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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第 1条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覆盖广州市全市域，总面积 7434.4km2，包括 11个市辖

区及广州空港经济区，其中，11个市辖区分别为越秀区、海珠区、

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增城

区、从化区。

第 2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现状水平年为 2021年，近期规划水

平年为 2025年，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5年。

第二章 现状分析

第 3条 自然地理

广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出海口，是中国通往世界

的南大门。距离香港 185km、澳门 136km。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是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时代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引领型城

市，国际商贸中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广州市处于粤中低山向珠江三角洲的过渡地带，整体地势由东北

向西南倾斜，地形地貌复杂，山、城、田、海格局明显。广州市地处

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暖热，

季风明显，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具有丰富的光、热、水资源，多

年平均雨量为 1857.4mm，时空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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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大地构造位于华南褶皱系中的粤中拗陷构造单元内。基岩

地质新老地层交错、浅层土壤类型多样且整体下渗能力差。

第 4条 社会经济

至 2021 年末，广州市常住总人口为 1881.06 万人，城镇化率为

86.46％，户籍人口 1011.53 万人。2021 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

28231.97亿元。

第 5条 下垫面条件

广州市 105个排涝片覆盖全市域，用地地类包含耕地、种植园地、

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建设用地等。



3

第三章 主要问题及原因

第 6条 水安全问题及成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地面不透水面积显著增加，原始可透水地

面和低洼地被侵占，导致地表径流量不断增加，加上热岛效应、雨岛

效应导致极端降雨频发，城市积水现象时常发生。

第 7条 水生态环境问题及成因

对于城市面源污染缺乏系统控制措施，雨季污染物随径流入河，

导致河涌水质不稳定。

第 8条雨水资源问题及成因

广州市是水质型缺水城市，对雨水资源利用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导致雨水资源利用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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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目标及技术路线

第 9条 规划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要求，充分利用山水城田海的市域空间格

局，完善区域流域排水防涝体系，缓解城市内涝积水、改善水生态环

境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建设“安全韧性、绿色生

态、人水和谐、集约节约”的海绵城市，推动海绵城市建设高质量发

展，助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彰显城市依山、沿江、滨海岭南

风貌现代化城市特色。

到 2025年，城市建成区 45%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初步构建健康的雨水管理体系。

到 2030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到 2035年，在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健全、水生态环境改善、雨水

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取得新进步，总体消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

市内涝现象，构建完整系统的雨水径流管理体系，推动绿色生态原则

下的海绵城市理念有效落实，巩固 80%达标建成区建设成效，持续推

进未达标区域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落实，支撑城市韧性水平提升。

第 10条 总体思路

1、统筹流域-城市设施-源头建设关系

区域流域尺度，生态优先，构建蓄排平衡体系，外防洪潮，内排

涝水，保障体系安全；城市设施尺度，灰绿蓝结合，构建雨水管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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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障城市水安全，利用雨水资源；源头项目尺度，转换雨水排放

理念，小雨以蓄为主，加强渗透和净化，涵养水资源。

2、构建雨水径流管理体系

构建蓄排平衡体系应对内涝问题，控制面源污染排放缓解雨天河

道水质不稳定问题，建设雨水利用设施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

3、落实融合建设的绿色发展理念

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指引下，推动城乡绿色发展，助力城市高品

质发展，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新思路。

4、统筹近期建设与长远目标

构建近远期相互协调的多层级规划体系，专项规划提出近远期目

标，系统化实施方案统筹近期建设，示范片区积累建设经验。

5、新老城区分类施策

新区以目标为导向，全面落实规划指标；老区以问题为导向，结

合其他工程建设同步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第 11条 技术路线

以现状调研为基础，系统分析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结合相关规

划及文件的要求，确定规划目标及指标。结合广州市本底条件和实际

情况，确定规划思路，制定规划方案。统筹近期远期建设目标，制定

近期系统化实施方案。针对超大城市的特点，在规划中给出区级规划

及系统方案编制指引，为后续有效分解落实市级规划建设目标和任务

提供思路和参考。最后制定规划保障措施，保障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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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条 分区划定

按地形地貌及骨干水系特征，将全市划分为九大流域。在此基础

上，遵循高低水分开、内外水分开、主客水分开、就近排水的原则，

以现状地形图和雨水径流路径为依据，划定为 105个排涝片。

在 105个排涝片基础上，依据地形地势、管网情况、雨水出路等，

进一步划分为 2575个排水分区，排水分区是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体系

构建、建设成效评估等的基本单元。以控规管控单元为基础，结合

105个排涝片边界，将全市划分为 3003个海绵管控单元，海绵管控

单元是海绵城市规划管理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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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生态安全格局与海绵绿色基础设施总体布

