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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1 年 7 月江苏省政府批准的《淮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9-2030）》在指导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推动社会

经济全面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国家和省域层面一系列重大战略、上位规划的颁布出台，使

得淮安城市发展环境开始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多

重重大战略聚焦淮安及周边区域。如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淮河生态经济带、江淮生态大走廊等，尤其是省委省政府对

淮安建设成为“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和江苏省特色增长极

的战略要求以及全省“1+3”功能区战略布局，明显提升了

淮安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确定了淮安生态优先、特色发展的

战略路径。二是公铁水航发展并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高铁方面，随着国家和江苏省铁路网

规划的逐步实施，淮安进入南京 1 小时同城生活圈，融入上

海 2 小时经济活动圈将指日可待。三是随着“两区一县”行

政区划调整获批以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淮安

“纳湖入城，淮洪一体”战略构想亟需结合产业空间布局优

化面临重大调整。四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多规合一”和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三大试点获批，将有力的促进淮安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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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方式转型。以上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使得淮安城

市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亟需对现行城市总体规划进行

修编。 

本次总体规划修编以全面落实淮安三项改革试点要求

（新型城镇化、多规合一、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中央和省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为前提，确定规划理念和方法，体现中央关

于生态、集约、宜居等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意图；立足

于建设“强富美高新淮安”、区域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等

战略要求，结合淮安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求，为淮

安进入“新常态”阶段后长远发展谋篇布局，为淮安市第七

次党代会提出的“繁荣之城、安康之城、宜居之城、文明之

城”建设提供支撑与保障。 

二、规划范围和期限 

（一）规划范围 

1、市域：为淮安市行政辖区范围，包含淮安市区和涟水、

盱眙、金湖三县，总面积为 10030 平方公里。 

2、城市规划区：包括淮安市区及空港产业园，总面积为

4491.5 平方公里。 

3、中心城区：包括清江浦、淮阴、淮安、洪泽集中建设

区以及盐化新材料产业园、淮安工业园、空港产业园，总面

积为 573.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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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16-2030年。其中，近期：2016-2020年；

远期：2021-2030 年；远景：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三、发展目标 

紧紧围绕建设“繁荣、安康、宜居、文明” 新淮安的时

代要求，把握淮安发展的新常态，摆脱传统路径依赖，积极

探索中心强化、交通引导、福祉提升、特色引领、绿色发展

的路径，将淮安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

放包容城市、特色魅力城市和生态韧性城市。 

四、城市性质 

     苏北重要中心城市，长三角北部综合交通枢纽和先进

制造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滨湖生态旅游城市。 

五、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市域总人口与城镇化水平 

规划预测市域总人口 2020 年达到 550 万人，2030 年达

到 585 万人；市域城镇化水平 2020 年达到 63%，2030 年达

到 78%。 

（二）市域城镇规模等级体系 

形成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协同发展的市域城镇体系，

构建“1-3-10-47”的市域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即 1 个市域

中心城市、3个市域副中心城市、10 个重点中心镇、47 个一

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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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淮安市域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一览表（2030 年） 

城镇等级 规模等级（万人） 名称 城镇个数 

市域中心城市 200～300 淮安中心城区 1 

市域副中心城市 20～50 涟水、盱眙、金湖 3 

重点中心镇 
5～10 车桥、高沟、马坝 

10 
3～5 钦工、渔沟、徐溜、岔河、红窑、旧铺、银涂 

一般镇 
2～3 — 

47 
<2 — 

合计 61 

注：一般镇结合正在推进的《淮安市城镇空间发展规划优化方案》最终成果确定。 

 

六、城市规划区规划 

（一）发展规模 

1、人口规模 

现状（2015年）总人口 304.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91.4

万人；近期（2020 年）总人口 35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48

万人；远期（2030 年）总人口 395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21

万人。 

2、用地规模 

现状（2015 年），建设用地总量 812.1 平方公里，其中

城镇建设用地 294.7 平方公里；近期（2020 年），建设用地

总量 827.4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333.9 平方公里；

远期（2030 年），建设用地总量 797.9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

建设用地 372.2平方公里。 

（二）“两线三区”空间管制体系 

1、基本生态控制线 

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区、特殊物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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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等生态红线区域的一级管控区、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

