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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绿色智慧融合发展，打造有机融合、良性循

环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低碳智慧，结合“一带一路”国家有关管理规范、标准等，制定本导则，

以指导境外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工作。 

1.0.2本导则所述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下的专项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

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建筑、绿色智慧交通、产业发展、健康与人文等专项，是绿色智慧园区规

划建设的依据。 

1.0.3 本导则适用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智慧园区的规划设计。 

1.0.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绿色智慧园区的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园区

所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2 

2 术语 

2.0.1“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园区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 

由中外两国政府推动、国内企业主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或参与建

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特色鲜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各类经贸合作

区的统称，包括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总部基地、生态农业园区等。 

2.0.2 绿色智慧园区（Green Smart Industrial Park） 

以绿色发展为核心，采用整体方法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在规划设计中注重采用绿色建筑、

能源节约、本地建材、生态交通、公共空间等；充分利用传感器、智能设备等信息化基础设施

和信息化手段，获取数据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处理，为园区企业及员工提供便捷、舒适、节能、

环保和人性化服务的产业聚集区。 

2.0.3 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 

在中观尺度（城市与社区）上，指基础设施化的绿色空间，不仅具有缓解城市洪涝灾害、

控制水质污染、恢复城市生境、提高空气质量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基础性生态服务，同时提

供游憩、审美、文化与精神启发等层面的人居环境服务。在微观尺度（场地与绿色基础设施）

和技术层面，是以绿色技术为手段对场地进行人居环境综合设计，以恢复完善生态系统服务。 

2.0.4 智慧基础设施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信息设施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统优化组合为一体，

向园区涉众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康的园区智能化环境。 

2.0.5 海绵园区 (Sponge Industrial Park) 

指园区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

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园区发展方式，有利于达到修复园区水生态、涵养园区

水资源、改善园区水环境、保障园区水安全等多重目标。 

2.0.6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指年降雨总量控制率，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入渗、

滞留、调蓄和收集回用，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占全年降雨量的比例。 

2.0.7 园区碳中和 (Carbon Neutral of the Park) 

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

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园区二氧化碳“零排放”。 

2.0.8 CIM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指城市信息模型，是以城市信息数据为基础，建立起三维城市空间模型和城市信息的有机

综合体。 

2.0.9 一刻钟生活圈 (15 Minutes Life Circle) 

是以园区为服务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围内，以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

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园区商圈。 

2.0.10 产城融合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实现居住与就业的融合、城镇社区与产业园区的融合；是以人本为导向，通过多元要素的

均衡协调发展，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目

标的一种科学发展状态。 

2.0.11 5G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2.0.12 安全韧性（Safety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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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城市、社区、组织等)在灾害环境中承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 

2.0.13 生态交通（Eco-Mobility） 

生态交通是既满足人的运输、出行和旅游基本需求而资源消耗及环境影响又最小的可持续

交通系统，是按自然和人类生态原则对交通硬件(车辆、动力、道路及环境)，软件(管理和服

务系统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和心件(使用者、受影响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实施综合规划与管理的

复合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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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园区发展定位与目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生态和谐、韧性安全、循环经济、智慧能源、智能交通； 

2 园区发展应有助于所在国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是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目标(SDG11)； 

3.0.2 园区规划设计应遵循国际通用、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中外规划体系的互相借鉴，构

建服务园区产业功能、级配合理、布局均衡、促进当地发展的服务设施和空间体系。 

3.0.3 园区规划设计应注重全过程控制，通过强化全过程控制理念应用，将发展意识融入

项目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和运营全生命周期，提高园区规划设计水平。 

3.0.4 在园区规划设计全过程中应用智慧手段提升各专项规划设计的智慧化水平，为实现

园区的绿色生态目标提供支撑。通过智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引导园区绿色、低碳开发，优化园

区能源利用形式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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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设计程序与成果 

4.1规划设计编制程序 

4.1.1 绿色智慧园区规划设计编制程序宜包括前期调研、绿色智慧总体方案设计、绿色智慧专

项规划设计等阶段。 

4.1.2 为掌握园区及周边地区现状、规划基本情况，为绿色智慧专项规划提供基础资料，前期调

研阶段应开展下列工作内容（规划设计调研评估内容见附录 A）： 

1收集园区驻在国和所在地的规划编制要求、标准等政策文件； 

2收集所在地总体规划及园区上位规划、立项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环境评估等基础资

料； 

3宜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以三维 GIS和 BIM技术为基础，集成多源大数据，通过

对园区的数据采集、挖掘、分析、整合和展示，构建多尺度下园区的数字镜像，支撑园区规划

设计工作； 

4组织现场踏勘，对园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用地情况、交通状况、产业资源、配套

设施等进行调研； 

5与项目开发建设部门、管理部门等相关方进行访谈，了解绿色智慧建设需求。 

4.1.3 应依据园区发展战略、整体功能定位要求，明确园区绿色智慧建设目标、专项规划任务及

总体指标体系、进度安排、验收方式等，并通过委托方、建设方及相关部门确认，形成绿色智

慧总体方案。 

4.1.4 应根据项目需求完成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建筑、绿色智慧交通、产

业发展、健康人文等专项规划设计方案，并与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市政设计等进行方案对接；

专项规划设计方案内容应符合绿色智慧总体方案要求及目标，应与园区总体规划、上位规划协

调一致。 

4.1.5 在绿色智慧总体方案设计和专项规划设计阶段，应建立建设管理部门、社会公众与规划

技术人员的沟通渠道，对规划目标、内容、技术措施等内容进行充分沟通，沟通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研讨会、论坛、问卷调查、展览展示等。 

4.2规划设计成果文件 

4.2.1 规划设计成果文件应达到但不限于附录 B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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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 

5.1基本要求 

5.1.1 规划设计应遵循保护生态原则，并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不破坏现场文物、自然水系、湿地、基本农田、森林，不违反与之相关的其它保护区规

