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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草案今起公示

规划至2035年
我市常住人口

昨日，记者从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
《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草案 11月 11日起开始为期1个月的公
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这是我市编制的首个‘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是全市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
和总纲,是全市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蓝图。”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杨斌介绍说。

《规划》将“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作为我市发展的目标愿景，具体为
全球智造创新之都、国际开放枢纽之
都、东方滨海时尚之都、全国文明典范
之都、城乡幸福共富之都、一流智慧善
治之都。

明确宁波的城市目标为：循环畅通
的国际开放枢纽、全球一流的智造创新
中心、宜居共富的滨海时尚都市、古今
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

明确宁波的城市性质为：长江三角
洲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城市、全球制造创新中心城市、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

《规划》以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为
基本前提，综合考虑区域发展潜力、城市
发展动力，规划2035年常住人口1150
万人左右，按照1350万实际服务人口进
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

《规划》构建高效联通、绿色智慧的现代
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建成世界一流强港、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现代化绿色交
通都市，有力支撑国际国内双循环、区域协
同一体、都市融合发展、中心增效提质。

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枢纽？《规划》明确，将
宁波舟山港打造为世界一流强港，集装箱吞吐量
达到6000万标箱，推进港口低碳发展，海铁联
运、水水中转占比分别达到12.5%、50%以上；将
宁波西枢纽打造为世界一流的空铁一体枢纽，大
幅增加国际航线航点，让出行出游更加便利。

完善可达大通道：高铁方面，形成沪甬、
杭甬、甬金、甬台温、甬舟五向直联复合高铁
通道；高速公路方面，形成“五向十径、连湾
疏港”约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络。

轨道交通方面，打造轨道上的宁波，构
建“全域覆盖、中心直联、普快并举”的高标
准一体化轨道交通系统，依托市域（郊）铁
路网络，实现全域1小时交通圈；建设中心
城区、余慈片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各自实
现1小时通勤圈。市域快速轨道与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合计1000公里。

《规划》指出，构建“中央公园-自然公
园-郊野公园-城市绿地”的四级公园体系：
中央公园，即翠屏山中央公园；自然公园，
包括风景自然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海洋公园；郊野公园，包括城郊
田野公园、城郊山林公园、城郊湿地公园。
城市公园，包含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
公园、游园和口袋公园。

规划至2035年，打造23处自然公园，建

设郊野公园，利用改造闲置地打造口袋公园，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中心城区公园
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达到90%，中心
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8平方米以上。

此外，《规划》还指出，强化历史文化保
护与传承，彰显宁波文化内涵和滨海都市
特征，提升城市文化活力和人文魅力；完善
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等。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叶建明 朱宁溪

《规划》指出，打造全域一体、组团
高效的城镇空间，构建市域“1127X”的
城镇空间体系和三级中心体系，统筹优
化产业布局，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

市域“1127X”的城镇空间体系具
体为：

“1”：做强中心城区,集聚人口，提
升活力与能级；

“1”：统筹余慈城区,整体打造，强
化功能；

“2”：建设宁海、象山县域中心城
市，彰显特色，优化服务；

“7”：强化7个重点镇；

“X”：提升若干一般镇。
三级中心体系，包括2个城市主中

心、13个城市副中心、32个片区中心。
此外，《规划》还指出，打造山海互

动、全域美丽的生态空间，构筑“一带两
脉多廊道”的生态安全格局；打造粮食安
全、优质富裕的农业空间，严守耕地保护
底线，保持“四区一带多点”农业空间格
局特色鲜明、格局稳定，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打造陆海
统筹、三湾辉映的海洋空间，优化海洋功
能分区，加强海岸线、海岛和海域空间的
保护利用，支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创建。

《规划》统筹都市核心职能，形成由
“大港口、大产业、大文化、大都市”和
“综合枢纽、港航贸易、先进制造、科技
创新、中央商务、公共服务、都市休闲、
历史文化”组成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四梁八柱”的全域功能体系。
明确了“一体两翼多组团、三江三湾

大花园”的全域国士空间新格局。
一体：全域一体化的滨海大都市。
两翼：三江平原和三北平原组团联

动的北翼都市集聚发展区；山海蓝湾、
组团魅力的南翼都市特色发展区。

多组团：全域多中心网络化、高效
集约的城镇组团。

三江：甬江创新走廊、姚江文化走
廊、奉化江魅力走廊。

三湾：统筹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
三湾发展，打造综合生态带、产业带、人
文带的都市滨海魅力格局。

大花园：以四明、天台山脉为核心
建设生态屏障区，以翠屏山、东钱湖、象
山港等构建都市绿心，以“连山-串城-
通海”生态廊道为骨架，打造全域美丽
生态大花园。

“一体两翼多组团、三江三湾大花园”2

构建活力紧凑的城镇空间3

规划至2035年，宁波常住人口1150万左右1

根据《规划》，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标准，合理布局市级重大公共服务设
施，优先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公共文化设施方面，规划至2035年，
实现宁波“城乡一体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全覆盖，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图书馆、
演出场馆、美术馆等文化艺术场馆6处-7
处，常住人口人均文化设施用地达0.4平方
米/人-0.6平方米/人。

教育设施方面，高质量推进宁波大学
“双一流”建设，支持宁波诺丁汉大学打造
中外合作大学成功范例，加快建设新型研
究型大学。适度超前预留高等教育用地。
中心城区按不低于常住人口40％千人指标
配置学前段教育设施，70％千人指标配置
小学段，35％千人指标配置初中段和高中

段。结合人口特征与结构优化配置，实现
基础教育均衡布局。

医疗卫生设施方面，规划至2035年，
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7.8张，每个区
（县、市）辖区内至少1所三甲综合医院，健
康服务圈覆盖率达到90％。

养老设施方面，至2035年，每万名老
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300床以上，其中认
知障碍床位数22床以上，护理型床位占比
不低于80％，每个区（县、市）辖区内不少于
1处区级养老机构。

体育设施方面，至2035年，实现各区(县、
市)一场两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覆盖，
宁波市体育场馆设施具备承办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和国际重大单项体育赛事能力，人均体
育设施用地面积达0.6平方米-0.8平方米。

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5

建设全域一体的公园绿地体系6

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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