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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 ，国家层面相继出台文件建立“五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 ，逐步明确详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顶层要求。

云南省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 ，结合自身实际，
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制定了详细规划单元划定指引并完成了
单元划定。于2023年11月发布实施了《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编制导则（试行）》 ，指导和规范云南省开展详细规划编审
工作。同时 ，正在同步制定详细规划成果数据库标准和实施评
估指南等标准 ，逐步完善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制度体系。

《规划》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 ，深化“多规合一”改
革要求 ，落实新时代新要求 ，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传导落实
总体规划 ，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
作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
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提供法定
依据。

我县组织编制完成了《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勐
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
示范园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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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1.1 规划范围

1.2 规划背景

1.3 编制重点



1.1 规划范围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中缅边境交界，是革命老区县、佤族自

治县、中缅边境县、民族直过区，全国最大的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灿烂，自然

生态宜居，沿边优势突出，历史积淀深厚，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节点，是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

研究范围

以城镇开发边界界定范围。

近期总规划面积95.58公顷

其中：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

区规划面积76.65公顷；勐甘绿色创新

产业园规划面积14.70公顷；沧源佤族

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规划面

积4.41平方公里。
远景展望范围：150.75公顷

其中：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

区远景发展（远景发展至100公顷）及

勐甘绿色创新产业园（工业用地红线面

积29.72公顷）、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

范园（工业用地红线面积21.03公顷）

的工业用地红线区域，总规划面积

150.7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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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背景

相关政策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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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重点

细化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传导管控 ，编制 可操作可实施 的详细规划

更新 城市空间风貌品质 ，打造宜居宜游 绿色生态城

落实 城市建设政策方针 ，共同缔造 美好生活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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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展愿景

2.2 现状概况

落实发展战略 ，锚定目标定位02



2.1 发展愿景

山水相依，绿带相连，产园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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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概况

交通区位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
创新产业示范园

勐甘新材料绿色
创新产业园

沧源佤族自
治县政府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距县城14公里，是云南省通往缅甸的通道之一。

机场：佤山机场。
国道：G219。
省道：S314。
高速公路：孟定至沧源高速公路（规划）、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规划）。
铁路：南伞至勐定至沧源铁路（规划）、沧源至双江铁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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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概况

产业分析

产业基础初步形成 ，逐渐承接产业转移，
但产业基础薄弱、资金及创新能力不足。

对外进出口贸易分析

主
要
进
口
产
品

主
要
出
口
产
品

中缅双方经济发展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 ，使得贸易结构存在差异性。

出口物品多为劳动密集型 ，进口物品多为资源密集型。

双方的经济关系互补性显著大于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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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概况

沧源佤族自治县各产业年发展均有所增长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边关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佤文化历史悠远 ，生态气候宜居 ，生物多样 ，边关民族文化风情游形成
吸引力——国际旅游度假区沧源品牌形成 ，跨国旅游成为新热点。旅游
资源优势明显 ，全域旅游格局逐步形成。

高原特色产业

高原特色产业凸显 ，促进农业产业从种养环节向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
延伸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沧源佤族自治县、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交通和产业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

现代物流产业

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为未来对外贸易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已建成沧

源口岸蓝韵物流中心和沧源欣和保税物流仓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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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口岸经济集聚区

绿色进出口落地加工生产园区
陆路口岸双边合作先行示范区

依托国家二类口岸、通道、本地高原特色农业、绿色能源、矿产资源等优势，抓

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的机遇，以及云南省工

业产业转型升级、世界一流的“绿色三张牌”、“数字云南”，等政策机遇，打造以

口岸经济、绿色加工为代表的现代化、智慧化的陆路口岸双边合作先行示范区。

2.3 目标定位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永和园区

依托利用口岸优势，形成集
物流、贸易、加工于一体的
口岸服务中心，塑造跨境特

色旅游门户节点。

勐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

通道服务区，以进出口加工、
跨境商贸物流为主

沧源佤族自治县
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

以“石材加工产业”为核心，
“生态发展”为目标的绿色

进出口落地加工为主



2.4 规划策略

产园融合 + 功能复合 + 蓝绿交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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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空间布局，创建绿色产业区03

3.1 结构分区

3.2 综合交通

3.3 公共服务

3.4 绿地景观

3.5 产业规划

3.6 城市设计



3.1 结构分区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形成六处功能区：

1、口岸服务区
2、查验检查区
3、边民互贸区
4、边境文旅发展区
5、综合配套服务区
6、落地加工区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
产业示范园园区形成3处功能区：