定内容，宜保留与利用场地内有环保价值和资源再利用价值的地形、地貌和水体水系，宜保持

和利用原有保护用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 

2通过对园区及周边的生态资源调研，确定生态保护范围及重点，尽可能减少开发建设对

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 

3对自然灾害进行评估，减少影响； 

4在开发建设的同时开展生态补偿和修复工作。 

5.1.2 规划设计应有序开发，并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科学评估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识别园区所在区域的自然风险，并制定应对措施； 

2控制园区规模，减少因人口、交通等因素改变对环境产生的冲击； 

3有序安排开发建设周期，明确各阶段重点建设任务。 

5.1.3 规划设计应尊重驻在国使用者生产生活办公习惯，合理布局场地空间，提高功能空间的

可达性和便利性，创造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5.1.4 规划设计应适应高质量发展和智慧化管理的要求，利用物联网、4G/5G、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园区规划设计精准性和运营管理的高效性。 

5.2规划设计内容 

5.2.1 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专项规划设计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以下内容：规划设计目标与指标体

系、园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案、园区环境监测治理方案、园区生态绿地规划方案、水系规划

设计方案、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优化方案。 

5.2.2 应明确园区自然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绿色智慧专项规划设计的目标，参照表 5.2.2 编制

专项指标体系，量化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绿色智慧规划指标。 

表 5.2.2自然生态与土地利用绿色智慧规划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绿地空间 

1 绿地率 

2 人均绿色空间面积 

3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水环境 
4 地表水环境质量 

5 生态驳岸建设比例 

空气质量 
6 PM2.5平均浓度达标天数 

7 PM10平均浓度达标天数 

噪声环境 8 环境噪声区达标覆盖率 

土地利用 9 职住平衡比 

配套设施 

10 商业服务设施服务半径满足一刻钟生活圈覆盖率 

11 医疗诊所服务半径满足一刻钟生活圈覆盖率 

12 文体设施服务半径满足一刻钟生活圈覆盖率 

13 公共开放空间服务半径满足一刻钟生活圈覆盖率 

智慧园区 
14 高速通信网路（4G/5G）覆盖率 

15 智慧园区管理平台覆盖率 

5.2.3 园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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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生态系统现状，包括地形、土壤、植被、水文和水生生态系统。提出园区建设的主

要限制因素及规划方向、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及内容； 

2按照《生态恢复实践的国际原则与标准》（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或其他生态保护修复等效标准及指南，对开

发建设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情况制定修复策略。 

5.2.4 园区环境监测治理方案应满足下列要求： 

1宜基于园区多功能智慧灯杆等智能基础设施建立园区环境监测系统，对空气质量（应包

括 PM2.5,PM10,O3,SO2,NO2,CO 等指标）、噪声、气象（应包括温度、湿度、风力、降雨量等指标）

进行监测，并基于 5G技术远程传输存储和展示； 

2 园区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驻在国空气质量标准中生产办公类功能区的质量要求或其他

等效标准要求，超出限值的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及防治策略，空气质量标准可参考表 5.2.4-

1； 

表 5.2.4-1 空气质量标准 

序号 指标分类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µg/m³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µg/m³ 
3 一氧化碳（CO） 24小时平均 4 mg/m³ 
4 臭氧（O3） 8小时平均 160 µg/m³ 
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um） 年平均 70 µg/m³ 
6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um） 年平均 35 µg/m³ 

3如园区受交通噪声或生产噪声影响较大，环境噪声限值超出驻在国声环境标准或其他等

效标准中噪声限值，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环境噪声限值可参考表 5.2.4-2； 

表 5.2.4-2 环境噪声限值 

序号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昼间（单位：dB） 夜间（单位：dB） 
1 科研办公类 55 45 

2 工业混杂类 60 50 

3 工业生产、仓储物流类 65 55 

5.2.5 园区生态绿地规划应满足下列要求： 

1统筹安排各类城市绿地，分别确定其位置、性质、范围和发展指标；各类城市绿地包括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依据柯本气候分类，绿地率指标可参考表 5.2.5，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绿地率不宜大于 20%。 

表 5.2.5 园区绿地率参考指标 

一级气候组 绿地率参考指标 备注 

赤道带 
30% 

位于“热带干燥稀树草原气候带”的园区可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绿地率 

暖温带 —— 

冷温带 20-25% 
位于“极寒的亚北极气候带”和“受季风影响的极寒亚北

极气候带”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绿地率 

干旱带 【1】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绿地率 

极地带 【1】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绿地率 

注【1】：绿地率应不低于当地标准规范要求。 

2园区绿地需均衡布局，类型丰富，特色突出；绿地空间应与步行系统连接，具有连续性

和可达性，绿色空间 8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应达到 90%，人均绿色空间面积应到达 11.25平方

米；规划方案中可对重要绿地空间节点进行深化设计，明确用地范围、功能定位、空间布局、

设计意向等，加强绿地空间与公共活动的融合，丰富绿地空间的综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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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园区树种规划应适地适树，优先采用乡土树种；合理确定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乔

木、灌木和草本植物比例；本地木本植物指数宜达到 0.7；每 100平方米的绿化用地中乔木量

不宜少于 3株； 

4有条件的园区宜设计立体绿化，可采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护坡绿化、高架绿化等形

式；屋顶绿化或架空层实际绿化面积宜大于屋顶或架空层可绿化面积的 60%；实施墙（面）体

绿化、桥体绿化、棚架绿化、窗阳台绿化、硬质边坡实际绿化面积宜大于载体外立面可绿化面

积的 20%； 

5 制定分期建设规划，确定近期规划的具体项目和重点项目，提出建设规模和投资估算； 

6从政策、法规、行政、技术、经济等方面，提出园区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措施。 

5.2.6 园区水系规划应包括水域、水质、水生态保护及利用、滨水空间、涉水工程协调规划、污

染控制规划等相关内容，并符合以下要求： 

1应明确保护水域的面积和基本形态，提出水域保护的控制要求和措施；水体的利用应符

合水功能区划要求，不得影响防洪安全； 

2应明确水系水质保护的目标和制定水质保护的措施；水质保护目标应根据水体区划功能

制定，满足对水质要求最高的规划功能要求，并不应低于水体的现状水质类别； 

3应划定水生态保护范围，提出维护水生态系统稳定与生物多样性的措施等内容；划定为

生态性岸线的区域必须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严禁在生态性岸线区域设置与水体保护无关的建设