局

第 13条 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广州市水生态安全格局分为低安全格局分区、中安全格局分区和

高安全格局分区。不同安全格局分类施策。

第 14条 海绵绿色基础设施总体布局

广州市海绵绿色基础设施总体为“八片六廊多节点”的布局结构。

第 15条 洪涝风险控制线

以河涌水域控制线为基础骨架，以构建连续通畅的雨洪径流通道

为基本原则，将影响洪涝安全的重大排水防涝设施划入洪涝风险控制

线。划入要素包括河涌水系控制线、对排水防涝能力影响较大的大型

调蓄设施、地表行泄通道，以及恢复行泄通道功能的合流渠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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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方案

根据建成区面积占比，将 105个排涝片划分为 90个建成区排涝

片和 15个非建成区排涝片，分类研究，构建全市系统的排水体系。

第 16条 建成区排涝片规划方案

注重源头减排，建立城市微排水系统。将全市 70%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和 45%年径流污染削减率分解至 3003个海绵管控单元。根据海

绵管控单元内规划用地情况合理确定控制指标，通过详细规划传导管

控要求。

补齐区域排水设施短板，构建城市小排水系统。在《广州市排水

（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22-2035年）》基础上，开展蓄排平衡分

析，通过对公共集中调蓄设施进行管控，实现区域有效应对 100年一

遇降雨；通过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挖潜与利用小微水体、设置取水

点，达到雨水资源利用量目标。

结合防洪规划，构建全市大排水系统。衔接《广州市防洪（潮）

排涝规划》（报批）及碧道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河涌水系洪涝安全，

完善大排水系统。

第 17条 非建成区排涝片规划方案

重点在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环境提升。衔接《广州市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对非建成区海绵管控单元提出海绵

城市建设指标要求，约束开发建设行为，保护水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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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十四五”达标区域建设方案

第 18条 达标区域选择

根据《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穗海

绵办〔2021〕7号）要求，广州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到

2025年底，全市城市建成区 45%以上的面积（以 2019年为水平年）

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各区及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根据辖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按照

海绵城市建设年度目标，选定各区建成区至 2025年底前海绵城市建

设达标区域。

第 19条 达标区域建设方案

以各市辖区系统化方案作为基础支撑，以九大流域为单元，统筹

近期重点建设片区建设，编制系统化实施方案，明确近期重点建设片

区建设任务。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一方面聚焦十四五期间

拟解决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谋划项目，打造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片区；

另一方面以海绵城市长效管理机制为依托，强化全市新、改、扩建项

目管控，达到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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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区级专项规划和系统化实施方案编制指引

第 20条 区级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编制指引

明确区级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主要内容，包括承接与落实市级

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标指标、分解落实海绵管控单元内的地块指

标、为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提供规划方案、编制技术指引和图则、确

定海绵建设重点区域、落实市级专项规划的各类要求，并给出编制大

纲和要求。

第 21条 区级海绵城市系统化实施方案编制指引

海绵城市系统化实施方案是衔接规划和设计的重要环节，其最主

要的功能是承上启下，通过近期目标分解、落实项目建设指标、指导

工程落地、评估目标可达性等几个步骤明确近期建设的任务，指导近

期海绵城市建设。从划定编制范围、确定近期建设目标、构建系统的

工程体系、模型辅助分析和决策等方面明确编制内容，并给出编制大

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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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海绵城市专章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作为规划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为了实现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规划体系中顺利传导，在详细规划层面应重点落

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与

指标，明确涉及雨水渗、滞、蓄、净、用、排等用途的设施用地；并

结合用地功能和布局，分解和明确各地块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指标，指

导下层级规划设计或地块出让与开发。

第 22条 控规衔接推进策略

为了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建筑小区、道路和绿地、

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采用两个主要策略推进落实，

一是将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控制指标纳入详细规划进行管控，二是在详

细规划阶段明确地块或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第 23条 详细规划需要重点传导的指标

详细规划重点传导本规划确定的海绵管控单元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设计降雨量、源头调蓄量、源头调蓄面积、公共集中调蓄设施调

蓄量、公共集中调蓄设施用地面积等指标，并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海绵城市专章”中予以落实。规划明确海绵管控单元和各类地块相

关指标确定方法，为详细规划相关指标落实和传导提供支撑。

第 24条 明确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要求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应因地制宜建设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