结构性水体以及其它需要特别控制的区域。基本生态控制线

内的空间进行严格管控，严禁一切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

发建设活动。 

2、城镇开发边界 

符合生态保护要求、适应城镇发展战略且适合开展城镇

建设的区域，结合城镇发展规模划定，包括城市开发边界与

镇开发边界。至 2030 年，划定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328 平方

公里、镇开发边界面积 7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开发边界包

括城市建设用地 299 平方公里，备用地 29平方公里。 

3、禁止建设区 

主要包括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区域一级管

控区；洪泽湖、白马湖及马家荡等湖泊水面以及骨干河道水

体；淮安市盐矿下关矿段、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下关

盐矿和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蒋南盐矿的采矿权范围；

城市输油输气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 

4、限制建设区 

主要包括基本农田；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湿地、湿地

公园、清水通道维护区、生态公益林、洪水调蓄区、重要渔

业水域等七类生态红线区域的二级管控区；500千伏、220千

伏高压廊道、天然气管道和输水管道等市政设施控制用地；

易燃易爆设施、危险品仓库周边控制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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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适宜建设区 

主要包括已建设用地、尚未开发且适宜进行集中建设用

地、土地整理后新划定的可建设用地。 

七、中心城区规划 

（一）发展规模 

近期 2020年，常住人口 198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265.5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134.1 平方米；远期 2030年，

常住人口 26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298.9 平方公里，人均建

设用地面积 114.9 平方米。 

（二）城市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双心、三轴、九组团”的空间结构。其中，

“双心”指商业金融中心与行政文化中心；“三轴”指淮海

路-洪泽湖大道发展轴、翔宇大道发展轴以及枚皋路发展轴；

“九组团”包括中心组团、淮阴组团、高新区组团、开发区

组团（含空港产业园）、淮安组团、运南组团、生态文旅组团、

工业组团、洪泽组团。 

（三）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1、行政办公设施 

完善市级行政文化中心建设，优化老城区的原行政办公

用地，部分行政办公用地可通过功能置换，向行政中心周边

集聚。各区整合利用现有行政办公设施。 

2、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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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完善大剧院、图书馆等市级文化设施的功能，并通

过整合现有设施，新增大中型特色文化设施，形成里运河—

京杭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古淮河-盐河生态休闲带。保留老城

区的原淮安市图书馆、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结合行

政区划，完善日常居民使用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老年活

动中心等中小型文化设施，结合文化设施增设公共绿地、文

化广场。 

3、教育科研设施 

保留现状小学 53所、九年制学校 7 所、初中 26 所、高

中 11 所、完中 4所，新增小学 37所、九年制学校 11 所、初

中 18 所、高中 7所、完中 4所。保留淮阴工学院、淮阴师范

学院等教育机构用地。鼓励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向高教园区集

中布局，促进教育设施共建共享，建设教育实践基地、科研

基地等相关教育科研设施。围绕高教园区、宁淮服务业集聚

区集中规划科研设计用地，建设功能复合的科研园区。 

表 2 规划中小学布局一览表 

组团名称 
小学 九年制学校 初中 高中 完中 

保留 规划 保留 规划 保留 规划 保留 规划 保留 规划 

淮阴组团 12 5 1 — 4 4 3 1 — — 

高新区组团 — — — 1 — — — 1 — — 

中心组团 14 12 2 4 8 4 3 1 3 1 

运南组团 2 6 1 4 2 — — 2 — 2 

淮安组团 12 3 — 1 5 4 2 — 1 — 

开发区组团 

（含空港产业园） 
4 1 1 — 1 — — 1 — 1 

生态文旅组团 4 8 — — 3 4 1 1 — — 

工业组团 1 —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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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组团 4 2 — 1 3 2 2 — — — 

合计 
53 37 7 11 26 18 11 7 4 4 

90 18 44 18 8 

 

4、体育设施 

完善提升市级、区级体育设施功能，增加开放性。重点

推进城市社区 10分钟体育健身圈，完善小型体育场馆、健身

步道等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5、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设置 20所综合医院。其中，保留三级综合医院 2所，

