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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p a c e  P l a n n i n g

空间规划
2024年2月27日，《巴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经四川
省人民政府批准并颁布实施，是未来十余年发展的空间蓝图和规划指引。



Ø划定耕地: 

Ø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Ø划定生态红线:

Ø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一

三区指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

三线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农业空间包括永久基本农田、
为满足农、林业发展的乡村建设区
域以及矿产能源发展区，主要分布
于市域中南部；

生态空间包括自然保护地、国
家公益林、天然林、生态保护极重
要区等区域，主要分布于市域中北
部山区；

城镇空间包括城镇开发边界以
及开发边界外零星分布的现状城镇
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市域中部

农业空间
892.59万亩，
占市域面积的
48.39%

生态空间927.86万亩，
占市域面积的50.30%

城镇空间24.09万亩，
占市域面积的1.31%



高质量
发展

二

1、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一屏一区、一核三副六廊

指大巴山系米仓山生态屏障，以光雾山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诺水河生物多样性保护
区、五台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为主体

指市域中南部盆周山区的农牧生产区

指巴中市中心城区，包含巴州城区、恩阳
城区、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

为南江县城、通江县城、平昌县城

为依托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路以及沿线的
城市、县城、城镇构成的六条城镇发展走廊

广巴达城镇发展廊 成巴安城镇发展廊

汉巴南城镇发展廊

镇广高速交通联系廊

通宣开交通联系廊

平仪交通联系廊



结合《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确定主体功能区定位

Ø 巴州区：国家级城市化发展区
Ø 恩阳区：省级城市化地区
Ø  南江县、通江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Ø  平昌县：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细化形成45个城镇化地区、59个农产品主产
区、3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镇级主体功能区。

2035年，市域总人口263万人，城
镇人口为18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9.2%。

二

2、细化主体功能区

3、人口规模预测

国家级城市化发展区

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省级城市化地区

南江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通江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二

依托市域内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和传统
优势产业，构建“三区六园”的农产品生产空间。

三区：
北部中山生态农业特色种养区
中部低山农牧结合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区
城郊丘陵三产融合大宗农产品供给保障区
六园：

4、农产品生产空间

名称
总面积

（平方公里）
主导产业 级别

南江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7
黄羊+金

银花
国家级

巴州区道地药材现代农业产业园 25 中药材 省级

通江县通江银耳现代农业产业园 15 食用菌 省级

恩阳区优质粮油现代农业产业园 12 优质粮油 省级

平昌县青花椒现代农业产业园 42 青花椒 省级

平昌县茶叶+生猪现代农业产业园 45 茶叶+猪 省级



二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构建“环线+片区”的乡村振兴空间，围绕
29个乡镇级片区，打造“市域旅游环线”的乡
村振兴环。

环线：
打造围绕“市域旅游环线”的乡村振兴环
片区：
统筹划分29个镇级片区，重点推进城郊融

合型、文旅融合型、森林康养型、药旅融合型、
茶旅融合型、特色农业型等六种类型发展。

5、乡村振兴空间



G347

二

广元至巴中至达州铁路

成都至巴中至安康铁路

恩施至巴中至广元高速公路

绵阳至巴中至万源高速公路

盐亭至南江至万源高速

G347广元至巴中至万源普通国道

平昌至仪陇高速

米仓大道

汉巴南城际铁路

G85银昆高速

S2成巴高速

S15镇广高速

S12通宣开高速

G244

G245

G542

广巴达铁路

成巴安铁路

G5012
恩广高速

S1成万高速

S22平仪高速

米仓大道

S18

巴城绕城环线

高速公路环线

连接县（区）公路环线

国省干线公路环线

恩阳机场

南江通用机场

通江通用机场

平昌通用机场

围绕建成“成渝地区北向重要门户枢纽”，

深化“八纵八横四环四航”的8844交通体系，强

化出川通道、北部山区之间交通联系。

6、综合交通规划

八纵：

汉中至巴中至南充铁路

银川至巴中至昆明高速公路

巴中至成都高速公路

镇巴至巴中至广安高速公路

通宣开高速

G542广元至巴中至万州普通国道

G244乌海至巴中至江津普通国道

G245巴中至金平普通国道

八横：

四环：

巴城绕城环线

高速公路环线

连接县（区）公路环线

国省干线公路环线

四航：

恩阳机场

南江通用机场

通江通用机场

平昌通用机场



构建“一核引领，五区联动”的工业园区

空间布局，加快打造五大产业基地，引导产业

集中集约集群发展。

二

7、产业发展规划

一核： 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

五区： 巴州区、恩阳区、平昌县、通江县、南江县 通江县

四川平昌经济开发区

恩阳区

南江县

巴州区

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



二

 构建“三层多要素”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立足文化旅游优势资源，形成“一核两廊六区”