项目； 

4应保护水系的滨水空间资源，滨水绿化控制线范围内的绿化应有足够的公共性和连续性，

并宜结合滨水绿化控制线布置滨水道路； 

5涉水工程协调规划应对给水、排水、防洪排涝、水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综合交通等

工程进行综合协调，同时还应协调景观、游憩和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内容； 

6污染控制规划应包括点源污染、面源污染等污染控制规划；对于点源污染控制，应完善

园区污水管网及污水泵站等污水收集装置，将污水集中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确保园区内

污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理；对于面源污染，应结合海绵园区建设，采用低影响开发技术削

减初雨污染。 

5.2.7，应在园区土地利用规划基础上提出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优化建议： 

1园区用地规划应注重复合性，除产业办公用地之外，宜配套部分居住用地及配套服务用

地，用地比例可参考表 5.2.7-1； 

表 5.2.7-1 园区用地比例 

序号 用地名称 
占园区建设用地比例（%） 

产业主导型园区 产城融合型园区 
1 商务办公，工业，仓储物流用地 ≥60 20-40 

2 公共设施用地 3-10 8-12 

3 居住用地 0-8 15-25 

4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8-12 10-15 

5 公用设施用地 2-5 3-8 

6 绿地与广场用地 20 35 

2统筹产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交通规划、水资源规划等多项规划，落实一

本规划、一张蓝图与其他各类规划的关系，避免矛盾；安排好规划实施时序，保障规划有序实

施； 

3 园区内结合地形及场地条件，打造步行优先的小尺度街区，地块边长宜控制在 250 米； 

4建筑布局设计应营造良好的风环境，宜设置通风廊道，保证舒适的室外活动空间和室内

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减少气流对区域微环境和建筑本身不利影响，营造良好的夏季和过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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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风条件； 

5根据园区规模及定位，园区内宜规划配套商业、医疗、文体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及公

共开放空间，服务半径均宜满足一刻钟生活圈的标准；配套服务设施可适当集中，鼓励混合设

置各类服务设施，一站式解决服务功能；从园区内生产生活类建筑到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距离可

参考表 5.2.7-2； 

表 5.2.7-2 园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一览表 

分类 设置距离 

商业 
超市、便利店、餐厅、咖啡厅、生活服务类

（快递、维修等） 

步行 10分钟（500米） 

医疗 
卫生服务站 步行 10分钟（500米） 

综合诊所 步行 15分钟（1000米） 

开放空间 
组团绿地 步行 10分钟（500米） 

园区综合性公园、广场 步行 15分钟（1000米） 

健身 健身房、运动场 步行 15分钟（1000米） 

文化 
阅览室、室内活动室 步行 10分钟（500米） 

综合图书馆、放映厅 步行 15分钟（1000米） 

教育 

幼儿园 步行 5分钟（300米） 

小学 步行 10分钟（500米） 

中学 步行 15分钟（1000米） 

兴趣培训、职业培训 步行 15分钟（1000米） 

6园区宜采用城市信息模型（CIM）技术，建立建筑物、基础设施等三维数字模型，实现规

划、建设、管理、运行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搭建；园区应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通信

信号高质量覆盖，高速通信网路（4G/5G）100%覆盖； 

7园区宜构建“一站式”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实现园区安防、智慧办公、服务咨询一网通

办，提高园区智慧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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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综合利用 

6.1基本要求 

6.1.1 园区水资源及利用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从项目整体最优着眼，在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要对生态进行保护，综合考虑

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保障园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在确定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园区的气候特点，水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

平，从多方面研究切实可行的规划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和规划指标能够落实到位； 

3节水优先，治污为本，使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提高用水效率，实现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用水量、水质方面进行管理，保障用水安全，减少淡水消耗。多渠道

开源，加大再生水、雨洪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4园区应在规划设计等阶段运用智慧化的手段提升规划设计水平，推进智慧化手段在园区

建设管理以及运营服务方面的应用，实现园区绿色高效发展。 

6.1.2 园区能源与碳排放管理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加强区域能源管理，提倡可再生能源利用，通过节能措施降低建筑、照明能耗； 

2园区应在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系统性地融入低碳理念，确定碳排放控制目标、达到

所在地低碳目标要求，尽可能实现近零碳目标要求；园区应制定近零碳实施路径规划，利用节

能、减排、固碳、碳汇等多种手段，通过产业绿色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

等途径，在保证生产活动安全高效的前提下，让园区实现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园区碳排放

范围应包括园区用能系统、交通、水系统、废弃物处理系统、建筑、绿地碳汇等； 

3园区综合能源规划应遵循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的原则，因地制宜根据各类能源的特点将

可再生能源与电网、储能等进行统筹，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质量，保障园区能源稳定

供应的同时，促进整个能源系统的清洁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改造工程； 

4优先利用适宜驻在国资源条件的可再生能源类型，提高园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消

费比重，实现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最大化；加强能源输配系统与市政设施规划协调、融

合，实现基础设施功能最大化； 

5园区综合能源规划应遵循多能互补、梯级利用的原则，按照驻在国资源条件和合作园区

的差异化特点，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提高能源系统运行效率，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合理保

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节能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6园区综合能源规划应遵循融合共享、经济合理的原则，加强园区能源系统和建筑用能系

统的匹配优化，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6.1.3 园区材料与固体废弃物管理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园区建筑材料的选择以资源、环境和健康为出发点；推广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

