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新区总体规划（2015-2030年）

2015年

规划由曾经的填湖造地仅保留狭窄河道，到对东湖湿地整体的生态破坏，再到本次规划。 本次规划延续了滨海新城总体规划和

森林城市规划所保护的14.25平方公里的湿地，把周 边的防风林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增强了东湖湿地的城市生态核心作用。

2019年
福州滨海新城核心区CBD南岸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建设用地+滨湖湿地
城市生态核心较弱

防护林地+滨湖湿地
城市生态核心增强

2013年

建设用地+河道水系
不存在城市生态核心

长乐海湾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14.25平方公里

1.规划背景



2.项目现状本底调查分析

养殖塘

园地

沙洲

林地

沼泽

耕地

用地类型



注：根据国家级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划分

 四大生态功能分区

• 合理利用区
• 湿地恢复重建区
• 湿地生态保护区
• 防护林恢复重建区

2.项目现状本底调查分析
生态功能分区



3.本底调查结论



4.项目愿景与定位

滨海 ECD 新城生态

文化核心区 海洋生态滤芯，滨海生
态修复典范 一种新型的，生态的，

新城增长区域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城市与湿地融合共生的生态典范

国家湿地公园
新城之魂
鸟类天堂

片区定位：

生态定位：



5. 四大原则



6. 四大策略

1焕发城市魅力
REJUV ENATE  THE  URBAN  CHARM

2保育生态弹力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ILIENCE

3挖掘人文潜力
GLOWING THE CULTURE CHARMING

4激发游憩活力
STIMULATE RECREATIONAL VIGOUR



6. 四大策略

——周边功能策划

水系净化、水系疏通
• 建表流湿地设置
• 分区设置净化湿地，提升湖体稳

定自持能力
• 采取河道分流的方式，
• 减少江田新河对原生滩地的破坏，

保护鸟类生境。

防风固沙、湿地与栖息地恢复
• 对现状农田、鱼塘进行整合、重

构、恢复生态，营造生境
• 水鸟栖息地——岛屿营建，为水

鸟提供停留觅食的场所 引领产业升级，展现湿地特色：生态体验型观光
旅游产业功能构建：生态旅游经济反哺湿地
节庆活动策划：推广长乐海洋文化、数字文化



7.规划总体鸟瞰图



8. 规划总平面



9. 专项规划

道路交通组织 绿道线路组织



9. 专项规划

景观风貌分区 东湖十景



近期开发 中期开发 远期开发

以北湖为一期重点开发建设，
结合现有开发条件建设，以地
貌整理、绿化苗木种植及园区
主干道建设为主要内容。

工程建设投资约1.3亿元

北湖厂区迁出后设计用地及公共配
套建筑、自然博物馆建设等。南湖
结合防护林恢复重建、退塘还湿等
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打造良好的
生态本底，适当融入功能配套用地
开发利用。

景观工程建设投资约9.5亿
元(不含自然博物馆等功能
用地投资约5亿元)

进一步完善南湖北岸防护林恢复
重建等生态修复工程，及公共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

景观工程建设投资约7亿
元(不含配套建设投资约6 
亿元)

• 地貌整理
• 绿化种植
• 主干道建设

• 公共配套建筑
• 自然博物馆
• 退塘还湿生态修复工程

• 防护林重建
• 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10. 开发时序



一期启动区效果图
（北湖）

11. 近期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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