文旅融合发展格局。

一核： 光雾山诺水河文旅融合发展核心增长极

两廊： 大巴山生态康养走廊、川陕苏区红色文化走廊

六区： 巴州区城市休闲和旅游集散区

恩阳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南江县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

通江县红色文化传承示范区

平昌县乡村休闲旅游集聚区

巴中经济开发区文旅业态创新试验区

三层多要素:“三层”即市域、中心城区和历史城区三个保护空

间层次。“多要素”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村落等保护对象。

8、文旅发展规划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图

三

中心城区确定为中等城市（50-100

万人口），城市性质为秦巴山片区中心城

市，具有巴文化、红色文化特色的历史文

化名城和现代森林公园城市。

规划至2035年，中心城区城镇人口

90万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10.77万亩。

1、城市性质及规模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图

三

推进“一城三区”一体化发展城市

空间布局结构，实施东强、中优、西兴

的发展战略。

2、空间结构及布局

拥有高铁和机场，交通要素聚集，是距离国家中心城市最

近的区，应发挥门户枢纽优势发展产业。

拥有恩阳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发挥文旅特色聚集人气。

巴中的政治文化中心，拥有一城四龛的独一历史文化要素，

但城市建设已经趋于饱和，缺乏承载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

承载未来发展的重要空间，支撑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



三

3、历史文化保护

形成以巴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主的

“一城、一镇、多点”保护格局。

国保单位4处：石门寺摩崖造像、西龛摩崖造像、南龛
摩崖造像、北龛摩崖造像

省保单位6处：回风亭、川陕省总工会旧址、中共川陕
省委旧址、巴中特别市苏维埃旧址、巴州魁星阁、恩
阳古镇革命旧址群

市保单位4处：川陕省巴中特别市保卫局旧址、恩阳万
寿宫、川陕省恩阳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旧址、李贤墓

巴州古城历史城区：两水环抱、三龛合城、六山相望

恩阳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两水绕城、五马来朝

中心城区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规划图

三

围绕巴州城区、恩阳城区、巴中经
开区等“六片”山水空间格局，塑造城
市魅力空间、提升城市品质。依托11处
城郊山体公园、10条景观通廊，突出
“四龛”摩崖造像、自然山体生态景观，
构建连通三区的城市生态公园。

4、绿地山水生态

六片：巴州城区、恩阳城区、陇桥—盘兴、巴中经开区、
清江—奇章、曾口组团。

11处城郊山体公园：之字河滨河郊野公园、义阳山城郊
森林公园、鹰嘴山城郊森林公园、西华山城郊森林公园、西
龛山植物公园、望王山体育公园、晏阳初文化公园、北龛山
城郊森林公园、东华山城郊森林公园、九寨山城郊森林公园、
郑家山近郊公园。

10条景观通廊：“望王山—巴人广场—南龛山”景观
视廊、“南龛山—小东门广场—插旗山”景观视廊、“插旗
山—黄家沟国际商贸城—塔子山（晏阳初文化公园）”景观
视廊、“西龛山—柳津大桥—望王山”景观视廊、“望王山
—回风亭—鹰嘴山”景观视廊、“东华山—兴文政务中心—
九寨山”景观通廊、“义阳山—登科寺山”景观通廊、“凤
凰山—圆包山”景观通廊、“义阳山—恩阳古镇”景观通廊、
登科寺山—恩阳古镇”景观通廊。



三

5、城市更新

1个单元，腾退工业厂房功能：

恩阳工业腾退更新

2个单元，保护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

巴中古城保护更新单元、恩阳古镇保护更新单元

6个单元，改善老旧住宅环境：

江北老旧住宅更新、江南老旧住宅更新、宕梁老旧住
宅更新、插旗山老旧住宅更新

江北老旧住宅更新

江南老旧住宅更新

恩阳古镇保护更新

恩阳老旧住宅更新

恩阳工业腾退更新

巴中古城保护更新 插旗山老旧住宅更新

中心城区城市更新规划图

宕梁老旧住宅更新

划定“更新单元”，明确其范围及规

模，严格落实城市更新底线管控要求，防

止大拆大建，提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



加强市中心城区“一城三区”交通联
系，在恩阳与巴州之间、巴州与经开之间、
工业园区之间增加不少于2条快速通道。

三

6、城市综合交通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新建2条巴州城区与恩阳城区之间联系干道；

