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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轨道上的主城都市区”

实现中心城区、渝西地区、渝东新城各
城市间1小时通达

中心城区规划24条城市轨道线，实现
里程倍增和“半小时中心城区”

提升绿色交通出行比例，打造绿色低
碳城市

完善市政、防灾设施布局

建成具有山地特色的“韧性城市”

一图读懂
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至2035年——
●重庆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664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2064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1.92万平方公里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2020年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的1.3倍以内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40%
用水总量不超过国家下达指标，其中2025年

不超过79.9亿立方米
全市城镇化率约 80%，中心城区城镇化率

约95%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重 庆 是 8.24 万
平方公里、3400万人
口的超大规模城
市，发展空间巨
大。3月 26日，
《重 庆 市 国 土
空间总体规划
（2021 — 2035
年）》（以下简称

《规划》）解读新
闻 发 布 会 举

行。《规划》是重
庆市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

用、修复的总纲。结合《规划》，
重庆如何走好超大城市的空间发

展之路？

坚持“一盘棋”
江津永川联动泸州宜宾一体化发展

在《规划》中，“川渝一盘棋”被摆在了突
出位置。

在重庆中心城区，有缙云山、中梁山、铜
锣山、明月山这“四山”。“四山”之间，形成中、
东、西三个槽谷，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区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扈万泰表示，为落实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川渝一盘棋”要求，在重庆城区
已经是超大城市的基础上，《规划》提
出控制中部槽谷，重点在西部、东部
槽谷发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以及
绿色新兴产业。

同时，《规划》还提出，规划万州-
达州-开州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江津、永川联动四川的泸州-宜宾，作
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发展。

“《规划》坚持‘川渝一盘棋’，推动
重庆向西、成都向东、成渝相向一体化

发展。”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
张兵表示，为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国家战略
要求，《规划》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产业空
间、创新空间、生态空间、文旅走廊、重大设
施等各个方面的统一谋划、协同对接，增强
经略周边的能力。

张兵认为，这将对成渝地区共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起到重
要作用。

聚焦大开放
规划10条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

超大城市，格局自然要大。
根据《规划》，重庆将聚焦大开放，建设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聚力大产业，建
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聚焦大开放方面，《规划》按照“多层级、
一体化”立体综合交通网，构建承东启西、沟
通南北、通江达海、连接四方的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

通道方面，重庆规划10条对外综合运
输大通道，联通国家主要城市群，对接国家
六大经济走廊。东向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联通东亚和亚太地区；南向
优化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联通东南
亚、南亚地区；西向提升中欧班列通道能力，
联动北向中蒙俄班列通道，通达西亚和欧洲
地区。

陆上，重庆规划2000公里“米”字型高
铁网、500公里“三干线多联线”城际铁路
网、2100公里“六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网，
实现与成都、贵阳1小时通达、周边其他省
会城市3小时通达、北上广6小时通达；规
划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省际
出口通道49个。

空中，重庆规划完善民用机场布局体
系，扩建江北国际机场，规划布局重庆新机
场，合理布局通用机场，规划国际直航城市
100个以上，国内直航城市覆盖率80%以
上。

水上，重庆构建以长江航道为“一干”，
嘉陵江、乌江、渠江、涪江为“四支”的高等级
航道骨架体系；集约利用岸线，完善铁公水
空多式联运、江海联运体系。

聚力大产业方面，重庆培育现代制造业
集群，提升渝西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保障科
技创新空间需求。

其中，规划布局“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空间，将在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
区、综合保税区和工业园区布局先进制造
业，在渝西地区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渝
西跨越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
高地。

同时，还规划布局“416”科技创新空
间，将发挥西部（重庆）科学城引领作用，建
设成渝（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联动两江协
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荣昌高新区、
永川高新区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打造西部
科技创新中心。

避免“摊大饼”
构建“1主8副”城市中心体系

超大规模意味着机遇，但也存在挑战。
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就要着力

解决片面追求规模、功能过度集中、人口过
度集聚、大城市病加剧等问题。

怎么在超大城市发展中，保留宜居宜业
宜游的烟火气？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睿
表示，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在于实现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建设
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

张睿介绍，今后，重庆将坚定不移走内
涵式发展之路。坚持人口用地与资源环境
相匹配，全市国土开发强度控制在10%左
右。其中，中心城区用于建设的空间不超过
总面积的40%，其余用地作为农田、绿地严
格保护，构筑城乡一体的绿色空间。

重庆中心城区两江合抱、青山纵列，山
城江城立体城市特色突出，要发挥好山水城
市的独特优势。《规划》坚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优化形成“一核两江三谷四
山”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避免“摊大
饼”式扩张。

其中，“一核”即“两江四岸”核心区，是
重庆的城市地标和对外开放重要窗口。“两
江”即长江、嘉陵江中心城区段，是城市发展
主轴。“三谷”形成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功能
完善的9个城市组团，对应构建“1主8副”
城市中心体系，集聚城市核心功能。“四山”
则是城市绿肺、市民花园。

重庆的城市核心功能和竞争力，将会进
一步增强。要聚焦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增强中心城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门户枢
纽、金融消费等核心功能，提升辐射带动区
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规划》加快
两江新区、科学城等重大产业和功能的集
聚，形成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国际竞争力的功
能区域。

对市民而言，城市品质和宜居度，还将
继续提升。根据《规划》，中心城区内环以内
有序疏解低效产业、专业市场等非核心功
能，完善提升和疏解延伸优质医疗、教育等
设施；内环以外协同产业、居住和公服配套，
提升宜居品质；布局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打造“两江四岸”滨水文化带，建设国家医学
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保障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空间，预留重大体育赛事
空间，增强区域辐射力、带动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卢涛认为，
建设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应促进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镇格局。