迁址重建 1所，生态文旅组团、淮安组团按三甲医院标准建

设医疗中心各 1 所。保留中型综合医院 10 所，新建地区增

设 5 所，新建医院床位数不低于 400 张/所。 

完善专科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及接续性医疗机构布局。

规划新建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儿童医院、眼科医院、康

复医院等一批专科医院。新建 1所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6、社会福利设施 

保留淮安市社会福利院。结合行政区划，各区建设 1 座

示范性养老机构与 1座以介护或临终关怀服务为主的爱心护

理院，新建养老机构与爱心护理院床位数均不少于 500 床/

座。 

7、宗教设施 

保留慈云禅寺、景会寺、闻思寺、基督教堂等宗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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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地系统 

规划 23处城市综合公园。其中，保留楚秀园、樱花园、

勺湖公园等综合公园 15处，新建综合公园 8处。 

规划 25处专类公园。其中，保留专类公园 22 处，新建

专类公园 3处。 

已建地区保障居民出行 500 米即可到达 1 处不小于 0.1

公顷的城市绿色客厅；新建地区结合小区中心建设不小于

0.4 公顷的社区游园。 

沿里运河、古淮河、盐河及大运河等重要河道，建设 30

米以上的绿化景观风光带，流经生活性用地的骨干河流河道、

城市主干道两侧，建设 10米以上带状公园。 

（五）工业和仓储物流布局 

规划 5个工业集中板块，用于重点发展既有主导产业和

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集聚空间。包括开发

区板块、高新区板块、盐化新材料板块、工业园区板块、淮

安区工业板块。 

规划布局 3处区域物流园区与 4处特色物流园区，区域

物流园区包括新港物流园、公铁水联运物流园、现代综合物

流园，特色物流园区包括保税物流园、电商物流园、盐化工

物流园、洪泽物流园。 

（六）城市更新 

中心城区范围内划定 5 大类共 15 片重点更新地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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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先和重点推进更新改造的区域，并指导下层次规划改造

区域的时序安排。 

表 3 重点更新地区引导内容 

重点更新地区 重点地区城市更新目标 

门户节点综

合更新区 

淮安北站枢纽地区 

淮安高铁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 

分布于城市交通枢纽周边，城市更新应注重以枢

纽建设带动更新改造，妥善安排更新时序，形成

复合化的枢纽经济功能，塑造城市门户空间 

城市中心功

能强化区 

淮海广场-水渡口中心区 城市更新应重点整治低质低效的建筑空间，纾解

非中心功能，优化交通组织方式，促进地上地下

一体化空间扩容，提升空间使用效率和功能复合

化  

产业升级调

整优化区 

淮阴区盐河以北翔宇北道两侧地区 

开发区安澜北路以西地区 

淮安经济开发区翔宇大道以北地区 

位于城市产业园区内，更新用地产出低效、污染

较大，城市更新应重点盘活低效产业空间，优化

产业结构，腾退整治污染企业，提升产业用地效

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生态修复特

色发展区 

西南化工区 

历史城区及里运河以西地区 

洪泽湖滨湖地区 

该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更新再利用的

工业厂房、仓库等工业遗产空间资源，城市更新

应重点保障城市生态格局完整性，修复污染土壤

和水体环境，复兴历史文化空间，塑造特色活力

空间 

住区品质提

升改造区 

淮阴区淮海路以西地区 

清河新区 

开发区南昌路以东地区 

清江浦区淮海路京杭大运河以北地区 

淮安区翔宇大道以南地区 

开发区鸿海路以东地区 

该区低效居住用地集中连片分布，含有大量需要

退二进三的工业用地。城市更新应以塑造品质宜

居的现代化住区为目标，着重提升住区建筑品

质、完善住区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营造便捷的

生活服务圈，完善住区公共空间 

 

（七）公用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 

中心城区范围内供水需求为 125 万立方米/日。在此基

础上，设置自来水厂 5座，即淮阴水厂、城南水厂、经济开

发区水厂、工业园区水厂、井源水务水厂，总规模为 125 万

立方米/日。给水主干管道沿淮海北路、北京北路、长江西路、

翔宇大道等道路敷设，管径 DN1400-DN800毫米；随着道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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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分期改造部分给水干管。远期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将达