新建2条经开区至巴州工业园至曾口化工园区快速通道；

新建曾口至三江至恩阳机场快速通道；

优化G542、G347过境公路线型。

巴州城区至恩阳城
区结构性主干道1

经开区至曾
口快速通道

G542过境公路

巴州城区至恩阳城
区结构性主干道2

G347过境公路

曾口至三江至恩阳
机场快速通道

曾口至清江
快速通道



D e v e l o p m e n t  l e a d s

引领发展

2
（一）推进产业兴市

（二）推进城乡融合

（三）提升功能品质

（四）做优开放通道

（五）打造新城中心



4区

3地

高质量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要从巴中资源禀赋出发，从城市发展规律出发，顺应新时代新阶
段发展大势，以“两个更好”为引领，以追赶跨越为导向，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主攻方向，坚持政治主动、系
统思维、精准理念：



总体愿景

从 

迈向 

资源产地 

一



一

      

主
要
任
务

      招大引优重点项目，培优育强竞赛选手，
着力打造一流品牌

      

      

积极参与成渝西产业分工，加强与东部城市
合作，全力拓展市场空间

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建设一批优质创新平台

提升园区能级水平，深化产业园区协作，优
化园区发展环境

      

      加快推进智改数转，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加
快推进融合增效

夯实人才核心支撑，优化用地资源配置，强
化能源供应支撑

以建设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市为统揽，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抓手，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优化用地空间基础上，打造
优势细分赛道，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强化发展要素保障。



一

聚焦国家战略导向，立足城市资源禀赋，构建特色鲜明、协作紧密、融合发展的“5+2+3”产业体系，坚持细分致胜、赛道思维，优先发
展 18 个细分赛道，快速提升巴中产业标识度和竞争力。



一

构建“一核多区”发展模
式，强化巴中经开区兴文组团、奇章组团
和巴州清江组团、曾口组团极核作用，整
合优化恩阳区、南江县、通江县工业园区，
突出扩容赋能增效，同步推进平昌经开区
跨越振兴发展。

规模发展5大主导产业（能
源化工、先进材料、食品饮料、电子信息、

医药健康），提升发展2大优势产
业（文旅康养、现代农业），联动发
展3大支撑产业（物流、金融、信息
服务）。

南江产业功能区

通江产业功能区

平昌产业功能区

巴中经开区
产业功能区

巴州产业功能区

恩阳产业功能区

通江县产业赛道
高端肉制品、矿物功能材

料、电子元器件、清洁能源、
精细化工（4个）

平昌县产业赛道
清洁能源、饮料及名优酒

、高端肉制品、先进电池材料
、精细化工（5个）

巴中经开区产业赛道
先进电池材料、绿色

建材、智能终端、电子元
器件、现代中药，高端肉
制品、精细化工（7个）

巴州区产业赛道
绿色建材（1个）

恩阳区产业赛道
高端肉制品、饮料及

名优酒、智能终端、电子
元器件、先进电池材料、
绿色建材（6个）

南江县产业赛道
高端肉制品、饮料及名优

酒、矿物功能材料、绿色建材
（4个）



一

依托平昌县北部、通江县南部、南江县南

部、巴州区东部优质种养资源，以“秦巴山区特

色高效农牧业”为主题，按国家示范区标准布局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构建“核心区引领

