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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要求，

科学有序推进国土开发、分类保护和综合整治，优化嘉兴市中心

城区新城街道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合理配置和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新城

街道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城镇建设的空间蓝图，特编制《嘉兴市

中心城区新城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本次规划范围为新城街道管辖范围，下辖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3

个行政村。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为2025年，远期

至2035年。



01 规划总则

规划目的

指导思想

本规划是对《嘉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嘉兴市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深化与落实，是对新城街道国土空间保

护、开发、利用、修复做出的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是对省级、市级、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细化落实，是编制详细规划以及实施全域国土

空间治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省市决策部署，牢记“三个示范”重托，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为主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奋力谱写现代化共富美好新城街道的绚丽华章。



01 规划总则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按照全域全要素布局的要求，确定规划范围为新城街道管辖范围。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

规划期限为

2021年至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02 发展概况

人口规模

2020年，新城街道年末常住人口7.04万人（七普数据）。

产业经济

建设用地61.7% 非建设用地38.3%

国土空间用地现状图（基期年）

2020年，新城街道全年新增入驻企业面积3.25万平方米。实现楼宇税收2.79亿

元，除房地产企业外实现税收2.04亿元。新引进市场主体1548家，其中注册企

业479家。合计注册内资14.88亿元人民币，其中5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企业79

家。引进服务业大项目1个，完成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



02 发展概况

历史文化

社会发展

伴随着秀洲新区的开发建设，新城街道迅速发展，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配套

设施不断提升。现在，新城街道既是秀洲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生态

宜居、美丽宜业的宝地，成为名符其实的“新城街道”。

新城街道始终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旋律，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

注重彰显精彩城市文化，推进“禾城艺”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场景，

推动放大“驿站连心”便民服务作用。全域范围内包含大运河（嘉兴段）世界文

化遗产，2处市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3处历史建筑。



03 发展定位

目标定位

发展规模

2020年，新城街道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7.05万人。

常住人口规模11万人；

城镇人口规模11万人；

城镇化率100%。

2035年人口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78.77公顷；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73.83公顷；
2035年用地规模

保护新塍塘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大运河保护利用传承，以秀湖为重要节点，洪兴路为

重点轴线形成片区中心，以未来社区为重点提升居住生活品质，加强新老城区融合。



04 空间格局

底线思维、保护优先

多规合一、协调落实、统筹推进、分类管控。

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合理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94.96公顷，约占镇域总面积6.55%

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地、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划定全域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坚持严格保护、分级管控、损害追责、违法严惩原则。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219.91公顷，约占镇域总面积15.17%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质保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完善基本农田储

备区，实施现有耕地提质改造，促进耕地规模化、集中化。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971.53公顷，占镇域总面积66.96%

统筹三线划定

基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划定城

镇开发边界，作为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开展城镇开发和集中建设的空间。



04 空间格局

落实国土空间用途分区

国土空间用途分区图



05 品质提升

打造外联内畅交通体系

快速路

主干路

航道

高速公路 G1522常台高速

东升路

兴园路、火炬路、中山西路、秀洲大道、三环西路、昌盛路

杭申线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05 品质提升

构筑“15分钟、5-10分钟” 生活圈体系

构建若干个“5-10”分钟社区生活圈

“15分钟” 全域构建3个“15分钟” 城镇生活圈

“5-10分钟”

生活圈体系规划图



05 品质提升

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保护范围

文物保护单位

皇坟山墓葬群、里仁桥

历史建筑

卜家桥、南云桥、庆寿桥



构建绿色健全的基础设施网络

完善韧性安全的防灾减灾体系

在给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中落实和细化上位规划及相

关专项规划中对主要设施用地和空间布局的相关要求，构建一体化的完善基础设施体系。

新城街道全域纳入城乡一体

化供水模式，规划供水水质

达标率100%。

采用雨污分流，污水均送至

污水处理厂处理。

供电来源为九里变、秀清变、

洪兴变，规划继续强化电网

整治。

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

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促进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统筹现状和专项规划等对燃

气和热力管网布局，提升居

民天然气气化率。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

整建制覆盖，垃圾分类收运

体系不断健全。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抗震减灾体系、消防体系、防洪排涝等系统性建设。

健全综合防灾减灾体系，明确防灾减灾标准、划定防灾减灾分区、建立灾害预警及协调

机制、完善防灾减灾设施建设。

05 品质提升



06 实施保障

下位衔接

核心引领

本级规划落实

单元
类型

单元名称
单元面积
（公顷）

功能定位

城镇
单元

ZXCQ-C-34单元 362.08 居住生活

ZXCQ-C-35单元 670.22 居住生活、农田保护、绿地休闲

ZXCQ-C-36单元 424.50 居住生活、绿地休闲、商业商务

单元管控传导

对每类单元的功能定位、规划人口、单元面积、建设用地面积、重要公共服务设

施配建标准、重要基础设施配建标准、紫线、蓝线、绿线、黄线、橙线、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管控。

核心引领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

划定3个城镇单元

约束性指标 主导功能 重要控制线 重大设施

上位规划传导内容的落实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与指引



06 实施保障

强化规划传导管控体系

依法实施规划日常动态维护，规划实施情况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系统。规范规划局部调整管理，依法依规局部调整和动态优化。

建立动态评估机制

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机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部门

自评估和第三方综合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制度，定期对社会公布规划评估情况。开展

规划动态维护，对规划实施工作进行反馈和修正。

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考核问责制度

开展城镇存量更新用地定期核查管理，鼓励采取存量补地价的方式对城镇存

量更新用地进行自主或联合开发。对用而未尽、 建而未投和投而未达标的低效用

地限期整改 ，未整改到位的，由政府实行协议收回机制。

推动规划实施

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规划实施，以整治片区实施方案为抓手，落实国土空间

规划意图 ，实现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对国土空间的分期实施做出统筹安排，提出

分期实施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分期约束性指标、 管控边界和管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