到 80%以上，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控制在 10%以下，城市公共

设施节水器具全覆盖。 

2、排水工程 

中心城区范围内污水产生量 68万立方米/日，污水集中

处理率取 90%，加上临近乡镇污水进入城市污水管网，污水

需集中处理量 65万立方米/日。重点建设 11座污水处理厂，

总规模 80万立方米/日；在清安河污水处理厂和四季青污水

处理厂附建再生水厂，总规模 15万立方米/日。新建地区采

用雨污分流制，老城区近期采用分流制有困难时，可采用雨

污合流制或截留式合流制，远期逐步过渡到雨污分流制。中

心城区污水管线宜沿中心城区主干道敷设，管径 D1200-D600

毫米，污水管道尽量少穿障碍物，对已建道路，以少破路为

原则。在清安河污水处理厂和四季青污水处理厂建设污水深

度处理设施，大力发展再生水在城市杂用水、工业冷却水、

环境景观用水等方面的使用，各个污水处理厂内部的生产用

水、绿化、冲洗等杂用水应采用再生水。 

3、电力工程 

中心城区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523万千瓦，负荷密度 1.75

万千瓦/平方公里。保留现状 11座 220千伏变电站并实施扩

容，规划新建 9座 220千伏变电站。城区新建 220 千伏变电

站采用半户外式或者户内式设计，预留用地 2公顷/座。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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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0千伏变电站适时扩容改造，逐步淘汰 35千伏公共变。

城区新建的 110千伏变电站全部采用户内式结构，预留建设

用地 0.2-0.4 公顷/座。对现状影响城镇开发建设的高压线

路进行线路改造，远期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高压线路基本

沿道路、铁路等交通廊道以及河流、绿化带敷设。高压线路

原则上采用架空方式，城区范围内景观要求较高地段的 110

千伏及以下等级线路可采用电缆地下敷设。 

4、通信工程 

原则保留现状的通信机房、邮政局所、有线电视机房、

基站等设施，并适时升级扩容。原则上不再新建独立占地的

大型通信交换局所，运营商可根据用户的分布结合建筑或公

共绿地广场设置光纤接入网机房或光交箱。增设邮政所、信

报箱、报刊亭等便民邮政设施，提高邮政普遍服务质量。通

信基站推广共建共享，城镇地区鼓励结合建筑统筹布置。城

镇地区及景观要求较高的路段全部埋地敷设，运营商共享线

路通道。 

5、油气工程 

中心城区天然气年用气量为 12 亿标立方米/年(含国信

燃机电厂、规划国信淮安燃机电厂的用气量共 7 亿立方米/

年)。保留现状武墩门站-洪泽的高压管道。保留现状武墩分

输站及门站、楚州分输站、洪泽天然气门站，新建青宁线淮

安分输站及淮安第二门站，新建滨海 LNG 范集分输站及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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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门站；保留现状盐化新材料产业园调压站、昆仑 LNG 储

气站，拆除上海路调压站及 LNG储气站。结合高压燃气环网

设置 5 座高中压调压站；门站用地按 1 公顷/座预留。城区

范围内高中压调压站采用占地面积少的撬装站形式，按 0.2

公顷/座预留。中心城区沿韩侯大道、徐宿淮盐高速、淮海南

路、通甫路、京沪高速、宁淮高速等路段新建高压燃气环网

并引出分支管道就近接入西气东输、滨海 LNG、青宁线的分

输站，新建西气东输楚州分输站-涟水天然气门站的高压燃

气管道；结合城市道路埋地敷设中低压管道；保留现状楚州

分输站-国信燃机电厂的供气专线，新建武墩门站-国信淮安

燃机电厂的供气专线，择机建设滨海 LNG 范集分输站-国信

淮安燃机电厂的供气专线。 

6、供热工程 

中心城区分为中北部、东部、南部和洪泽四个供热片区，

规划期末中北部供热片区设计热负荷为 1000 吨/时，东部供

热片区设计热负荷为 1200吨/时，南部供热片区设计热负荷

为 1800 吨/时，洪泽供热片区设计热负荷为 240 吨/时。总

热负荷为 4240吨/时。规划设置区域热电厂 6座，总供热规

模为 4040吨/时。取消现状城区淮阴发电厂、开发区热电厂

和井神盐业热电厂，扩建华能淮阴电厂、淮安燃气发电公司

热源厂，迁建中电（洪泽）热电厂，新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热电厂、金岭热源厂、国信淮安热源厂。热负荷不足部分