+示范区带动+延展区辐射”空间布局。

聚焦空山牛、南江黄羊、青峪猪、山地梅

花鸡和茶叶、金银花、枳壳、淫羊藿等优势种植

资源，开展新品种选育、主推品种筛选、地方标

准制定科技攻关。

粮食类产区

畜禽养殖类产区

经济作物类产区

水产养殖类产区

柳林镇

下八庙镇

明阳镇

兴隆镇

大河镇

兴马镇
关门镇

石滩镇

高桥镇

公山镇

仁和镇

长赤镇

天池镇

红光镇侯家镇

南天门

清江镇

曾口镇

水宁寺镇

大和乡

下两镇

云顶镇

新场镇

涪阳镇

陈河镇

邱家镇

三十二梁镇

鼎山镇

司城街道

登科街道

花丛镇

尹家镇

八庙镇

沙河镇

铁佛镇
三溪镇

广纳镇

春在镇

板庙镇

白庙乡

玉堂街道

化成镇

渔溪镇

九镇

茶坝镇

双胜镇

赤溪镇

兴隆镇

烟溪镇

永安镇

杨柏镇

民胜镇

沙溪镇

诺江镇

青峪镇

驷马镇

金宝街道

土兴镇

正直镇
火炬镇

得胜镇

涵水镇

农牧主导



充分发掘巴文化、红色文化、石窟文化，擦亮巴文化中心、川陕苏区首府、晏阳初故里三张文化名片，恢复部分
“九井十八街”“早晚恩阳河”风貌，塑造具有巴中特色的历史文化商业街区，彰显“巴城巴人巴风”韵味。

一



一

规划铁路

高速公路

规划旅游专线

国道

秦巴山地线

S18
高速

S1成万高速

S15

镇
广
高
速

米
仓
大
道

秦巴山地线

S15

镇
广
高
速

S18高速

G347国
道

成巴安高速铁路

汉
巴
南
城
际
铁
路

快速路

打造“四龛护城”文旅品牌，促进传统文化
与红色文化融合互动，培育精致露营、山地
探险、观星观鸟等分众化“出圈”场景。

中心城区“四龛护城”格局



二

1、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打造3个副中心（南江县城、通江县城、平昌县

城）、29个乡镇级片区、25个中心镇和10个
副中心镇的城镇组团，全面提升城镇资源要素集聚力、

区域经济带动力、宜居品质吸引力、城乡融合辐射力。



二

2、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市区、县城周边选取发展基础好、潜力大、
有特色的乡镇或村，如化成、驷马、长赤、
铁佛、柳林等作为试点，通过基础设施从城市向乡
村延伸，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聚集，传承地

域文化，塑造乡村特色，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二

2、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天然药库

春赏山花

夏看山水

秋观红叶

冬览冰挂

康养运动

天然氧吧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光雾山—诺水河

国家级森林公园
米仓山 \ 镇龙山 \ 空山 \ 天马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
大小兰沟

全市森林覆盖率63.18%，野生动植物达2600余种，四
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全年空气质量优，被誉为“天然氧吧”；

秦巴山地天然药库——药用野生动植物、矿物达1600
多种，自然储量达到6万吨。

资源禀赋

品牌



，引导县（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稳步提升村容村貌，大力改善居住环境，

加固原建筑构件
并重新粉刷红色
涂料

墙裙贴小青砖

老旧门窗更新

采用小青瓦进行
屋面修缮并完善
屋顶结构层次

建筑立面增加照
片展示墙烘托院
落氛围

立面米白色真石
漆粉刷

二

3、强化乡村风貌管控



三

增加城市温度，引导县（区）执行。

强调构建人车分流的慢行友好街道，激发沿街公共空间的交流和活力。

1、完善管控导则  增加城市温度



三

通过绿化广场、标识标牌、公交座椅、城市家具、无障碍设施等方面的提升，打造城市街道人性化的U型界面，形成导则示范推广。

1、完善管控导则  增加城市温度

视线焦点（大路口艺术感大雕塑） 彩绘、涂装艺术化设施、坐凳 标识标牌智慧化公交站台



三

开展城市体检，以城市体检发现问题、城市更新解决问题的工作联动路径，系统开展城
市体检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巴中市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建设规划》，围绕民
生居住、缓堵保畅、便民利民、生态品质、城市发展等方面加强城市更新项目编制储备。

2、实施城市更新  提升城市品质



恩  广  高  速

成  巴
  高

  速

银
  昆

  高
  速

北 环 线

秦  巴  大  道

南  环  线

万
  河

  路

巴  州
  大

  道

西
  环

  线

恩
  阳

  大
  道

巴
  万

  高
  速

巴中东
站

巴中西站

恩阳机场

广
  巴

  达
  铁

  路

汉  巴  南  铁  路(巴中

至南充段）

接北环线道路

接秦巴大道道路

接南环线道路

巴恩快速通道

铁路
高速公路
结构性主干道
主干道
新建结构性主干道
新建主干道
互通立交
高速出入口
高铁站
机场

成  万  高  速

接恩阳机场道路

江北大道东段

插旗山路

新
市
街

八角楼街

集散道
路

三

      

      
打通巴恩快速通道，接南、北环线、秦巴大道、恩
阳机场等干道，提升枢纽与公交、道路接驳转换效
率。

      

      