料的使用，装饰装修材料鼓励使用环保耐久材料，鼓励使用低碳化材料； 

2园区应建立多层次、多门类结合的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体系和科学、合理、市场化运

作的现代固体废弃物管理体系，提高固体废弃物的市政处理水平； 

3园区内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应全面管理、重点控制，在时间和空间上突出不同特点；在园

区建设期，重点强化建筑垃圾的回用、处理和资源化；在园区建成后，重点进行生活垃圾、餐

厨废物、绿化废物等固体废物的管理；针对居住集中区，重点进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收集；

对于商业和办公集中区，强化可燃垃圾的收集处理和餐厨废物的严格管理；对景观绿化带和区



11 

内河道，分别加强对绿化废物和河道废物的处理与管理。 

6.2规划设计内容 

6.2.1 水资源及利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对基准年和未来各规划水平年的需水量、供水量、水资源供需进行分析，确定需水满足

度、余缺水量和水环境状况等指标； 

2方案设计阶段应对园区内的水资源利用进行合理规划，制定水资源管理设计方案，统筹

考虑雨水、再生水等多种水资源形式，做好各种水资源的分类利用，满足园区内对于水资源利

用的需求，并制定水质保障及检测方案； 

3园区宜实现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100%，供水水质符合当地国家的规定； 

4应当使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 

5园区内应通过制定海绵园区规划方案，降低水环境污染和内涝风险，并实现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方案需满足下列要求： 

1）园区采用海绵园区理念建设，合理规划雨水径流途径，减少地表径流和径流污染； 

2）制定海绵园区建设目标和规划指标，划定海绵管控分区并细化各分区的管控指标；园

区宜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5%；径流污染削减率不低于 50%；内涝防治系统设计重现

期不低于 50 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应按照当地的气候和降雨情况确定，

具体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C； 

3）园区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雨水的下渗、滞蓄或再

利用；对大于 10hm
2
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 

4）人工景观水体的补水严禁使用自来水，应充分利用场地的雨水资源，用于景观水体的

补水； 

5）合理设计和采用多种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包括绿色屋顶、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等，

增加雨水调蓄量和渗透量，使得开发后场地雨水的外排量不大于开发前场地雨水的外排量；具

体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比选详见附录 D； 

6园区内的水环境质量至少达到当地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7园区内实现雨污分流，生活污水应 100%排入公共污水管道，工业污水和废水须达到或经

过预处理后，符合当地城市污水处理接纳标准后排入公共污水管道； 

8园区应制定再生水利用方案，并满足下列要求： 

1）应充分利用有应用价值的污水，污水处理率宜达到 100%； 

2）充分利用当地可获得的再生水资源，发挥再生水应用价值，如用于园区绿化用水、道

路浇洒等，再生水利用率宜达到 50%以上； 

3）根据园区的实际情况评估是否规划建设再生水厂和处理厂，若项目所在地在市政再生

水厂的供水范围内或规划供水范围内，则需根据经济合理原则确定再生水管网的管径，保证再

生水供水管道最不利点自由水头不低于 20 米。若需建立再生水厂或处理站，应与主体工程同

步设计、施工和使用；再生水厂或处理站的规模应充分考虑园区开发特点。 

9园区内建设用地应进行水土保持规划，采取避免水土流失的措施。 

10园区宜进行智慧园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建设，加强气象、水文及水环境等数据监测，

积极探索并开展大数据智慧应用，提高园区水环境污染风险和内涝风险的预测预警能力，增强

园区韧性。建设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园区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用于统计分析各类用水情况和记录

保存水质监测结果。采用先进的水环境分析技术，实现水环境污染风险智慧化管控； 

2）实现园区易涝点和降水的实时监测，监测的内容包括典型场次下易涝点的积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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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深度和雨水退后时间。可采用摄像、电子水尺、水位计等方式，数据采集与通讯时间间隔

不宜大于 15min。宜采用模拟技术，对未来雨情、水情和险情等科学研判，提高内涝风险预测

预报预警能力； 

3）园区宜设置污水排放在线监测功能，实时监测园区污水排放量及水质； 

4）开发的监测管理系统具有接入智慧城市（园区、社区）的功能。 

11水资源及利用规划指标应符合表 6.2.1的要求。 

表 6.2.1 水资源及利用规划指标 

序 号 指标项 备  注 

1 集中供水覆盖率达 100% 引导项 

2 再生水利用率达 50%以上 引导项 

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照 85%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

计降雨量值 
引导项 

4 径流污染削减率不低于 50% 引导项 

5 内涝标准不低于 50年 引导项 

6 园区水环境质量达到当地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控制项 

7 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 引导项 

6.2.2 园区能源利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制定园区区域能源系统规划，落实园区节能减排目标，评价能源资源适用性，明确终

端需求特征，提出园区能源技术路线；对园区范围内各种能源资源进行基于需求的系统

集成，实现一、二次能源的接收、生产、转化、传输与供应，满足园区供暖、供冷、供

电需求； 

2明确园区内需要分类和分项计量的能源种类；建立园区统一能源管理平台并接入园区

内各楼宇 BA系统，收集区域内公共设施用能系统以及各类建筑的实际运行能耗数据，并

通过与驻在国同类型园区、“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共建的同类园区的用能情况进行比较分

析，评价园区内的用能和碳排放水平，督促园区管理单位实现能耗优化管理，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实现园区节能、低碳运行； 

3应尽可能挖掘园区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根据项目可再生能源

现状评估情况，明确园区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包括可再生能源形式、可再生能源利用

总量等，对太阳能生活热水、太阳能光伏发电、地源热泵、风力发电等进行合理规划，

并进行经济性分析，确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园区能源

微网；绘制可再生能源规划布局图，确定利用的形式、规模等，计算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 

4园区建筑节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1）遵循适度超前原则，依据驻在地建筑用能现状评估、建筑用能预测及规划目标，合理

提出园区建筑节能规划建议，依据园区及周边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功能、经济条件、资

源条件和市政设施条件，合理规划分布式能源设施，合理确定园区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及可