公
  示

  稿

14 

由保留企业自备电厂或自建清洁能源热源厂承担。 

7、环卫设施 

淮安市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 2470吨/日，建设 2座垃圾

焚烧厂和 2座卫生填埋场，总处理能力 4300 吨/日。其中王

元和洪泽垃圾填埋场作为应急备用填埋场。扩建现状餐厨废

弃物处理设施，规模 200 吨/日。中心城区共建设 6 座大型

转运站，总转运规模 3300吨/日。淮安区、淮阴区、洪泽区

分别建设 500 吨/日、800 吨/日和 500 吨/日的大型转运站，

清江浦区以京杭大运河和新长铁路为界分为三片，分别建设

一座 500 吨/日的大型转运站，实现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二

次转运。 

八、综合交通规划 

（一）市域交通 

1、高速公路 

形成“四横两纵”的高速公路网布局。 

表 4 淮安市高速公路规划布局 

序号 布局 名称 编号 起终点 备注 

1 

四

横 

H1 
宿淮高速 G2513 淮安-徐州 现状 

2 淮盐高速 S18 盐城-淮安 现状 

3 H2 淮滨高速公路 待定 淮安-滨海港 规划新增 

4 
H3 

金马高速公路 S92 马坝-金湖-京沪高速 现状/规划东延 

5 盱眙至蚌宁连接线 待定 蚌埠-盱眙-宁连高速 规划新增 

6 H4 新扬高速 S49 新沂-淮安-扬州 现状/淮扬段在建 

7 两

纵 

Z1 京沪高速 G2 北京-淮安-上海 扩容改造 

8 Z2 宁连高速 G25 长春-淮安-深圳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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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铁路 

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连淮扬镇铁路、徐宿淮盐铁路、沂

淮铁路、宁淮铁路 4 条线路，辐射南京、徐州、临沂、连云

港、盐城、扬州六个方向。远景预留合淮铁路线位。 

货运铁路：规划新增蚌盐铁路，加快新长铁路扩能改造。

结合新线建设和实施既有铁路扩能，加强干线铁路与资源富

集区、货物主要集散地、主要港口之间的联系，扩大货运能

力有效供给，满足现代高效物流需求。 

3、内河航道 

以提升航道通达能力和区域辐射带动力、实现骨架航道

通江达海为目标，规划形成“四横三纵一联”的高等级航道

网络，实现市域千吨级航道通达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 

表 5 淮安市干线航道规划布局 

规划布局 航道名称 起点 终点 规划等级 

四

横 

H1 
淮河入海水道 京杭大运河 市域东边界 二级航道 

淮河入海水道 京杭大运河 市域西边界 三级航道 

H2 盐河 京杭大运河 市域东边界 三级航道 

H3 金宝线 淮河入海水道 京杭大运河 三级航道 

H4 洪泽湖西线 淮河入海水道 市域西边界 五级航道 

三

纵 

Z1 京杭大运河全段 市域北边界 市域南边界 二级航道 

Z2 淮沭河 市域北边界 京杭大运河 五级航道 

Z3 张福河 京杭大运河 淮河入海水道 三级航道 

一

联 
L1 东环城河 淮河入海水道 盐河 三级航道 

 

规划形成“七港十四区”的港口布局。“七港”分别为

市区、淮安、淮阴、涟水、 洪泽、金湖、盱眙港；十四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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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淮安新港、黄码、楚州新港、三堡、盐化工、淮阴城东、

淮阴城西、盱眙新港、涟水新港、金湖新港、洪泽新港、头

溪河、盱眙港口产业园、季桥作业区。 

4、航空 

规划淮安涟水机场为国内航空支线机场、民用航空中型

机场、航空公司基地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规划期内飞

行区指标为 4C 兼顾 4E，跑道长度 3200 米。2030 年旅客吞

吐量 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5000 吨。 

以服务三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重点，通过提供短途客货

运、农林作业、低空旅游、航空运动、飞行培训等通用航空

服务，为淮安市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特色休闲产业发展提供

重要的支撑和保障。规划清江浦、渠南、南马厂、洪泽、涟

水、盱眙、金湖 7 处通用机场。 

（二）城市交通 

1、城市道路 

规划形成“双环九射一联”的城市快速路系统。其中，

内环：黄河路—西安路—延安路—宁连路；中环：西安路—

南苑路—城西干道、安澜路—淮河路；九射：西安路北段（淮

河路至宁连高速公路丁集互通）、黄河路东段（安澜路至京沪

高速公路许渡互通）、黄河路西段（西安路至长深高速公路淮

安西互通）、宁连路北段（淮河路至宁连高速公路王兴互通）、

承恩大道、迎宾大道、通甫路、城西干道、北京路南段（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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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路至淮盐高速公路淮安南互通）；一联：原 S237（迎宾大