绿色屋顶等低影响开发设施，从源头控制雨水径流和污染；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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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涌水系控制线，按占补平衡原则确保基本水面率不减少，并保证雨

水滞蓄空间，明确绿地面积及布局；明确地块需建设调蓄设施用地面

积及规模，并将其纳入地块指标。

第 25条 海绵管控单元指标调整

海绵管控单元相关指标原则上不能随意调整或变更，如遇因国家

和省、市重大战略实施和省市重点项目实施等，确需对海绵管控单元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相关指标及公共集中调蓄指标进行调整的，可在同

一排涝片内指标平衡的原则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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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与其他规划衔接

第 26条 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落实

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上，进一步衔接和细化相关内容。

第 27条 与相关专项规划衔接

1、衔接《广州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22-2035年）》

本规划与排水（雨水）防涝总体规划中的雨水管渠设施、雨水泵

闸设施，以及内涝防治工程体系衔接，在此基础上从海绵城市建设角

度对规划提出提升建议，优化水安全规划方案。

2、衔接《广州市防洪（潮）排涝规划》（报批）

本规划中水安全体系在防洪（潮）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规划，重点

做好与相关标准、河涌水系规划以及流域设施系统衔接。

3、衔接《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2017-2035年）》

本规划中水安全体系中的河涌水系海绵城市建设方面在河涌水

系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规划，重点做好与河涌水系相关标准、蓝绿空间

管控要求以及水系空间布局的衔接。

4、衔接《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2021-2035）》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2021-2035）》规划将“海绵城市”的理

念融入包括公园的绿地建设，以绿地、道路、水系为载体，规划建成

具有水体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的海绵式公园；在广场

及绿地规划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协助消纳和净化路面径流。

5、衔接《广州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19-2035年）》、各区碧

道建设相关规划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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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道建设规划针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对应的建设类型，包括都市

型、城镇型、乡野型和自然生态型四种类型。本规划结合市区两级编

制的碧道建设规划、碧道建设方案，根据碧道类型对河涌岸线提出生

态修复建议和建设要求。

6、与道路规划

在宏观层面，在道路系统的竖向控制、建设形式、排水防涝功能

方面应与海绵体系的衔接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

7、与竖向规划

基于海绵建设专项规划划定的洪涝风险控制线，加强新旧开发片

区衔接，避免在建成区新增相对洼地；提出具体措施，发挥天然洼地

对周边区域的滞水、除涝作用，为海绵建设专项规划的公共集中调蓄

设施布局设置汇水条件。结合河涌水系、尤其是地表径流汇流路径分

布，合理控制道路坡向，有选择地将部分市政道路作为城市超标雨水

径流的行泄通道。

市、区两级竖向专项规划通过从宏观到中观的竖向管控，构建有

利于排水防涝的竖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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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非工程保障措施

第 28条 规划评估和动态维护机制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要求，本规划实行“五年一评估”。结

合相关要求以及各类相关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对本规划进行动态管

理。

第 29条 智慧化保障

构建“广州海绵城市管控系统”平台（以下简称海绵平台），将

规划成果纳入海绵平台。

第 30条 资金保障

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积极用好市、区财政资金，主动争

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地方债券资金；探索海绵城市建设模式，研

究探索设立海绵城市规划、施工、运维等阶段奖惩机制，以财政性资

金为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第 31条 人才培养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要为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有力条件，主要提供科研经费、科研设备、

课题项目申请、办公环境、教学环境等科研条件，在借鉴国内外先进

行业知识同时，引进相关的行业人才。

2、提高人才综合素质

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即协调科学教

育与人文教育、专业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素质的培养之间的关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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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过硬的科学文化本领的创新型人才。

3、突出领军人才作用

不断充实“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专家库”，专家库需包括但不限

于道路、水务、园林、建筑等多个领域专家，以及设计、施工、监理

及高校教授学者等行业人才，支撑海绵城市建设咨询、决策水平。

4、建立常态化技术骨干团队

经过三年的海绵城市示范城市建设，广州市已经积累了海绵城市

建设经验，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力量，建立了常态化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骨干团队。

第 32条 社会参与

建立健全公众的表达机制，使公众更广泛地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监督政府行为、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海绵城市建设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切身利益，提

高社会公众对海绵城市的认识与了解，做到海绵城市的优质建设、有

效管理与充分维护。

建立海绵城市建设信息定期发布制度、建立综合性海绵城市建设

决策咨询制度，激励技术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广泛调研，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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