再生能源应用比例；建筑能效指标争取达到超低能耗建筑水平，有条件的园区宜达到近零碳建

筑水平； 

2）对于项目范围内包括既有建筑园区，应合理确定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规模及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比例，对于能效水平不高的非节能建筑制定改造实施计划，明确改造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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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遵循融合共享、经济合理的原则，合理确定智慧建筑集成系统管理功能、服务范围

和系统配置，对于建筑管理系统与通信网络、信息网络集成、匹配、融合、优化进行预测计算，

分析智慧建筑集成系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依托智慧建筑集成系统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分

析、能源监控、远程管控等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策略优化，全面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和

管理水平； 

5依据驻在地对于园区道路、景观及交通信号灯等基础设施相关规划、政策要求，在园区

规划文件中明确道路照明、景观照明、交通信号灯等基础设施采用高效灯具和光源的区域范围，

制定园区智慧照明设计、建设、改造和管理计划，提高园区节能灯具使用率和照明节电率；有

条件的园区宜建设多功能智慧灯杆，以杆为载体，通过挂载各类设备提供智能照明、移动通信、

安全监测、交通管理、信息交互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多种功能。 

6能源管理与碳管理宜满足下列要求： 

1）园区宜按照 ISO 50001要求规划设计绿色能源管理体系； 

2）园区宜规划制定明确的碳排放核查管理细则，可根据 ISO 14064《温室气体计算与验

证》，结合第三方机构对园区内各主体的温室气体年排放量进行核算； 

6.2.3 建筑材料与资源利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园区设计应尽可能采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

并合理确定各类材料的应用比例； 

2 建筑设计应采用可持续绿色建筑材料，使用可在本地获取的建筑材料、使用环保材料、

避免有毒化学物质等； 

3设计时宜对园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核算； 

4 应根据园区类型对产生的垃圾类别（生活垃圾、餐厨废物、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

医疗废物及其他固体废弃物等），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原则制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

用设计方案。方案宜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园区的生活垃圾应根据园区规划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加强园区环卫系统信息化建设，

促进垃圾分类科技化发展，建设智慧环卫系统； 

2）在园区下风向位置合理设置密闭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点）和转运站，对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及处理，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80%； 

3）合理规划垃圾运输路线和运输车辆的使用，提升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4）加强园区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力度，健全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网络，提高废弃物回

收效率和水平； 

5）加强园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全过程管理和无害化处置能力建设。 

5建设无废园区（Zero Waste Park）。废物管理计划应概括整个园区生命周期内的废物管

理和处置活动以及方法，同时考虑到所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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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建筑 

7.1基本要求 

7.1.1 园区内新建建筑宜按照国际标准《国际多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T/CECS 1149-2022的规

定建设，建设面积宜 90%以上达到绿色建筑要求，鼓励建设高星级高质量绿色建筑。 

7.1.2 绿色建筑设计应符合当地国家城市规划和和项目选址的相关要求。 

7.1.3 绿色建筑设计应综合考虑建筑全寿命周期的技术与经济特性，采用有利于促进建筑与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形式、技术、设备和材料。 

7.1.4 绿色建筑设计应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园区所在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气候特点、经

济状况、人文特点等因素进行。 

7.1.5 建设园区在设计各阶段应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包括项目策划、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等阶段，各级段应有效衔接。 

7.1.6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中均应有绿色建筑设计专篇，施工图设

计文件中应注明对绿色建筑施工与建筑运营管理的技术要求。 

7.1.7 项目设计、施工、运营阶段宜采用 BIM技术。 

7.1.8 关于旧园区的改造，应提供旧园区建筑评估报告，合理定位各改造建筑的星级目标。 

7.2规划设计内容 

7.2.1 绿色建筑规划设计应包括场地光环境、风环境、声环境、热环境等方面的规划设计内容。 

7.2.2 规划设计应对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可行性、室内外物理环境、建筑能耗等进行模拟分析。 

7.2.3 建设用地光环境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利用地形合理布局建筑朝向，建筑主要朝向宜控制在当地要求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自然光

降低建筑室内人工照明能耗； 

2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满足所在国家的国家和当地标准以及规划部门的相关规定，并避免视线

干扰； 

3建筑规划布局不应降低周边有日照要求建筑物的日照标准； 

4应合理进行场地和道路照明设计，室外照明不应对建筑外窗产生直射光线，场地和道路照明

不得有直射光射入空中，地面反射光的眩光限制宜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建筑外表面的设计与选材应合理，并应有效避免光污染。 

7.2.4 场地风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布局设计应营造良好的风环境，保证舒适的室外活动空间和室内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减少气流对区域微环境和建筑本身不利影响，营造良好的夏季和过渡季自然通风条件； 

2建筑的布局不宜形成完全封闭的围合空间，宜结合地形特点采用错列式、斜列式、自由式等

排列方式； 

3建筑布局宜避开冬季不利风向，并宜通过设置防风墙、板，防风林带、微地形等挡风措施阻

隔冬季冷风。 

7.2.5 建设用地声环境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注重声环境的主动式设计，营造健康舒适的声环境； 

2 噪声敏感建筑物应远离噪声源；对固定噪声源，应采用适当的隔声、降噪措施和隔震措施；

对交通干道的噪声，应采取设置声屏障或降噪路面等措施。对噪声不敏感的建筑物宜布置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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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临近交通干道的位置，以形成周边式的声屏障； 

3对声环境要求较高的建筑，宜设置于主要噪声源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并应进行噪声专项分析；

对声环境有要求的建筑，应进行噪声专项分析； 

4用地声环境设计应符合园区所在国家的标准规定。 

7.2.6 建设用地热环境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合理布置用地和建筑，有效利用自然通风，降低室外热岛效应； 