道至华西路）。 

规划横向的主干路包括 S325、珠江路、长江路、淮海东

西路—水渡口大道、珠海路、深圳路、明远路—徐杨路、宁

连一级公路（淮安南高速出入口至承恩大道）、枚皋路、友谊

路、关天培路。纵向道路包括韩侯大道、北京南北路、淮海

南北路、承德路、天津路、万瑞路、翔宇大道—翔宇北道、

南昌路、合肥路、广州路、飞耀路、鸿海路—楚州大道、铁

云路、原 S237（淮河路至迎宾大道）、南马厂大道。 

规划横向的次干路包括香江路、九江路、滨河路、北京

东西路、大同路、健康东西路、大治路、上海东西路、漕运

东西路、解放东西路、前进东西路、滨河大道、柯山路、枚

乘路、朝阳路、创业路、万福路、河畔路、珠海路、富士康

路、集贤路、达方路、山阳大道、厦门路、大连路、汕头路、

杜康桥路、华西路、东西门大街、南巽路、新竹路、台南路

等。纵向道路包括锦华路、清浦路、勤政路、人民路、工农

路、银川路、圩北路、徐家湖路、启秀路、曙光路、西藏路、

灵秀路、白果路、宏盛路、广州路、南京路、福州路、韩泰

路、济南路、凤里路、南北门大街、河西大道、梁红玉路、

沈坤路、经八路、经十三路。 

2、公共交通 

依托轨道交通，培育淮海南北路、淮海东西路、枚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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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大道公交走廊，通过公交引导走廊沿线用地更新，促进

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沿走廊集聚。加强公交走廊接驳交通体

系建设，提升公交便捷度，增强公交吸引力，促进交通出行

绿色化转型和走廊沿线地区高强度开发。 

规划 2条市域轨道线路，总里程 110.8公里，与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衔接，分别至洪泽组团、工业组团、白马湖旅游

度假区、空港产业园和涟水城区，实现与中心城区外围节点

45 分钟内通达目标。 

规划 3 条城市轨道线路，总里程 91.6 公里，与各组团

中心、对外交通枢纽相衔接，实现组团、高铁站 30 分钟通达

目标，线网密度 0.41 公里/平方公里。保留已建有轨电车 1

号线。 

结合城市集中建设区用地布局，构建“快—干—支”多

层次常规公交网络。 

3、货运交通 

规划形成“环+放射”的货运交通骨架网络，衔接城市

工业集聚区、港口、铁路货站，实现 20 分钟抵达高速出入口

及主要货运枢纽。其中，环线由 G343、S235、S237、G205构

成，放射线包括：宁连路、黄河路、迎宾大道、铁云路、南

苑路、淮河路等。在城市工业区内部形成网格化的货运集散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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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一）保护目标 

保护历史真实载体、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

通过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保护，充分彰显

淮安历史文化名城运河文化、古城文化、名人文化有机融合

的地域文化内涵，传承淮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推动淮安

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把淮安建设成为古代文化和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 

（二）保护层次与总体保护框架 

构建“两个部分、四个层次——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地段、历

史遗存”的保护框架。 

（三）保护主要内容 

1、市域历史文化保护 

保护码头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保护镇域“三河六堆、

沟塘齐布”的整体地形地貌结构、“洼地蓄田”的大地景观

特征和“高堤结屋”的聚落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维育镇域

水网体系，控制沿湖开发，保护古黄河河滩湿地和“蓄清冲

黄”的清口水利工程体系。保护甘罗城、淮阴故城、清口旧

县遗址形成的“三城迭替”的历史城址，以及镇区三面环水

的“锐角湾”聚落环境格局。强化展示码头镇各项与大运河

遗产紧密相关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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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古镇古村传统街巷格局，保护传统风貌，维护承载传统