1、口岸服务区；
2、查验货场服务区；
3、便民互贸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
产业示范园园区形成2处功能区：

1、综合配套服务区；
2、绿色建材加工区。

勐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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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综合交通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1、对外交通道路：
为进入规划范围的S314，北侧

连接县城 ，南侧连接永和口岸 ，红
线宽度为12米 ，断面形式1块板。

2、园区内部道路：
规划红线宽度11米、12米、

13.5米，断面形式一块板。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
产业示范园园区：

1、对外交通：
园区对外交通为勐甘公路，连

接县城、永和口岸及G219。
2、内部交通：
园区为工业用地，内部道路红

线由入住企业根据产业性质，依据
道路相关要求进行划定。

勐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
产业示范园:

1、对外交通：
规划对现有村道拓宽 ，红线宽

度为12米，向西北连班老通道，向
东南通往班老乡新寨村、班老乡及
G219。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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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共服务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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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绿地景观

一心、一轴、多节点

沿道路打通与沧源佤族自治县城的联系 ，将片区融入区域生态网络。
内部沿道路串联绿脉 ，激发周边功能区域活力

一心：是指中心景观公园。

一轴： 沿路景观轴
多节点： 以街头绿地、 口袋公园等构成的景观节点。

绿地面积8.84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2.1公顷；防护绿地面积6.7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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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产业规划

规划目标

规划核心

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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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产业规划

建设策略

强调以人才吸引与人才关爱为核心
打造社群关联型的国际化产城园区

以人为本

全面融合

以CCDI理念驱动智慧园区一体化平台建设
率先在西部打造具特色园区智慧平台

总体构架

1 + N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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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产业聚集驱动园区更新及发展
以绿色低碳智慧运维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绿色生态

物理空间与虚拟平台有机融合
为用户打造有效关联共享的智慧生态圈

智慧运营



3.6 城市设计

总平面图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

勐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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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城市设计

空间策略

织山 + 围田 + 渗绿

控制有序

功能提升 " 四度 "特色打造

> 工业有 "高 "度 绿色智能 、创新产业导向的未来竞争力产业植入 ；

> 商业有 "亮 "度 特色活力 、功能多样化、新型服务工坊 ;

> 旅游有 "强"度 周边辐射、临沧、耿马、双江等旅游客群 ；

> 生 态 有 "广"度 绿廊渗透、生态修复 ，“大绿+小绿”。

23



3.6 城市设计

控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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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城市设计

控制有序

节点空间

开敞空间
增添城市活力

引绿进园
鼓励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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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城市设计

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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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有序推进 ，刚弹兼备分层管控

4.1 开发时序

4.2 开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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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发时序

开发方式与时序

开发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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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发时序

招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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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强度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永和园区开发强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建筑高度
开发强度控制

用地性质名称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
高度 绿地率

防护绿地 / / / 75%

二类工业用地 ≥0.8 ≥40% 24米 10%-
20%

环卫用地 ≤1.2 ≤30% 15米 ≥36%
排水用地 ≤1.2 ≤30% 15米 ≥36%
餐饮用地 ≤2.0 ≤50% 15米 ≥30%
公园绿地 / / / 75%

社会停车场用地 / / / 75%

三类仓储用地 ≥1.0 ≥40% 24米 10%-
20%

零售商业用地 ≤2.0 ≤50% 24米 ≥30%
文化活动用地 ≤1.0 ≤35% 15米 ≥36%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7 ≤35% 21米 ≥40%
一类农村宅基地 ≤1.0 ≤35% 12米 ≥36%

消防用地 ≤2.0 ≤38% 24米 ≥40%
通讯用地 ≤1.0 ≤35% 15米 ≥36%

公共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1.0 ≤35% 15米 ≥36%

其他特殊用地 ≤2.0 ≤38% 24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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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强度

勐甘新材料绿色创新产业园开发强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建筑高度

开发强度控制

用地性质名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高度 绿地率

二类工业用地 ≥0.8 ≥40% 24米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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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强度

沧源佤族自治县绿色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园开发强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开发强度控制

用地性质名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高度 绿地率

其他特殊用地 ≤2.0 ≤38% 24米 ≥40%

一类物流仓储
用地 ≥0.8 ≥40% 24米

10%-
20%

商业用地 ≤2.0 ≤50% 15米 ≥30%

防护绿地 / /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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