2宜采用立体绿化、复层绿化方式；应种植高大落叶乔木为停车场、人行道和广场等提供遮阳，

硬质铺装地面的遮荫率不宜小于 30%； 

3应采用反射率为 0.3~0.6的屋面材料，建筑物表面采用浅色饰面； 

4室外活动用地、道路铺装材料的选择在满足当地用地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宜采用浅色、反射

率 0.3~0.5的地面材料。 

7.2.7 建筑单体设计时，应进行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应满足当地国家标准要

求；建筑智能化系统应包含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和监测系统；对要求较高的大型公共建筑，宜设

置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系统。 

7.2.8 规划设计应包括后期运营管理要求，鼓励用户参与行为节能、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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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绿色智慧交通 

8.1基本要求 

8.1.1 倡导绿色出行方式，规划设计实现慢行系统为主导的出行结构。 

8.1.2 交通规划与土地开发建设应协调发展，合理规划道路和交通设施，提高用地的可达性和

集约性。 

8.1.3 优先考虑慢行系统的连通性、安全性和便捷性，建设贯穿全域的慢行网络，道路组织及交

通设施设计以方便出行为基本准则。 

8.1.4倡导绿色智慧理念，推广新能源新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高效的智慧出行场景，通过智慧

管理系统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8.2规划设计内容 

8.2.1 绿色智慧交通专项规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标、指标道路

设施设计、停车管理设计、智慧交通规划方案；规划内容可根据园区规模调整。 

8.2.2 规划内容应包括绿色智慧交通专项规划目标与专项指标体系，专项指标内容详见表 8.2.2： 

表 8.2.2 绿色智慧交通专项规划专项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备注 

道路设施 

1 无障碍设计覆盖率 控制项 

2 
园区出入口 500米范围内公交站点或接

驳车站点覆盖率 
控制项 

3 道路网密度 引导项 

4 慢行交通路网密度 引导项 

停车管理 
5 

地面停车占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

例 
引导项 

6 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建比例 引导项 

智慧交通 
7 园区道路视频监控覆盖率 引导项 

8 智慧交通管理覆盖率 引导项 

1道路设施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人行道、人行横道及交通设施均应按照驻在国无障碍设计相关要求或其他等效标准进

行无障碍设计； 

2）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设计应保障通行安全，对于速度限制在每小时 9英里 (每小时 15公

里)以内的路段，不需要对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进行隔离；对于限速超过 9英里/小时(15公里

/小时)的路段，在两侧设置人行道，以确保行人安全；对于车速限制在每小时 18英里 (每小

时 30公里)以下的路段，需划分自行车道，可不设置隔离设施；对于车速超过每小时 18英里

（每小时 30公里）的街道段，需划分自行车道并设置隔离设施； 

3）园区应满足自行车可达性要求，通过设置自行车道连接园区各个场所；自行车道应具

有合理宽度，宽度宜在 2.5m~3.5m之间，且应有连续遮阴； 

4）人行道应连续畅通，宽度宜在 2.5m~3m之间，应有连续遮阴；通过步行网络规划，加

强建筑物、开放空间、服务设施等场所之间的有效联系；并结合绿地景观，设置休憩点、观景

点，增加步行体验的舒适性和趣味性； 

5）园区出入口 500米范围内至少有一处公交站点或接驳车站点； 

6）合理设置道路，形成紧凑联通的道路网络，提供开放易达的通行体验，园区道路网密

度宜达到 6km/km
2
。 



17 

2停车管理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园区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宜小于 8%，可采用地下停车或立体停

车方式； 

2）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车位数占总车位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10%； 

3）结合园区出入口、建筑物出入口等节点合理布置自行车停放场地； 

4)制定智慧停车设计方案，停车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提高车位使用效率；智慧停车应具备

实时停车管理、空闲车位指引、反向寻车、电子收费等功能。 

3智慧交通规划方案应满足下列要求： 

1）园区道路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园区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 100%； 

2）规划设计园区导航系统，结合园区电子地图、三维模型、定位系统，实现园区地图查

询各个建筑物、主要场所、服务设施等；并能实时定位、设定目的地，可规划路径，实现精准

路线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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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业发展 

9.1基本要求 

9.1.1 园区应有明确的产业绿色发展目标，确定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规划与

当地国情的深度融合。 

9.1.2 制定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对工业类别应有负面清单管控要求，严控高污染、高耗能、高

水耗的工业企业准入。 

9.1.3 构建园区企业智慧化系统管理系统。 

9.1.4 带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本地就业岗位。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促进。 

9.2规划设计内容 

9.2.1 依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遵从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 3R原则形成完整的

中长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落实当地推进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相关工作要求，符合本地

区特色，具有可行性； 

9.2.2 产业间形成相互关联，或产业副产品实现相互利用；形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循环经济产

业体系。 

9.2.3 工业废气、废水 100%达标排放，危险固体废弃物 100%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 

9.2.4 产业结构应与所在国当地发展阶段相匹配，以引进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跟进

为抓手，培育园区骨干企业；吸引配套企业入驻，形成集聚效应；着眼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

发展为该国支柱产业配套的产业。 

9.2.5 园区宜设置绿色产业准入制度，积极发展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等绿色产业，实现绿色产

业与园区绿色基础建设的有机融合。 

9.2.6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宜进行节能、节水、碳排放评估，重点项目能耗、水耗、碳排放达

到当地先进值水平。 

9.2.7 在园区规划中，统筹布局产业用地和生活服务用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实现职住平衡，城区

产城融合发展。绿色服务业用地与城市居住用地交叉混合，具有良好的空间可达性，绿色服务

业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不少于 20%； 

9.2.8 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有机融合，生产性服务业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不

少于 10%。 

9.2.9 园区应在用户及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基础设施配备情况进行智慧园区框架设计，宜

包含以下应用场景：智能运营、园区安防、智慧应急、智慧交通、资产管理、能效管理、高效

办公及智慧招商。 

9.2.10 宜对园区的人员、楼宇、车辆、设备、管网、停车场、环境等进行分别识别跟踪定位，

精准收集园区运营状态数据，形成资产管理、运营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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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健康与人文 