习俗公共空间，修缮更新历史建筑，维持原有风貌，新建建

筑必须与整体风貌、尺度相协调。 

保护市域范围内与大运河遗产紧密相关的河湖水系：黄

河故道淮安段、龟山运河、淮安区文渠、张福河、老涧河（淮

安区段）、盐河（淮阴区段）、洪泽湖，保持和恢复河道湖泊

原有的自然堤岸风貌，恢复古盐河（永济河）水系，沟通古

盐河与老泗河，贯通清江浦内、外城河，彰显淮安漕运历史

文化景观。 

2、历史城区保护 

整体保护“三城联立”的城池格局，重点保护老城、夹

城、新城三城联立的平面轮廓，开展城墙、城门、水关节点

空间环境景观整治，建设城墙遗址公园。控制历史城区中轴

线及其对称布局和景观效果。保护里运河、文渠和“四湖一

垠”（ 萧湖、勺湖、月湖、荷湖和桃花垠），保护石堤、码

头、桥梁、驳岸及其相关历史遗迹。保护以镇淮楼为中心的

棋盘式道路街巷格局，保持新城、联城各城门、水关之间主

要道路相互联通，保持 50条历史街巷的走向、名称和历史环

境要素。整体控制历史城区的空间形态，古城原则上控制新

建建筑高度在 24米以下，控制文通塔、镇淮楼和周恩来纪念

馆周围一定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在 10 米以下，保持南北中

轴线两侧 30 米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在 10米以下。重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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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传统建筑风貌，使重要景观轴线和历史街巷沿线地区的

新建建筑形式、体量、色彩、风格等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3、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地段 

保护河下古镇、上坂街-驸马巷-龙窝巷 2 处省级历史文

化街区，严格执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保

护要求。保护老西门大街历史地段、双刀刘巷历史地段、太

清观街历史地段、东岳庙历史地段、县东街历史地段、都天

庙历史地段、大闸口历史地段、河北街-光明街历史地段 8 片

历史地段，具体保护办法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执行。 

4、历史遗存 

保护淮安市大运河遗产尤其是清口枢纽和总督漕运公

署 2 处世界文化遗产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快推进市内首批历

史建筑认定，优先开展城市更新区的历史建筑普查公布工作。

经公布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及管理严格按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的相关条

款进行。严格保护淮安市 27 片地下文物埋藏区，严格执行

《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的规定，其中韩信城遗址、甘罗城

遗址、泗州城遗址保护还需符合《大运河遗产（淮安段）保

护规划》的保护和管理要求。保护 545株登记古树名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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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年）和《江苏

省城市古树名木养护管理暂行规定》（2004年），持续推动古

树名木普查和名录公布。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原则，保护淮安市 20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一）市域城乡特色风貌 

形成“二廊三片十九区”特色风貌结构。其中，“二廊”

是指依托重要河流形成的里运河-京杭大运河特色景观廊道、

古淮河-盐河特色景观廊道；“三片”是指通过整合自然山

水资源和特色镇村人居空间形成的淮河-洪泽湖特色风貌片、

黄淮生态特色风貌片、白马湖-高邮湖特色风貌片；“十九区”

是指十九个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具体包括码头文化名镇美

丽城乡特色培育区、岔河渔文化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老子

山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铁山寺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高沟

酒文化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金湖荷花荡美丽城乡特色培育

区、涟水水城文化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西游文化美丽城乡

特色培育区、淮安红色文化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南闸生态

休闲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前锋湿地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

洪泽渔人湾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蒋坝古镇美丽城乡特色培

育区、盱眙美食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八仙台美丽城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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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区、玉皇山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锦绣沃野美丽城乡特

色培育区、繁花漫港美丽城乡特色培育区、果园飘香美丽城

乡特色培育区。 

（二）城区特色风貌塑造 

规划形成以淮安古城区为基础的古城特色风貌区、以清

江浦旧城区为基础的旧城特色风貌区、以生态文旅组团、运

南组团、中心组团里运河东侧地区等为基础的新城特色风貌

区、以洪泽组团为基础的滨湖特色风貌区以及以淮安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淮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淮安工业园区、