通过交叉口渠化、拓宽、信号灯改造等措施，缓解节
点拥堵，提升路网通过能力。

主要打通巴州区老城区域（如文庙街、桂花路等区域）
断头路，畅通片区交通微循环。

优先开辟连接盘兴物流园、循环经济产业园、经开化
工园（曾口区块）、巴州工业园快速通道。

Ø 通过增设连接线、打通道路断点、缓解交通堵点、开辟快速通道，强
化城市交通联系。

3、打通城市堵点  优化交通体系



2035年

绿色交通分担率大于70%
占比

 ＞70%

2035年

500米站点覆盖90%
占比

 90%

(公交、慢行)

三

构建“干线公交+社区公交”系统，打造城市枢纽、重要景区一体化的换

乘体系，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完善公交枢纽站、首末站、公

交站设施体系，编制《巴中市中心城区综合交通专项规

划》。

4、建设绿色便捷公共交通系统



Ø 构建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场为补充的停车系统

Ø 集约利用停车空间，结合公共停车场设置智慧停车楼，结合城市边角空地增设立体停车位

Ø 合理管控路内停车，制定差异化停车收费标准

三

5.统筹停车设施，改善静态交通供需关系



以东南西北龛为门户节点，建立巴中Citywalk（城市漫步）系统
串联自然山水、历史遗存、开放空间等公共资源，承载正月十六等传统节日，突出立体分台

的城市特色，彰显“四龛护城”的空间格局，强化历史传承的文化表达

三

6.构建慢行系统，突出城市漫步文化表达



南江县

通江县

平昌县

巴中市

南充

广元

万州

万源

西安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重庆

成都

巴中市

3小
时

交
通

圈
四

3h

3h

3h

Ø 依托机场、高铁站等重要节点，
布局建设综合客运枢纽，积极
发展公铁联运、陆空联运、高
铁快运等多式联运方式。



选取机场、高铁站、交通干道、城市出入口等节点进行景观提
升，作为巴中城市印象的“第一眼”，高度概括巴中文化内核，提
取巴中红色基因，展示巴中城市名片，彰显巴中城市魅力。

四



科创中心
商务中心
体育中心

占地面积：1.67平方公里
商业商务：19.78公顷
行政办公：11.89公顷
居住空间：36.32公顷
生态空间：47.04公顷

巴中东站

商旅中心
交通枢纽

占地面积：2.14平方公里
商业商务：30.77公顷
居住空间：24.26公顷
生态空间：62.33公顷

九寨山

五

依托科创中心—体育中

心片区和巴中东站—九寨山

片区规划建设城市中心，规

划面积约3.81平方公里。

通过在经开区打造城市中心，植入城市发展动能极核，进而健全企业服务功能、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增加城市消费场景、实现九寨山生态价值转化，全面助力巴中高质量发展



1 32 6 8

9

7

4

5

3

8

1

13500 m2

2

126330.92 m2

4

4200 m2

5

1800 m2

6

1200 m2

7

25000 m2

9

3500 m2

五



汉巴南铁路南充至巴中段，计划2024年6

月底建成通车；铁路建成后将打通成都平原经

济区。汉巴南高铁巴中境内设巴中东站、恩阳

站。

巴中东站

▼

站房面积24000平方米，采用高架式站型

是汉巴南高铁全线建设规模最大的车站。

五

巴中东站TOD—九寨山一体化设计

，发挥资源与空间优势，

抓住高铁开通契机，立足省级经开区，

推进产城融合、站城融合、交旅融合。



巴中东站TOD-九寨山一体化设计

按照“车站就是目的地”思路和站城融合理念，将高铁枢纽地区规划成为“投资兴
业发展地、全域旅游中转地、生态康养目的地、在地产品展示地”，拉近巴中与成
渝西三大国家中心城市客商的时间距离，促进高端要素集聚，带动全域发展。



空间现状

编制《中交王府井-万达商业中心公共空间提升方案》，依托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整合周边商
业要素，建设城市级商圈，打造市级商业中心。结合半岛水岸空间打造桥头节点，连接王府井和万达广场，同时向南向北构建慢行
绿道连接插旗山和塔子山登山步道，与周边地区充分互动融合，形成活力极核。

五



I n s t i tu t iona l  Sy s tem

完善机制

3



1、规范市、县（区）规划审批程序1

3 制定市、县（区）国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

4、制定《巴中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管理规定》4

4、规范市、县（区）专家库2

4、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规范土地管理，推进耕地保护重大问题整改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