未涉及的

其他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1）湾区公共空间一体化

规划区应强化公共空间与“互联网+”未来科技城、宝安中心区、前海三湾片区滨海开放空间的连接，共筑公共、

开放、多元、安全、连续的公共空间系统。同时在兼顾防洪防潮工程安全要求及景观设计要求下，加强特色滨水

空间和滨水界面的塑造。

（2）湾区天际线一体化

环湾天际线以宝安中心区、桂湾片区为制高点，环湾向两侧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规划突出湾尖地区天际线的层

次，滨水第一界面建筑高度适当降低，形成由城向海梯级跌落的城市形态。

10.2 本规划由滨河慢行道、公园绿地慢行道、各级道路中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人行天桥等构成慢行网络。规划

区鼓励在轨道站点、公交站点、公共空间及其他主要城市功能区之间建设全天候、立体化、无障碍的慢行网络。

10.3 规划区应在符合航空限高管制要求下，打造富于变化的海湾天际线。片区内建筑高度满足以下要求：

（1）滨海地区的建筑高度整体呈现由内陆向滨海逐步跌落的空间形态，保障滨海观景区的最大化。

（2）结合轨道站点，形成规划区的地标区域。

（3）滨水地块建筑鼓励采用多层次高差设计理念，垂海鼓励设置林荫街道，面海鼓励建筑退台，提供丰富的空中

花园。

10.4 规划区依托凸堤开槽设置1条公共视线廊道，视廊不应有遮挡自然景观视野的大体量建筑物。鼓励线性视廊

两侧第一滨水界面布局以商业为主的建筑功能，营造活力商业及公共服务界面。

10.5 大铲湾凸堤开槽两侧作为片区重要的城市景观区，应凸显海-城特色、呈现由内陆向水廊道逐步跌落的空间

形态，打造区域标志性建筑群。

10.6 规划区04-04地块结合《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 (2018-2035)》 设置核心管理区，原则上退海岸

线35米范围核心管理区内规划公共绿地、公共开放空间为主，允许建设小型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或滨海科研

等必须临海布局的产业项目。

10.7 15号轨道线站点周边片区属于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地区，其余地区属于地下空间一般开发区。

10.8 02-02、02-03地块之间、04-01、04-03地块之间、04-03、04-04地块之间以及04-03、04-02地块之间预留弹

性地下连接通道，具体位置和宽度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情况需要在下一层次设计中确定。

11. 规划实施

11.1 本规划实施应优先落实标准单元内规划的配套设施、主次干路、公园绿地以及其他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11.2 本规划实施时应满足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的相关要求。

12. 其他

12.1 本规划片区用地如涉及地质灾害场所的，建设时须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等要求。

12.2 本规划条款未提及的其他修改和调整事项，应按相关程序报前海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12.3 地名应依据《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程序批准。除已批准的标准地名外，本规划中的

规划命名（含道路名称）仅作为地名审批的参考，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规划命名详见规划“图表”及

“附表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12.4 规划区内海绵城市建设应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

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规定执行，强化节水管理和径流管理。

12.5 本规划编制结合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理念做出整体功能布局安排，在后续实施阶段应按照《深圳经济

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执行。

12.6 规划区内拟规划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的地块，应在开发利用前按照国家、省、市土壤污染

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土壤环境管理要求。

12.7 规划区内绿色建筑建设时须满足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等要求。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个） 所在地块

备注
总量 规划新增 现状保留 规划新增

教育设施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1 — 02-01 54班

幼儿园 2 2 —
（02-02） 18班

（04-04） 12班

托育机构 2 2 — （02-02）、（04-04） —

医疗卫生设施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1 — （02-03） —

社会福利设施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1 1 — （02-02） —

文化娱乐设施 文化活动室 2 2 — （02-03）、（04-02） —

儿童游戏场地
公园儿童游戏场地 1 1 — （04-07） —

社区儿童游戏场地 3 3 —
（02-02）、（02-
03）、（04-02）

—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8 8 —

（02-02）、02-03）、
（04-01）、（04-
02）、（04-03）、
（04-04）、（05-
01）、（06-05）

—

管理服务设施

社区管理用房 2 2 — （02-02）、（04-02） —

社区警务室 1 1 — （02-02） —

社区服务中心 2 2 — （02-02）、（04-02） —

派出所 1 1 — （04-01） A级

交通设施 公交首末站 1 1 — （02-02） —

市政设施

变电站 1 1 — 01-02 110kV

片区汇聚机房 2 2 — （02-02）、（04-04） —

邮政所 1 1 — （02-02） —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 — （04-01） —

消防站 1 1 — 03-04 一级普通

设备管理用房 1 1 — （04-07）
大铲湾凸堤开槽设

备管理用房

公共厕所 3 3 —
（01-01）、（04-
01）、（05-01）

—

备注：直接填写地块或单元编号表示该设施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单元编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附表

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米） 断面形式 备注

快速路 1 妈湾通道（隧道） 70-80 双6

主干路

2 金港大道 97.5-125
主线：双向6 设有公交专用道

疏港专用：双向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3 金湾大道（西乡大道以南段） 70-80 双向6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4 金湾大道（西乡大道以北段） 47 双向8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5 西乡大道 60
主线：双向6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辅道：双向4车道

6 海安路（辅三路） 37/50 双向6车道 设有公交专用道

次干路

7 海川路（辅七路） 30 双向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8 海灵路（辅八路） 30 双向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9 海潇二路（纬一路） 29 双向6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支路

10 海立路（辅一路） 24.5 双向4车道 设有单侧自行车专用道

11 海福路（辅二路） 28 双向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12 海宴路（辅四路） 30 双向双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13 海晴路（辅五路） 22 双向4车道 设有单侧自行车专用道