卢涛介绍，《规划》构建了以主城都市区
为引领，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
为支撑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其
中，主城都市区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地区，突
出市域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核心引擎作用。

渝东北三峡库区是主要的农业和生态
功能区，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成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高品质生活宜居区和

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渝东南武陵山区是主要的生态功能区，

突出文旅融合、城乡协同，建成具有山地特色
和独特魅力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知名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创新
发展新高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

同时，在构建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
镇格局基础上，《规划》将主城都市区作为重
庆落实国家多重战略的主要承载区，增强经
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
心，以渝西地区、渝东新城为支撑，区域交通
廊道串联各城区、小城镇的多中心、多层级、
多节点空间结构，城镇化率将从78%提高至
85%左右。

其中，中心城区强核提能级，集聚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国际交往等高端要
素，展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魅力。渝西地区
是重庆向西发展的主要承载地、西部陆海新
通道综合枢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战略空
间，依托城镇发展走廊，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产业基地，带动八区一体化发展，建设港产
城一体发展的国际开放枢纽新城，强化现代
枢纽经济，高标准塑造产城融合的综合性新
城范式。渝东新城是主城都市区向东、向南
发展，辐射川东北、黔北的重要区域，建设与
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合互动的现代化新城。

通过促进资源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主
城都市区将整体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主要承载地，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活跃增
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卢涛：

构建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城镇格局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规划》提出，要扩大城市公共交通的服
务面，发挥数字交通在城市缓堵保畅中的作
用，使老百姓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金伟表示，重庆将建设“人享其行”的便捷之
城，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区”“公交上的
生活圈”，至2035年，中心城区绿色交通（步

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不低于80%。根据《规划》，

中心城区平均通勤时
间将控制在 40分钟
以内，绿色出行比例

将较现状提高5%以上。
金伟介绍，中心城区规划6条轨道快线、

18条轨道普线，形成“环射+纵横”融合的多
层次轨道网络，实现中心组团与其他组团之
间轨道在途半小时可达；将轨道交通全方位
融入城市风光，让人们在重庆快旅慢游、流连
驻足、寻找乡愁；推进TOD发展模式，构建全
天候的轨道接驳步行系统，轨道站点步行20
分钟居住人口、就业岗位覆盖率达到80%。

此外，中心城区还将提升全路网运行效
率。规划“八横七纵多联络”的快速路网，支
撑组团间长距离快速、高效出行；提升快速
路标准，通过优化进出城通道、消除内环快
速路瓶颈路段及节点，提高快速路网能力；

构建片区网格式主干路网结构，较现状新增
21座跨江桥梁、31座穿山隧道，加强跨区衔
接，服务片区便捷高效交通出行；完善次支
路网结构，打通微循环，增强路网安全韧性，
提升道路交通品质与效率。

为支撑规划目标顺利完成，重庆将充
分利用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提升城市交通规划工作效能；迭代升级重
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实现问题发现及
预警、趋势预判、效果评估等功能，发挥对
城市缓堵保畅的支撑作用；针对交通规划
编制、规划实施监督、重大项目跟踪等工作
建设统一的数据库和功能应用，实现全过
程数字化闭环管理，不断增强重庆超大城
市治理能力，为市域其他区县缓堵保畅提
供范例。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金伟：

建设“人享其行”的便捷之城

主城都市区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主要承载地
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区域，包括22

个区县，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
网络型城市空间格局，由中心城区、渝西地
区和渝东新城三个部分组成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中部槽谷的城
镇规模，重点在西部槽谷、东部槽谷发展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以及绿色新兴产
业，形成“一核两江三谷四山”多中心组
团式空间结构

渝西地区：规划渝西国际开放枢纽，
深化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渝东新城：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
合互动，规划一批现代化郊区新城

渝东北三峡库区
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布局“一心、一廊、四片”的城镇空间

渝东南武陵山区
突出文旅融合、城乡协同
布局“一心、一堡、四节点”的城镇空间

聚合大空间
建设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11

聚焦大开放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22

●通道：规划10条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
●铁路：规划2000公里“米”字型高铁

网，实现与成都、贵阳1小时通达，周边其他
省会城市3小时通达，北上广6小时通达

●公路：规划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超过
6000公里，省际出口通道49个

●航空：扩建江北国际机场，规划布局
重庆新机场，合理布局通用机场

●航运：构建“一干四支”高等级航道
骨架体系，形成“3+8”规模化港区布局体系

●枢纽：规划主城都市区为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的主体，万州-达州-开州为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江津、永川联动四川泸
州-宜宾，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发展，涪陵、合川、綦江-万盛、黔江、秀
山为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聚力大产业
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33

规划布局“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空间

在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合保
税区和工业园区布局先进制造业

在渝西地区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渝西
跨越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

规划布局“416”科技创新空间

发挥西部（重庆）科学城引领作用，建
设成渝（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联动两江
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等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打造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保护传承巴渝文化
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4

●构建市域遗产保护空间体系，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
●塑造山城江城风貌

坚持以人为本
营造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人民城市55

提升竞争力宜居度

看重庆如何
走好超大城市发展之路城市性质

●我国的直辖市之一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功能定位
●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西部对外开放门户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三条控制线

专家解读>>>

扫一扫
就看到

《规划》
详细解读

市域空间结构图。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