10.1基本要求 

10.1.1 园区规划融入健康理念，打造办公、休息、健身、娱乐等多重功能相融合的园区。 

10.1.2 健康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开放共享、促进交流，形成平等融洽的办公生活氛围。 

10.1.3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加强健康管理，培养健康意识和习惯。 

10.1.4 园区规划应提高健康保护意识，加强应急准备，提高园区的安全韧性。 

10.1.5 尊重驻在国文化风俗，创造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途径。 

10.1.6 园区空间精细化设计应以场景营造为手段，挖掘不同场所与场景中多样人群的特色化需

求，注重空间场所的文化特征与情感表达，营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载体。 

 

10.2规划设计内容 

10.2.1 健康与人文专项规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健康文化空间设计方案，健康饮食管理

方案，健康活动组织方案，健康安全管理方案，文化交流与传承实施方案。 

10.2.2 健康人文专项规划目标与专项指标体系应满足表 10.2.2要求。 

表 10.2.2 健康人文专项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备注 

健康文化空间 

1 室外健身场地 8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控制项 

2 室内健身场地 8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控制项 

3 室外交流场地面积比例 引导项 

4 人均文化活动场地面积 引导项 

健康饮食 
5 食品信息披露覆盖率 控制项 

6 新鲜食品供应点 4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引导项 

健康安全 7 智慧安全管理系统覆盖率 引导项 

 

1健康文化空间设计 

1）园区应建有室外健身场地，室外健身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少于 0.1m
2
；所有建筑步行距离

800米范围内，可到达室外健身场地，包括：有健身器材的健身区、球场、公园绿地、游乐场

地、广场等； 

2）园区应设有免费室内健身空间，室内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不应少于 0.05m
2
，所有建筑步

行距离 800米可到达室内健身空间； 

3）合理设置室外交流场地，面积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 0.2%且不少于 50m
2
，交流场地的遮

阴面积应达到 20%； 

4）合理设置公共图书室、公共音乐舞蹈室等文化活动场地； 

5） 合理设置公共餐厅、茶水间、哺乳室等人性化功能房间。 

2健康饮食管理 

1）为保障园区内每日能够提供新鲜健康、营养均衡、且能满足特殊人群需求的饮食，宜

参考 WELL v2评价标准，制定健康饮食管理方案，包括食品供应种类、食品供应方式、食品信

息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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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规划食品供应点位，园区内 50%的建筑步行 400 米范围内可采购到新鲜食品。 

3为抵御自然或人为灾害，园区宜按照驻在国安全应急管理政策，制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并规

划设计以下内容： 

1）环境卫生清洁制度：环境的清洁范围、频次，清洁用品的使用与保存，清洁人员的防

护措施，使用公共用品与公共空间的注意事项等； 

2）应急办公方案：应急情况下，部门职责分工及远程办公方案；办公场所物资准备和设

备维护；复工前对办公场所的安全评估和员工健康状况评估； 

3）健康服务方案：为员工提供就医途径及物资保障，并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 

4）环境质量保障：对园区通风环境、空气质量、水质监测等加强管理，对通风设备、空

调设备、饮水设备等进行必要的维护； 

5）智慧安全管理系统：应用人脸识别、自动测温、定位追踪等技术加强对园区的人员管

理，对涉疫人员进行快速筛查；应用电子围栏、门禁系统、访客联动等技术加强园区安防管理。 

4制定文化交流与传承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设置室内外活动空间及配套水电、移动式桌椅等设施，为安排节日庆典、文化交流活

动提供场地； 

2）设置展示空间，展示驻在国及建设方所在国家的文化，展示内容需定期更新； 

3）园区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装饰宜体现驻在国传统建筑风貌，应与周围建筑色彩、

外观、风格协调一致，并适当引入文化元素，融入地域特色； 

4）制定园区开放制度，鼓励园区内公共服务设施、开放空间、健身场所有序向公众开放，

为周围居民提供便利服务、引导绿色、智慧、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广泛参与园区文化交流活动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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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划设计调研评估内容 

专项 调研评估内容 备注 

自然生态

与土地利

用 

1）应对园区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水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农业用地、植被资源、气象气候、空气质量、污染源等

自然生态环境情况进行调研评估。 

2）应对园区及周边用地性质、开发建设情况、建筑高度、建筑

密度、配套服务设施分布（包括商业、学校、医院、文体设施、

公园）等情况进行调研评估。 

可借助地理

信 息 系 统

（GIS）对自

然生态与土

地利用进行

分析 

资源综合

利用 

能源评估： 

1） 园区现状评估：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地的区位特点（如自然资

源、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气候特点（如气温、降

雨、风力、太阳能辐射等气候资源现状）、用能结构、常规能源

供应及基础设施现状、可再生能源资源状况等实际情况，解读园

区驻在国现行能源法规政策以及当地能源发展政策，通过全面

的分析，制定合理的园区能源综合利用规划。 

2） 能源资源评估：评估园区驻在地常规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资

源利用现状，包含能源资源的特色及潜力，可再生能源情况，包

括太阳能辐射量、锋利资源量、地热能资源、并分析计算项目区

域内可利用的资源量，如可利用的屋顶面积、可利用的太阳能辐

射资源量等，分析驻在地能源资源的优势与不足、节能优势与潜

力。 

3） 能源需求评估：应对规划园区范围的电力、燃气、热力需求

进行静态及动态负荷预测并应统计出负荷需求总量作为后续能

源规划的基础，这些负荷包括电力负荷、燃气负荷、空调负荷、

采暖负荷、生活热水负荷等。 

水资源评估： 

1）项目所在地的水资源数量（主要包括降水量、蒸发能力及干

旱指数、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及时空分布

情况） 

2）水资源质量（主要包括地表水水质、地下水水质、地表水集

中式饮用水水质、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质等） 

3）水资源可利用量（地表水可利用量、地下水可利用量、水资

源可利用总量等）和开发利用现状（供水工程分类、水量及供水

能力；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等）。 

 