盐化新材料产业园、淮安经济开发区、清浦工业园等产业园

区为基础的工业特色风貌区等 5个特色风貌区，以此整体协

调新旧城区空间关系，彰显城水相宜、新古相融的整体风貌。 

重点打造周恩来纪念地、恩来干部学院、清江浦、河下

三湖、山阳湖、运河苑、九龙口、古淮河生态公园、桃花坞、

水渡口、行政文体中心、智慧谷、高铁新区、运河工业遗址

公园、滨湖休闲区等 15个特色地段，作为展示淮安城市魅力

的名片地区。 

十一、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一）生态建设 

1、市域生态格局 

构建“三湖拥山田，六带通江淮”的自然生态格局。南

部丘陵、北部农田及中部平原水乡构成淮安市域的生态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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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为生态源，淮沭河-二河、苏北灌溉

总渠-淮河入海水道、京杭大运河、古淮河、淮河入江水道、

白马湖引河构成各生态空间有机联系的生态廊道，二河、盐

河、新河、九龙口湿地等各生态廊道的交汇处形成重要的生

态节点。 

2、生态资源利用 

合理利用水域湿地、湖泊岸线、丘陵山地等生态资源，

符合相关湖泊保护规划、防洪规划以及生态保护规划的要求。

依托洪泽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古堰省级森林公园、第一

山森林公园、明祖陵、泗州城遗址、老子山、蒋坝古镇、龟

山村、三河闸水利风景区、象山矿山公园等景区景点，试点

建设洪泽湖国家公园。 

3、生态空间修复 

积极推进山地生态修复、湿地生态修复以及水土流失治

理等生态空间修复工作，保障市域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二）环境保护 

1、环境功能区划 

环境空气功能区一类区包括涟漪湖黄嘴白鹭自然保护

区、洪泽湖东部湿地自然保护区、金湖县湿地自然保护区、

盱眙县陡湖自然保护区、盱眙县铁山寺自然保护区、第一山

风景名胜区、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洪泽古堰省级森林公园

以及洪泽湖、白马湖湿地，执行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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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为环境空气功能区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 

淮安市河流地表水环境功能以饮用、工业、农业、景观

为主，湖泊的地表水功能以渔业、农业为主。洪泽湖、高邮

湖、白马湖、宝应湖、淮河、淮河入江水道三河段、花河、

二河、里运河、入海水道、灌溉总渠、中运河、淮沭河、南

六塘河、盐河、一帆河、古淮河、张福河、维桥河、高桥河、

清安河、草泽河等河道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利农河与浔河

等河道水质达到Ⅳ类水标准。 

综合居住区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行政、商业、工业混

合区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工业区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交

通干线道路两侧及穿越城镇的内河航道两侧为 4a 类声环境

功能区，铁路干线两侧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各功能区均达

到相应标准。 

2、污染防治措施 

重点推进大气污染、水系污染、噪声污染、固废污染、

土壤污染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十二、多规融合 

（一）实施“一张蓝图”全域空间管控 

以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契机，融合发改、国土、环保、

交通、住建、农委、文广新局等部门规划成果，建立以城市

总体规划为核心、多部门规划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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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三类空间”引导、规划区“两线三区”管控以及中心城

区“两图合一”，实现从市域到中心城区管控逐层落实。 

（二）统一多规融合标准规范 

建立包括数据标准、数据库标准、应用服务标准、安全

标准在内的多规合一标准规范体系，形成制图与建库、应用

与机制 2 类 9个标准规范，构建多规合一标准规范体系。 

以淮安独立坐标系为基准，将各类空间规划数据统一转

换；建立城乡规划部门和国土部门相协调的用地分类标准，

协调建设用地分类标准矛盾，夯实用地一张图数据基础；明

确多规合一编制成果主要内容与要素编码，规范多规合一编

制成果 CAD制图和符号样式要求，建立多规合一编制成果数

据库建设标准；强化多规合一数据保障机制建设。 

（三）搭建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 

构建汇集规划、发改、国土、住建、环保、交通、经信、

商务、教育、农委、文广新局等十余个部门规划空间数据，

实现规划数据统一口径。通过统一标准服务管理，解决与多

规平台的服务应用对接。 

完善多规合一空间信息平台功能，包括冲突检测、数据

汇展、协同预审、辅助决策、数据动态更新、运维管理等六

大功能模块，强化信息平台多部门协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