14 海馨路（辅六路） 16 双向2车道 ——

15 海忠路（辅九路） 21 双向4车道 ——

16 海博路（辅十路） 28 双向4车道 设有自行车专用道

轨道等级 轨道名称
片区内

敷设方式 备注
站点名称

普速
轨道15号线 铲湾北站 地下 规划

轨道9号线 —— 地下 规划

附表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8.3 预测本片区平均日用水量1.71万立方米/日，最高日用水量2.02万立方米/日。现状用水来自朱坳水厂及新安

水厂，朱坳水厂原水取铁岗水库东部水，现状规模50万立方米/日，规划规模50万立方米/日。新安水厂原水取铁

岗水库东部水，现状规模7万立方米/日。规划取消新安水厂，现状保留朱坳水厂，规划水源采用铁岗水库、东深

东部混合水、西江水，规划扩建规模35万立方米/日。区域规划新增DN200～DN1000给水管。

8.4 本片区平均日再生水预测量1031立方米/日，最高日再生水预测量1216立方米/日。本片区再生水来自固戍再

生水厂，现状规模56万立方米/日，规划规模76万立方米/日。本片区内敷设DN200～DN400再生水管。

8.5 预测本片区平均日污水量为1.63万立方米/日。规划污水经收集排往固戍水质净化厂，固戍水质净化厂现状规

模56万立方米/日，规划规模76万立方米/日，控制规模90万立方米/日。在规划区外纬一路南侧深圳“互联网+”

未来科技城新建污水泵站,规划规模3.5万立方米/日，控制规模5.0万立方米/日。近期沿金湾大道、金港大道布置

DN800压力管、沿西乡大道布置一根d1000污水管，规划保留规划区内d400污水现状管。规划沿区外的海滨大道、

兴业路布置一根d2400污水主干管向北接入固戍水质净化厂，沿纬一路、经一路布置DN800污水压力管，沿区内其

他道路布置d400～d1000污水规划管。

8.6 （1）规划区设计暴雨强度重现期采用5年一遇。保留区内及周边d400～d1650雨水现状管，在区内沿路布置

d800～d2000雨水规划管。

（2）本片区防潮标准为1000年一遇。

8.7 预测本片区最高用电负荷约8.6万千瓦。本区10kV电源主要由区内的110kV大铲湾站提供，主变容量为

3×63MVA。规划1座道路照明箱式变电站，容量为160千伏安。区内规划电缆沟的断面规格主要为1.2m×1.2m、

1.4m×1.7m和2×1.4m×1.7m。

8.8 预测本片区固定通信用户约3万线，宽带用户约2.4万户，移动通信用户约7.2万户，有线电视用户约1万户。

本区通信业务主要由区外的西乡电信机楼、宝安电信机楼和宝城移动通信机楼提供。区内规划邮政所1个，需建筑

面积300平方米；片区汇聚机房2个，各需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区内规划通信管道的容量为12-30孔。

8.9 规划预测本片区年总用气量为307万标准立方米/年；高峰小时用气量为1160标准立方米/小时。规划中压（A）

一级配气系统供气，管道设计压力为0.3Mpa，规划沿市政道路敷设管径为DN150～DN300的燃气中压管道为区内供

气，管道与区外市政中压管网连接。

8.10 若道路规划建设综合管廊，应与本规划对接，入廊管线应满足本规划的需求。

9. 防洪(潮)排涝工程

9.1 规划区河道蓝线范围内的任何建设活动均应符合蓝线管理规定要求，保障河道防洪排水功能。依据《深圳市

防洪（潮）排涝规划（2021-2035年）》，规划区规划防洪标准为200年一遇，防潮标准为1000年一遇；共乐涌现

状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

9.2 规划区内规划堤防标高为6.0m。由于规划区域为填海新建区域，区域现状标高均大于规划防潮标准1000年一

遇设计高潮位。规划区域内排水应优先选用自排方式，实现高效率排水，场地竖向宜采用“中间高、四周低”的

原则进行设计。道路竖向应选择合理的坡度，避免出现排水不利点，保障排水高效、通畅。

9.3 规划区位于珠江口流域，应实现彻底的雨污分流，并结合低冲击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手段，减少进入水体的面

源污染物总量和入湾污染负荷，保障湾区水环境。

10.城市设计

10.1 规划区开发建设应注重与周边规划及城市环境相协调，尤其是与前海三湾片区和宝安中心区的衔接，突出湾

区一体化风貌塑造。

（1）湾区公共空间一体化

一、公示方式

   （一）现场展示

1.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楼展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一路293号；

3.深圳市前海管理局e站通大厅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月亮湾大道交汇处南侧前海深港合作区e站通；

4.深圳市西乡街道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二路108号；

5.项目现场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大铲湾港区辅四路和辅六路交叉口，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楼大堂。

   （二）网站

1.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http://pnr.sz.gov.cn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http://pnr.sz.gov.cn/ba/

3.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http://qh.sz.gov.cn/

二、公示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30个自然日（2023年9月28日至2023年10月27日）。

三、公众意见征询

    公示期间，任何人或单位均可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提出意见和建议，提出意见和建议应
该填写“公众意见征询表”，在展示地点及展示网站均有“公众意见征询表”供市民领取或下载。

    填完后可将“公众意见征询表”寄往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一路293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
科（邮编518000），并注明“大铲湾北部片区公众意见”字样。本次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为2023年10月27日
（如邮寄，以邮戳日期为准）。我局将按相关规定对公众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并按程序将控制
性详细规划草案和公众意见处理情况进行报批。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并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27832425。

    附件：1. 大铲湾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文本

          2. 大铲湾北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图表 

3. 公众意见征询表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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