绿色建筑 

1）区位条件； 

2）环境与资源现状（气象、大气、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

能源、水资源等）； 

3）开发建设现状（土地利用、基础设施）； 

4）绿色建筑发展现状（绿色建筑建设现状，绿色建材适宜技术

及使用情况，绿色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要求落实情况，集中

规模化推广情况等）； 

5）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 

6）通过对绿色建筑建设现状条件的综合评估，分析绿色建筑发

展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绿色智慧 1）对外交通体系：对园区外部的交通状况进行调研，包括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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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与城市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其他组团之间的联通公路和铁路交

通；园区周围主要道路分布情况；园区对外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接驳情况。 

2）园区内部交通：对园区内部交通现状、交通专项规划情况进

行调研，了解路网布局、交通设施及相关规划内容、指标情况。 

产业发展 

1）园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 

2园区所在国家产业政策 

3）经济发展走势与行业市场发展情况 

4）核心产业与重点产业 

 

健康与人

文 

1）行为调研：对园区所在区域及驻在国人群的宗教信仰、运动

习惯、生活习惯、饮食喜好等情况进行调研。 

2）环境调研：对园区周边的公共开放空间、健身娱乐场所等分

布情况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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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划设计成果文件 

专项 文本 图件 其他 

自然生态与

土地利用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指标体

系 

4 园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方案 

5园区环境监测治理方案 

6园区生态绿地规划方案 

7水系规划设计方案 

8 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优

化方案 

9建设时序与保障措施 

 

1区位图 

2土地利用现状图 

3土地利用规划图 

4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图 

5绿地景观系统规划图 

6河流水系分布图 

7水域功能区划图 

8水生态保护范围图 

9 滨水绿化控制线路

图。 

10 配套服务设施布局

图 

11公共空间布局图 

与文本图件相关

的其他必要说明 

资源综合利

用 

水资源专项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

标； 

4水资源管理设计方案； 

5海绵园区规划方案； 

6再生水利用方案； 

7保障措施 

1给水工程规划图 

2雨水工程规划图 

3排水工程规划图 

4再生水工程规划图 

5海绵管控分区图 

6海绵系统规划图 

 

能源与碳排放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

标； 

4区域能源管理方案； 

5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 

6建筑节能系统设计； 

7绿色照明系统设计； 

8低碳发展规划； 

1能源综合利用规划图 

2 可再生能源规划布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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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障措施。 

材料与固体废弃物管理规

划：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

标；4建筑垃圾管理方案； 

5生活垃圾管理方案； 

6餐厨垃圾管理方案； 

7园林绿化垃圾管理方案； 

8其他垃圾管理方案； 

9保障措施。 

1 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

引导图 

 

 

绿色建筑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

标； 

4园区绿色建筑星级目标及

布局方案； 

5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与效益

分析； 

6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 

绿色建筑星级分布图 

 

 

绿色智慧交

通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标 

4道路设施设计 

5停车管理设计 

6智慧交通规划方案 

7保障措施 

1接驳交通规划图 

2慢行系统规划图 

3交通组织布局图 

4机动车停车布局图 

5非机动车停车布局图 

6 新能源充电设施布局

图 

 

产业发展 

1规划概述 

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 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

标 

4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5产业结构优化方案 

6产业准入与准出标准 

7产城融合发展方案 

8保障措施 

产业结构布局图 

 

 

健康与人文 1规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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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基本条件分析 

3规划设计目标与专项指标 

4健康文化空间设计方案 

5健康饮食管理方案 

6健康活动组织方案 

7.流行病防控管理方案 

8.文化交流与传承实施方

案 

9.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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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之间的关系说明 

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的确定，是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的。根据当地

气候资料数据，选取至少近 30 年（反映长期的降雨规律和近年气候的变化）日降雨（不包括

降雪）资料，扣除小于等于 2mm 的降雨事件的降雨量，将降雨量日值按雨量由小到大进行排

序，统计小于某一降雨量的降雨总量（小于该降雨量的按真实雨量计算出降雨总量，大于该降

雨量的按该降雨量计算出降雨总量，两者累计总和)在总降雨量中的比率，此比率（即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对应的降雨量（日值）即为设计降雨量。 

设计降雨量是各地区实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的专有量值，考虑不同地区的降雨分布特征不同，

各地区的设计降雨量值应单独推求。资料缺乏时，可根据当地长期降雨规律和近年气候的变化，

参照与其长期降雨规律相近的地区的设计降雨量值。 

 

示例图：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设计降雨量平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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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低影响开发措施一览表 

单项措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方式 经济性 

集 

蓄 

利 

用 

雨 

水 

补

充 

地

下

水 

削

减

峰

值

流

量 

净

化

雨

水 

转

输 

径

流

总

量 

径

流

峰

值 

径

流

污

染 

分 

散 

相 

对 

集 

中 

建 

造 

费 

用 

维 

护 

费 

用 

透水铺装 ○ ● ◎ ◎ ○ ● ◎ ◎ √ -- 低 低 

绿色屋顶 ○ ○ ◎ ◎ ○ ● ◎ ◎ √ -- 高 中 

下沉式绿地 ○ ● ◎ ◎ ○ ● ◎ ◎ √ -- 低 低 

生物滞留池 ○ ● ◎ ◎ ○ ● ◎ ◎ √ -- 低 低 

渗透塘 ○ ● ◎ ◎ ○ ● ◎ ◎ -- √ 中 中 

雨水湿地 ● ○ ○ ● ○ ● ● ● √ -- 高 中 

蓄水池 ● ○ ◎ ◎ ○ ● ◎ ◎ -- √ 高 中 

植草沟 ○ ● ○ ○ ○ ◎ ○ ◎ √ -- 低 低 

植被缓冲带 ○ ○ ○ ○ ○ ◎ ○ ◎ √ -- 低 低 

注：●—强  ◎—较强  ○—弱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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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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